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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高如何不再和寡？
泛娱乐化、控制成本或是出路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随韩剧《 来自星星的

你》 而火的除了韩式炸鸡和啤酒之

外，还有剧中所提及的图书。青年报

记者了解到，一夜之间，这些图书的

中译本几乎都处于断货状态，而此

前，这些作品都已滞销多年。这便是

“ 爱屋及乌”的力量。可是“ 跟着韩

剧看小说”，把原本极其个人化的阅

读变成一场蜂拥而上的运动，这被业

内专业人士认为是缺乏理性之举，对

阅读水准的提高并无太大益处。

热现象：
都教授成了“ 最牛荐书人”

都教授本名都敏俊，是最近热门

韩剧《 来自星星的你》 的一个主人

公。此人拥有一个硕大的书房，平时

一大喜好便是给人荐书。当《 来自星

星的你》 令在中国吃一块韩式炸鸡

要疯狂排3个小时长队的时候，都教

授的荐书也出人意料地火了。

身为韩国人，都教授的荐书自然

以韩国书为主，除了有“ 韩国《 红楼

梦》”之誉的《 九云梦》，还有韩国天

文学家李纯之的名作《 七政算外

篇》，以及《 朝鲜王朝实录》。而为了

显示自己博学多才，都教授还推荐了

不少外国书，中国的有《 列女传》、

《 明心宝鉴》、《 聊斋志异》，另有美

国的《 爱德华的奇妙之旅》和《 嫉

妒》等。

这些被都教授点过名的图书都火

了。青年报记者昨天注意到，除了未引

进的《 七政算外篇》，其他都教授的荐

书在中国大多处于一书难求的状态。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 0年重出的《 九云

梦》在几大网络书店均已断货。就连

中国自己的《 明心宝鉴》，据说也早在

《 来自星星的你》之前就已断货多时，

因为在韩剧《 大长今》里，此书被列为

大长今的启蒙读本。有读者为了拥有

这些书，不惜托人到韩国代购。

一时间，远在韩国的都教授的号

召力，超过了任何一位中国荐书人。

“ 都教授也推荐一下咱的书吧”俨然

成了不少中国出版人的流行语。都教

授在中国书界意外地火了。

冷思考：
读书需理性，阅读不能简单跟风

不可否认，通过电视剧宣传韩国

的图书及图书背后的文化，这一点

《 来自星星的你》 做得非常巧妙，且

收效颇佳。试想如果那位都教授真的

来到中国举办一个“ 图书推荐会”，

那一定是乏人问津。因为人们对那些

所谓硬邦邦的推荐，总是怀着戒备警

惕之心。

但问题是，都教授的荐书就真的

值得那么无条件地追捧？就拿《 明心

宝鉴》来说，出版人李德明告诉青年

报记者，此书成于中国的元末明初，

虽然曾经流行，最终却失传了，直到

几年前才由中国出版社由韩版翻译

引进。“ 这起码说明一个问题，在几

百年对发蒙图书的遴选中，《 明心宝

鉴》是败北了，其在中国的认可度远

不及《 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

文》和《 弟子规》。”说到底，所谓都

教授的荐书，不过是《 来自星星的

你》编剧朴智恩的一家之言而已。

然而《 三字经》货源充足，《 明

心宝鉴》 却早已断货的现实也就说

明，这场由韩剧在中国引发的阅读热

潮，其实和图书本书并没有太大关

系。观众“ 爱屋及乌”，由爱韩剧，到

爱剧中的一切。在很多人心里，都教

授的荐书和一块抢手的韩式炸鸡本

质上是一样的。

可是出版界认为，阅读终究和吃

炸鸡不同：一块炸鸡滋味的好坏，不

过也就是1 0分钟的事；而读书却是非

常理性和个人化的事，一本心仪之书

在手，则可以忘记一切忧愁，可若是

一本不对味的书，则如鲠在喉，一页

也看不下去，最终只能束之高阁。

所以，跟着都教授看书，说到底

只是一件属于流行圈的事，在阅读上

却未必靠谱。读书最需要的是理性，

可能相信的只有自己的眼睛。

都教授推荐的书，都断货了
韩剧粉丝爱屋及乌 出版界称阅读并非快餐消费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用i Phone 手机的人，恐

怕都熟悉其默认的铃声，铃声的名

称，显示是“ 马林巴琴”。但矛盾的

是，这个全球无数人看到过的名字，

认识它、听过它演奏的人，却屈指可

数。如今，这么小众的古典乐，也要试

水商演市场，3月28日，一场马林巴的

演出将在东方艺术中心举行。曲高和

寡会不会是它和它所属的群体，最终

逃不开的命运？青年报记者近日也采

访了多位艺术家、学院教授、演出剧

院，对此展开了调查。

用作iPhone铃声的小众艺术
“ 如果乔布斯先生还在世，我很

想和他交流，他让小众艺术变成大众

使用的思路。”巴汇文化公司的陈伟

康告诉青年报记者。正是他们，在让

马林巴试水商演，由中国唯一的一位

国际马林巴艺术家张悉，和卢森堡打

击乐艺术家洛朗·瓦尔尼耶组成的

“ 追———打击乐二重奏”组合，携手

加拿大打击乐大师弗利·约翰斯顿，

完成在东艺音乐厅的这场演出。

马林巴诞生于非洲，已经拥有

5000年历史，几经嬗变，成为了现在拥

有五组八度音域的“ 打击乐之王”。上

海音乐学院打击乐教授杨茹文说：“ 在

国际上，马林巴是打击乐的明珠，但国

内提到打击乐，觉得就是爵士鼓。”马

林巴目前最主要的圈子，是艺术院校

的打击乐学生和毕业学生，以及社会

上的一些学打击乐的爱好者。杨教授

说，据他估计，加起来不到一万人。

“ 只推这个点，会饿死”
在试水商演市场前，马林巴在清

华、北大校园内都有过演出，反响很

不错。然而，校园剧场是不售票的，真

正做商演，成本压力骤然增大。

巴汇公司董事长张滨亮说：“ 东

艺音乐厅的场租是5万，还有票务、宣

传、差旅等费用。公司并不只做张悉

这一个点，如果只指望她的马林巴演

奏，得饿死。”

他说，他看重的，是马林巴在中

国的发展势头。中国的马林巴演奏

家，在国际大赛中已获奖十几次，张

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此外，如今欧

美、日韩的马林巴市场相对成熟，他

们希望能在一线城市多做做马林巴

商演、艺术节之类的活动，目标推向

国际市场。“ 在欧洲，1 000多人的音

乐厅，马林巴的票价在20-30欧元之

间，票子能售光。”

但即使是在古典乐有基础的上

海，目前还不可能出现欧洲那样的情

况。沪上另外一家经常做小众艺术演

出的大宁剧院宣传负责人张鹏也表

示：“ 小众演出，国内目前确实难做，

毕竟圈子小。”

泛娱乐化或是出路之一
马林巴或者其他的小众高雅艺术，

是否就得接受孤芳自赏的结局？却也不

见得。“ 市场需要培养。”张鹏说。

青年报记者也对票房进行了大

概的了解，这样的演出，观众以学习

打击乐的爱好者、小白领为主，不会

很多。一位对票房了解的人士告诉记

者：“ 要想推得更好一点，需要跟相关

协会的人有良好的关系，通过协会、

打击乐老师等等，把消息精准地传递

给圈子内的人。而如果仅仅是想推

广、做知名度的话，做公益性的演出，

其实目前更适合。”

张鹏则表示：“ 古典和高雅的艺

术，要走市场，应该做得泛娱乐化一

些，增加老百姓的接受度，这也是未

来的趋势。”

周培骏 制图《 来自星星的你》把它的周边都带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