
网络综艺不该催化放大这种“浅薄”
王 彦

网络综艺 《偶像练习生》 收官，
官方宣传了一把流量： 78 天， 九人
出 道 ， 微 博 热 门 话 题 阅 读 量 超 过
125 亿 。 业界惊叹 ， 粉丝经济又达
到了新高度！

一个 “又” 字， 表象是如今越见
疯狂的偶像市场。 实质上， 警钟已敲
响———当网络、 商家与娱乐圈共同并
且反复确认 “流量至上”， 一种非理
性甚至近乎病态的粉丝文化正让越来
越多青年人被推向无限的 “浅薄”。

这种 “浅薄” 的表征就是， 无节
制无底线地挥霍金钱、 挥霍时间。

以 《偶像练习生》 为例， 其运作
方式是由网站用户为自己喜欢的练习
生投票， 最终依据人气挑选九人组合
出道。 为了获取更多投票权， 粉丝们
可以购买赞助商产品或者视频网站专
用投票定制卡。 换言之， 所谓才艺比
拼， 不过是流量决定胜负； 所谓 “公
开投票”， 不过是拼钱拼时间。

既然规则如此， 那么钱和时间就
成了不少粉丝最不在乎的事物。 为偶
像直接打款、 哄抢代言商品的， 很大
一部分是青少年， 除了金钱， 他们为
此浪费的更有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无
独有偶， 去年的 《中国有嘻哈》， 内
容一片狼藉 ， 但在流量制胜的法则
下， 观众为了获取投票权而购买指定
商品 ， 仅一期节目就砸下了数百万
元 。 去年暑假 ， 拥趸反复排队几小
时， 重复购买专辑， 以换取与自家偶
像握手十秒钟的机会 ， 最终为一场

“女团 ” 总决赛套上估值 50 亿元的
金钱光环。

当这些 “借鉴” 自日本、 韩国娱
乐市场的 “偶像养成” 节目反复强调
“流量至上”， 用炫富斗富来彰显偶像
影响力的做法， 已被粉丝默认为最佳
途径。 凡是与明星露脸相关的地方，
都是各家粉丝豪掷千金比拼财力的战
场。 由此还经常引发各类网络骂战。

当类似的 “流量影响力” 被一次
次宣扬， 演艺圈疏于创造、 只愿遵从
“流量至上” 的懒惰逻辑， 也就不足
为奇。 就像 《偶像练习生》， 虽然喊
着 “越努力， 越幸运” 的口号， 但票
选结果证明， 用钱堆出的流量才是制
胜关键 。 这些练习生 ， 还没练好唱
功， 就被粉丝经济驱赶着成为利益链
上的一个零件 ； 平均 20 岁的艺人 ，
还未真正成才， 就被虚空的流量崇拜
毁坏了成长期应有的心态。

对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产生非比寻
常的 认 同 甚 至 钦 慕 ， 是 人 之 常 情 。
“我花我的钱， 我追我的星”， 也是如
今许多花大钱追星者的心理画像。 只
是在精神文化消费的领域 ， 倡导什
么、 引领什么， 还是应当有清醒的思
考， 冷静的眼光， 来区分高下优劣。
尤其需要从业者警醒的是———什么样
的节目机制， 就会催生什么样的粉丝
文化。

无节制地放纵粉丝经济的狂欢，
恐怕真正得益的只有赞助商和播出平
台，输了的却是荧屏内外的花样少年。

威尔第“非著名”歌剧
在沪收获“著名待遇”

上海大剧院与上海歌剧院联手打造新版《纳布科》明首演，海外艺术家感慨———

由上海歌剧院联合上海大剧院全

新制作的威尔第成名作《纳布科》将在

11 日首演。 作为上海大剧院 20 周年

庆典系列演出的重磅作品， 该剧集结

歌剧院 200 多位演职员， 将以更为恢

宏的面貌与上海观众见面。
“飞吧，思想，乘着金色的翅膀”，

这一段铿锵而真诚的合唱， 让威尔第

一炮而红， 也鼓舞着当时意大利人民

与此后的以色列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

与自由的道路上奋进。 一百多年过去

了， 眼下这部作品在沪票房逼近九成

的好成绩， 也激励着参与其中的海内

外歌剧从业者。 正如多次与上海合作

的知名指挥家丹尼尔·奥伦所感慨的

那样：“我在中国青年演员与青年观众

的身上看到歌剧的希望！ ”
从早年演来演去都是 《茶花女》

《卡门》， 到如今上海歌剧院与上海大

剧院陆续制作的《阿依达》《纳布科》相
继热演， 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上海作为

国际演艺之都， 其歌剧市场的稳步成

长———台上， 是在国际一流主创磨练

下日渐成熟的年轻演员；台下，是在经

典剧目熏陶下迅速成长的年轻观众。

歌剧观众群在上海日益成熟

作为威尔第的第三部歌剧作品，
《纳布科 》在国内的知名度 ，用 “非著

名”形容并不为过。相比于他此后创作

的《茶花女》《奥赛罗》，即便是其中最

著名的唱段“飞吧，思想，乘着金色的翅

膀”，也未必像《祝酒歌》那样家喻户晓。
不过，正是这句充满力量的歌词，成

为威尔第艺术生涯的转折点。 彼时的作

曲家因前两部歌剧的恶评而无心继续创

作。 可无意中瞥见了剧本中希伯来囚徒

在流放途中的这句合唱唱词， 或许是切

中了他的个人处境， 又或者是暗合了当

时的意大利人民反侵略斗争的 社 会 现

实， 威尔第将当时人民对民族独立的渴

望融于音符。 故事中浓烈的现实寓意与

作曲家真挚澎湃的情感，令《纳布科》的

成功顺理成章。威尔第自此一举成名。这
部作品取材于公元前 6 世纪时 巴 比 伦

（亚述人）与希伯来（犹太人）间的故事，
跨越种族，道出全人类对家园、对自由的

渴望， 因而成为不少顶级剧院的常演剧

目。 “飞吧，思想，乘着金色的翅膀”这首

大合唱也有“意大利第二国歌”之称。
尽管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此次却

是以全新制作的面貌上演。 几近售罄的

票房成绩， 不仅让上海歌剧院演职员感

到意外， 也让参与其中的海外主创惊喜

不已———要知道，在西方乐界，观众流失

与老龄化始终是艺术家头疼的难题。 而

在中国，却收获了越来越多的年轻知音。
下个月， 莫斯科大剧院带来的俄语歌剧

《沙皇的新娘》，开票一小时就售出 1200
张票。

歌剧观众群在上海的成长成熟并非

孤例。近几年，观众对于芭蕾舞的接受程

度，也从早前的非《天鹅湖》不看，而到现

在的古典芭蕾、 现代芭蕾均有稳定的观

众群。 不管是马林斯基剧院芭蕾舞团的

古典芭蕾《睡美人》《灰姑娘》，还是荷兰

舞蹈剧场《狩猎我心》、贝嘉芭蕾舞团《春
之祭》等一系列现代芭蕾作品，均能获得

不错的反响，甚至引发话题效应。上海大

剧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此前的观

众调查中 ，25 岁至 35 岁的年轻观众成

为这些西洋艺术消费的绝对主力。
从 2012 年 的 《波 西 米 亚 人 》，到

2013 年的《阿蒂拉》，再到 2014 年的《曼

侬·莱斯科》 ……指挥奥伦与上海大剧

院、上海歌剧院有多年合作，亲眼见证着

上海这座城市对歌剧与古典音乐的越发

热爱，这令他感动和惊喜。有了市场的激

励，海内外艺术家也更为投入。上海大剧

院大剧场高达 40 米的舞台纵深，也让导

演在上海得以完成职业生涯中“最恢宏”
的一版《纳布科》，令两河流域壮美的巴

比伦文化得以更好呈现。

用西方经典提升本土市
场的接受度

引 领 上 海 的 青 年观众 ， 并与 他 们

一同成长的，还有上海歌剧院的青年演

员们。
在此前的排练现场， 大家的目光忍

不住停留在舞台中央张峰的一 对 护 膝

上。 剧中，他饰演巴比伦国王纳布科，命
运几经跌宕最终完成自我救赎。 一下排

练场，张峰感慨这部剧“跪戏”特别多，连
续排练下来，膝盖着实吃不消。 “相比此

前演过的作品，原本以为《纳布科》冲突

性没有那么强烈， 没想到指挥奥伦与导

演盖斯帕隆处理充满戏剧张力。 此次排

演，该剧还特别邀请到阿马图维希·恩

科巴特、 里贝卡·洛卡尔等海外演员，
打造“中外混搭”的组合，让演员技艺

切磋交流更加深入。
与主演一样遭受 “魔鬼式训练”

的， 还有歌剧院的合唱演员与交响乐

团。在排练现场，奥伦激动时敲击着乐

池护栏高声指导， 他高昂的热情感染

着演奏人员， 大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

疲惫与不耐烦，“没有一个人低头看手

表”，奥伦强调的这个细节听上去虽是

基本的职业素养， 却也实实在在展现

出年轻艺术家对于锤炼技艺机会的珍

视。在演唱上，《纳布科》以高难度的合

唱闻名， 在上海歌剧院院长许忠的要

求下，奥伦特别请来了自己的老搭档，
一位资深合唱指挥来训练演员。

《阿蒂拉》《阿依达》《卡门》……啃

下一部部西方“大部头”，不仅让上海

歌剧院整体实力令海外合作的艺术家

赞许， 也巩固了院团在本土市场的接

受度。如今演绎西方经典剧目，上海歌

剧院党委书记 范 建 萍 可 以 自 信 地 说

“不愁票房”， 多年的坚守巩固了本土

市场，让在西洋艺术中一向有着“名团

情结”的上海观众逐步认可。
市场逐渐培育成熟，接下来，如何

让西方经典热一直延烧到本土原创，
才是上海歌剧人更为关切的。 眼下上

海歌剧院的两部原创歌剧 《晨钟》和

《田汉》， 也进入紧张的排练阶段———
锤炼后的技艺与被激发的艺术创想最

终都将回到反哺“上海出品”这一使命

初心之上。

36位选手今夏沪上共展弦上精彩
第二届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昨公布入围名单

本报讯 （记者姜方） 2018 第二届

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昨

天公布入围名单， 来自 12 个国家和地

区的 36 位选手脱颖而出 ， 将于今年 8
月来上海参加四分之一决赛。

这 36 位选手分别来自中国、 中国

台湾、 中国香港、 美国、 加拿大、 俄罗

斯 、 乌克兰 、 日本 、 韩国 、 捷 克 、 希

腊、 牙买加等国家和地区。 超半数选手

就读或毕业于茱莉亚音乐学院、 柯蒂斯

音乐学院、 曼哈顿音乐学院、 巴德音乐

学院、 新英格兰音乐学院、 莫斯科国立

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 哈佛大学音乐学

院、 耶鲁大学音乐学院等国际顶级音乐

院校； 绝大多数选手曾在伊丽莎白女王

音乐比赛、 亨里克·维尼亚夫斯基国际

小提琴比赛 、 西贝柳斯国际小 提 琴 比

赛、 梅纽因国际小提琴比赛、 卡尔·弗

莱什国际小提琴比赛等国际顶尖音乐赛

事中摘获奖项。
据统计， 晋级四分之一决赛的选手

平均年龄不到 23 周岁， 其中小于 25 周

岁的选手占总人数的 72%， 较上届同比

增长 37%。参赛选手的年轻化趋势，也和

比赛的创办初衷不谋而合———借助比赛

平台，面向未来发掘和培育音乐新势力。
有评委告诉记者， 首届斯特恩国际

小提琴比赛已有了广泛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 专业的赛制、 权威的评委、 公正的

评选、 规范的赛程、 出色的选手和鲜明

的特色， 为赛事自身品牌的发展奠定了

扎实基础。

文汇辣评

■本报记者 黄启哲

■本报记者 李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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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流社会到贫民窟，“变形计”笑中带泪
印度电影《起跑线》聚焦教育问题

“即使变成自己讨厌的人，也要让

孩子获得最好的教育”，印度电影《起

跑线》日前在国内上映，海报上的副标

题让不少中国观众心为之一动。 影片

自上映以来票房持续走高， 首周末票

房超过 1.41 亿元。
《起跑线》的剧情设置让人想到中

国“孟母三迁 ”的故事——— 父亲拉吉

和母亲米塔为将女儿送进名校幼儿园

费尽周折。先是搬进高档学区房，欲跻

身上流社会，名校面试失败后，盯上了

贫困生名额这条“小道”，假扮穷人住

进贫民窟，终于骗取贫困生名额。云泥

之别的生活， 引发了一系列啼笑皆非

的升学“变形计”。
有人说，《起跑线》 就像一枚宜于

中国家长咀嚼的青橄榄，虽为喜剧，百
般滋味皆在其中。“不要让孩子输在起

跑线上”这句话引发的争论尚未远去，
这部电影又一次展现了荆棘丛生的教

育之路。
片中许多场景引人共鸣。比如，搬

进学区房后， 父亲去名校幼儿园排队

报名。 天光未亮，“长龙”已排起，占位

的睡袋和板凳东倒西歪。 母亲苦学英

语，以期融入上流社会，为女儿的未来

打造光彩的“朋友圈”。又如，在等待录取

通知书的日子里，夫妇俩四处祷告……
子女教育这场战争， 千万父母唯恐

入场太迟。比起“知识改变命运”，影片中

的这对父母更相信“名校改变阶级”。《起
跑线》 一针见血地点出印度教育的本质

问题：“教育已经沦为生意。 ”
仿效欧美， 印度许多私立学校会预

留 25%的名额给下层居民以及其 他 弱

势群体， 但权势阶层鸠占鹊巢的现象早

已司空见惯。在《起跑线》中，当拉吉受良

心谴责， 在校长室中勇敢说出 “偷梁换

柱 ” 的实情后 ， 却遭到后者的冷 嘲 热

讽———“如果我把这个位置让给一个穷

人，那我如何从中受益。 ”
一波三折的剧情下， 藏着印度社会

长期蓄积的矛盾， 阶级固化问题在孩子

择校这件事情上尤为突出。 《起跑线》导
演萨基特·乔杜里曾长期研究亲子关系，
他知道父母为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能够

奉献到什么程度。“有父母发现自己的

小孩没有被一所外国语学校录取，因

为该校倾向于选择父母学历较高的孩

子， 为此这位父亲就去读了 MBA 课

程。 ”萨基特·乔杜说。
“剧场效应”绑架下的教育远离良

序，陷入失序，父母和孩子备感心累。
事实上， 父母这一角色从不比学校次

要，且无关贵贱。男主角拉吉本性质朴

率真， 他可以在陌生人面前带着孩子

跳夸张的舞蹈，让孩子开心大笑。在贫

民窟， 被排挤的拉吉和米塔受到邻人

希亚姆的帮助 ，也看着女儿皮雅找到

了纯真的友情。 当错失入学名额时，
希亚姆只是偷偷地抹了抹眼泪，很快

向拉吉和米塔贺喜，掏出皱巴巴的钞

票邀请他们去 吃 难 得 一 尝 的 昂 贵 食

物……拉吉终于明白，比起贵族学校，
来自日常生活的良善与真情才是孩子

不可缺失的珍贵体验。
电影最终，拉吉和米塔悬崖勒马，

帮女儿办理退学，转回公立学校，这对

一心追求阶级跃迁的父母与自己达成

和解。 “如果你都不是一个好人，那你

就不可能成为 一 个 好 老 公 或 者 好 爸

爸。 ”拉吉说。 影片也为观众奉上最后

的答案———生而为人， 美德教育永远

是最高级的起跑线。

骨笛穿越八千年，传来先民回声

上音倾力打造大型原创交响民族器乐剧《笛韵天籁》

本报讯 （记者吴钰） 一曲尖脆清亮

的骨笛声穿越八千多年， 捎来了先民的

所思所感。 围绕复原丹顶鹤尺骨骨笛创

作的交响民族器乐剧 《笛韵天籁》， 将

由竹笛演奏家唐俊乔领衔主演， 于 5 月

1 日至 2 日在美琪大戏院上演。
《笛韵天籁》 讲述中国原生的民族

乐器笛子从骨笛到竹笛的历史 发 展 演

变。 全剧共四个乐章， 没有一句台词，
以音乐意象反映中华民族从为 了 “逐

突” 杀戮动物的低层次生存追求， “作
律” 后弃骨笛求 “竹韵” 的文明进程。

上音竹笛团队根据相关考古成果，
复原了河南贾湖距今 7800 年至 9000 年

的丹顶鹤尺骨骨笛。 贾湖骨笛是我国目

前出土年代最早的乐器实物， 比著名的

青铜曾侯乙编钟年代更为古老， 被誉为

“中华第一笛”。 不少专家认为， 这也是

世界最早的可吹奏乐器。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 “江南笛王”

赵松亭先生就有意为此创作剧目， 但因

病未能完成。 上音团队以苦竹、 树脂等

合成材料反复试验后研发了仿骨笛， 从

形制上完全复刻了贾湖 253 号墓的 6 孔

骨笛 。 又经过半年试奏 ， 打磨 音 准 音

色， 寻找更具张力的演奏方式。
该剧由竹笛 演 奏 家 唐 俊 乔 领 衔 主

演、 浙江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蒋国基特

邀演奏。 “笛王” 已故， 但两位传人终

于弥补遗憾。 观众也有机会在上海之春

国际音乐节上听到先人吹奏模仿兽鸣鸟

啼、 竹籁松涛的袅袅余音。
《笛韵天籁》 是 2017 年国家艺术

基金项目， 由上音教授、 上海音乐家协

会主席许舒亚等作曲家联合谱曲。 上海

音乐学院院长林在勇 表 示 ， 打 造 这 部

作品意在让观众了解中华民族 在 远 古

时期就发展出的成熟音乐理念 、 乐 器

和演奏 。 尽管古 音 古 谱已消亡 ， 但专

家团队 “复活” 的乐器， 力图以创新表

现民族浓厚的文化积淀， 表达中国的文

化自信。
《笛韵天籁》 的另一大看点在艺术

形式的创新探索。 为该剧设计舞台的上

音副教授代晓蓉介绍， 这是国内首次尝

试民族器乐剧与交响乐队、 合唱团同时

合作演出， 并融合多媒体视觉效果。 观

众不仅能领略远古的回声， 还将看到以

3D 舞台效果呈现宋代古画 《千里江山

图》， 感受古人至善大爱的精神追求。
此外， 该剧邀请了中央芭蕾舞团一

级编导费波指导舞台形体。 引导演奏者

认识身体内部的创造力、 呈现音乐与身

体的关系， 也是民乐前所未有的尝试。

来自 12 个国家和地区的 36 位选手脱颖而出， 将于今年 8 月来沪参加第二届

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四分之一决赛。 图为部分入围四分之一决赛的选手。
（比赛组委会供图）

▲近年来上海出品的“西方大部头”在上海大剧院的票房走俏，也标志着本土歌剧市场的稳步成长。 图为 2013 年上海歌剧院与上海大剧院、匈牙利布达佩

斯大艺术宫联合制作的《阿蒂拉》。 本报记者 袁婧摄

▲ 从 指 挥 2012
年的 《波西米亚人》，
到 2013 年 的 《 阿 蒂

拉 》， 再到 2014 年的

《曼侬·莱斯科 》 ……
指 挥 家 丹 尼 尔·奥 伦

是上海歌剧市场逐渐

蓬勃的参与者也是见

证者。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印度电影《起跑线》讲述一对夫妇为女儿就读名校“痛下血本”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