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众之声：
建议周董合唱“ 珠帘”

据悉，杨坤组原创大碟《 走进心

时代》的两首主打歌将从《 她》、《 光

的 版 图 》、《 要 死 就 一 定 死 在 你 手

里》、《 再见吧，喵小姐》等八首好歌

中诞生。所有歌曲的改编都以传唱度

和“ 走心”为己任，不论是大尺度的

颠覆还是歌词旋律的微调都让大家

惊喜不已。

另外，根据《 中国好歌曲》的赛

制，在马上将要到来的3月21 日“ 年

终盛典”上，四导师队伍中的共8首主

打歌，会分别请适合这首歌曲风的明

星来和创作者共同演绎全新的版本，

而网友们最为关心和热议的莫过于

霍尊的《 卷珠帘》。

提起“ 中国风”，就令人不免想

到周杰伦，而霍尊也称周杰伦是自己

的偶像，因此有观众建议，让霍尊和偶

像同台，不失为一个圆满的结局。还

有观众认为，只有王菲最适合演绎

《 卷珠帘》的清新脱俗委婉含蓄之美。

而“ 小哥”费玉清歌声甘醇、温柔、清

润，且带有美声语调，说不定也能和霍

尊的“ 岛式唱腔”勾兑出更奇妙的化

学反应，让这首《 卷珠帘》更鲜活。

此外，在刘欢新编版《 卷珠帘》

问世之后，姚贝娜也成了另一位呼声

甚高的人选。当年由刘欢谱曲的《 甄嬛

传》主题曲，演唱者便是姚贝娜。由此

看来，在“ 好歌曲年度盛典”的舞台上，

由刘欢老师的两位爱徒霍尊和姚贝娜

共同演绎《 卷珠帘》的可能性颇高。

评委之声：
原创音乐孵化平台

放眼国内综艺荧屏，以翻唱、选

秀为主的节目，不在少数。而“ 好歌

曲”的渐入佳境，则给原创音乐，点燃

了更多希望。

“ 以前从来没有过类似这样的节

目，最近几年，华语音乐逐渐衰落。盗

版、网络下载等带来的冲击，让许多

优秀的音乐人失去了创作了冲动。

《 中国好歌曲》的出现，可以说正是

时候。”作为华语音乐圈的老前辈，评

委刘欢如是评价。

其实，从广电总局对其的评价中

便不难看出，这个原创类综艺节目，

已经虏获了各方面的心，“ 作为全国

首档关注原创音乐的真人秀节目，挖

掘了一批或久居幕后，或默默无闻的

优秀音乐人，为他们创作的歌曲提供

了广阔的传播平台。”

此外，记者也从《 中国好歌曲》

的节目组获悉，目前，他们有心将这

档节目长久地打造下去。“ 我们先不

谈收视率，仅从目前各方的回馈来

看，中国乐坛需要这样一档节目。而

我们也觉得是在为中国音乐做出一

份贡献，是在做好事。”相关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

选手之声：
梦想分贝真情流露

随着《 中国好歌曲》的冲刺，其

造星效应也成为热议话题。

值得一提的是，来到《 中国好歌

曲》之前，更多选手还是默默无闻的

平凡人，甚至因为怀揣音乐梦想而生

活艰难。“ 我借了60万，做唱片花了20

万，余下的买了一些设备，做了一间

小工作室，还有就是生活成本。我从

没借过这么多钱，就想试试能不能借

到。其实，因为热爱音乐，生活真的谈

不上轻松。最难过的则是，自己的作

品得不到承认，甚至没有机会被人知

道。”赵雷的这番话，又道出了多少音

乐人的心酸。

给所有热爱音乐创作的非专业

人士一个圆梦的机会———对于《 中国

好歌曲》而言，这才是他们传播的最

大“ 正能量”。

“ 原创的力量是巨大的，大到超

乎所有人想象。创作人经历过写歌的

痛苦，他们更懂自己歌里所写的故

事，更能传达出或孤单寂寞或幸福愉

悦的感情。”节目宣传总监陆伟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表示，“ 好歌曲这

样一个机会是他们命运的转折，而他

们站在舞台上的荣耀感，也给了这档

真人秀节目最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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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成走心法宝
“ 好歌曲”年度盛典邀明星来搭档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青年报记者最近在调查

中发现，越来越多的青年相声演员放

弃了作品原创的传统，倾向于向网络

借“ 笑果”。其背后则是脱离生活而

导致的原创乏力。相声借力网络的侵

权问题，也引发了广泛关注。

现状：相声成“ 网络段子口语版”
今年央视马年春晚唯一的相声

《 说你什么好》 的争议至今未绝，不

是因为曹云金说得好，而是因为其

“ 网络段子集锦”。据网友考证，这个

1 4分钟的相声布满了大量网络笑料。

比如“ 孩子总是跟妈亲，见到妈总说

妈我饿了、妈我渴了、妈我衣服呢，见

到爸爸顶多一句话：爸，我妈呢？”等。

这些相声里的笑点，无一不是201 3年

网络上的热门段子。

难怪网友惊呼相声成为“ 网络段

子口语版” 的现象看来已经非常普

遍。青年报记者注意到，近年随着网

络笑料的日趋丰富，“ 向网络借力”

在相声界非常普遍，而过去的“ 相声

表演艺术家”也由此摇身一变成了网

络笑料“ 演绎家”。

据记者了解，此种情况在一些青

年相声团体中尤为明显。记者曾见过

一家在上海颇有知名度的青年相声

团体的演出，发现不少内容不过是借

用了传统相声外壳，装进一些网络笑

料而已。

上海团市委研究室曾做过一次

关于上海青年相声热现象的调查。在

调查报告中，记者看到，青年相声团

体的表演内容有一半改编自传统剧

目，另一半为原创，但原创中有不少

就是就来自于网络的段子和笑料。

背后：相声新人会说不会写
按照相声界的传统，不少相声名

家不仅说得好，而且写得好。像侯宝

林、马季乃至姜昆，都是圈子里有名

的相声作者。然而近年涌现的相声

新人写段子却似乎成了一件很麻烦

的事。

在今年北京春晚大红大紫的青年

相声《 满腹经纶》，其实就是改编自上

海品欢相声会馆金岩和邓涛创作的

《 歪批山海经》。据金岩介绍，这个作

品虽然也演过几次，但传播的范围还

是十分有限。《 歪批山海经》此次被借

用，本身也就在说明青年相声原创的

乏力。

延续了上百年的“ 自己写自己

说”的相声界传统，到了今天怎么就

难以为继了呢？青年相声热现象调查

报告显示，现在不少相声新人都是半

路出家，大多没有严格的师承，没有经

过专业的相声创作训练。这使得他们

在创作相声作品中有一种先天不足。

此外，一些80后相声新人也有着

当下青年人普遍的浮躁心态，他们很

难深入生活。因为脱离生活，在自身

积累的生活经验被消耗后，就再难以

创作出贴近生活的段子。这时向网络

借力，也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延伸：借用网络段子涉嫌侵权
不仅是观众，而且相声界的不少

名家也对“ 网络段子口语版”颇有微

词。巩汉林就一针见血地指出：“ 年轻

人要想做好这一行，必须潜下心，要提

高文化修养，也要深入群众，真正了解

群众，不能总想着挖网络段子！”矛头

直指现在年轻人脱离生活的通病。

但现在的问题是，相声借用网络

段子不仅仅只是“ 原创乏力”那么简

单，还涉及法律纠纷。法律人士告诉

青年报记者，网友将自己创作的段

子放在网上与人分享，他对段子是

享有著作权的。如果这些段子只是

在网上免费传播，那没有任何问题。

但如果段子被相声演员拿来进行商

业演出，谋取利益，那就是再明显不

过的侵权。“ 如果网友能证明自己是

段子的作者，完全可以状告那些未

经授权就挪用，还不给钱的相声演

员，获取赔偿。”

热衷向网络借“ 笑果”

相声新人原创乏力引发忧虑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3月1 2日，滚石乐队即将

登陆上海奔驰文化中心。舞台设计向

来以别具一格及喜用高端科技见称

的他们，本次的设计是源自乐队人所

共知的经典“ 吐舌嘴”标志，并将一

直伸延至观众席中，这也是欧美超级

乐队在内地演出首次采用这样的互

动式衍生舞台。

曾于2006年上海开唱过的滚石，近

日也表示，希望给中国歌迷带来一场世

上最棒的摇滚演唱会，并称非常有兴趣

看看上海和上海歌迷8年间的变化。此

外，这次乐队前成员米克·泰勒也加入

了乐队，他是布莱恩·琼斯之后的吉他

手，在滚石乐队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记，

乐队将会和他合作2至4首曲子。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新近出版的《 上海文

学》3月号，迎来了刚过80岁寿辰的著

名作家王蒙的小说新作《 荣获斯大林

文学奖纪盛》。这也是该杂志今年最

重量级的作品之一。

记者注意到王蒙的新作发表在

《 上海文学》的“ 王蒙说”专栏。这个

专栏为今年1 月新开。据该专栏编辑

甫跃辉介绍，王蒙起初对开设这个专

栏心有顾虑，担心年事已高、事务繁

忙，难以为继。也因此王蒙并未给该

专栏设定结束的时间，只是抱着“ 尽

量把它做下去”的心态开始动笔。可

是实际操作时，王蒙依然保持着旺盛

的创作力。目前甫跃辉收到的王蒙来

稿量已积至5期，而且体裁非常丰富，

包括小说、散文和演讲稿等。

此次《 荣获斯大林文学奖纪盛》

就是该专栏目前唯一的一篇小说。记

者了解到，该小说与王蒙去年发表在

《 人民文学》上的短篇小说，同属他

的新长篇《 烦闷与激情》。

《 荣获斯大林文学奖纪盛》无疑

显示了《 烦闷与激情》的一些端倪。

据介绍，这篇小说的独特之处就在

于没有完整的人物情节线。而且小

说充溢着非虚构气息。这正印证了

王蒙对小说的看法。“ 外国人讲小说

强调它是f i ct i on，即它的虚构性。虚

构并不是胡编，虚构是感觉与体验

的忠实，而不仅仅是对事件的表面

现象的忠诚。”

8旬王蒙创作力依然旺盛

滚石内地首用衍生舞台

《 中国好歌曲》主打之争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继刘欢组和周华健
组之后，杨坤组也将于今晚踏上“ 最走心”的战场。该节目自播出以来，
话题度持续走高，在一众歌唱类选秀的综艺节目中，这样一档针对创作
型歌手的节目缘何能引起观众的喜爱，记者通过相关人士对此进行调
查。 青年报记者 杨羡之

圈内著名贝斯手张岭（ 中）也来到了“ 好歌曲”的舞台证明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