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42

06

2012.
10.30

焦
点

2012什么最忙，好声音的椅子很忙，2012什

么最火，鸟叔的《江南style》最火。火到什么程

度？这得问问雪姨。

体貌结实，身形壮硕，打扮岂止一个

“潮”字了得。帅？不帅。丑？有点。

可你见过一个大老爷儿们把黑墨镜，花衣

服穿戴得喜感十足，回味无穷吗？你见过。那

你见过一个大老爷儿们跳着小马步满世界乱

窜，于是让世界也乱窜起来吗？好，你也见过。当

动感十足的disco音乐响起，当那一句“欧巴

gangnam Style”戳到你的心肺，当他把骑马舞

跳得举世震惊，你应当相信，它火了，带着魔咒

一般的力量，和之前的无数支神曲一样，不知从

何开始，不知从何结束。

是的，所有的人，包括你，都必须承认，那

调调，那舞步，势不可挡。

这支打破世界吉尼斯纪录之MV在线播放

点击量的单曲，在发行短短两个月中已经被播

放了3.2亿次，而这个数据正在被更新一批寻

找大脑皮层刺激点的网民所刷新。你听不懂鸟

语？没关系。同一个世界，一样的哆来咪。你嫌

歌词没深度？没关系。因为歌词不耗费你的脑

细胞，主谓宾补得全全的，话粗理未必粗。你觉

得MV晃花你的眼？没关系。因为它让你“动起

来，为新的力量喝彩。” 

从《伤不起》《nobody》《忐忑》《爱情买

卖》，到今天的《江南style》，全球娱乐，神曲时

代已然到来。

Gangnam是指韩国首尔的富人江南区，PSY

在《江南style》MV中幻想自己是“吊丝的反义

词”，他傲娇，他牛逼，他光芒万丈不容鄙视。但

谁都知道，那只是一场华丽丽的梦境而已。

PSY曾说过：“我知道自己不是帅哥，但我

像韩式拌饭，口味大众化。”

就是这样的，神曲不是高雅的艺术，可它雅

俗共赏。挥之即来，招之即去，还不舍得让你掏

腰包。劳民伤财不讨好的事情在生活中比比皆

是，闲暇之余，一支神曲即可以身心愉悦，何乐

而不为。不信，您问问元芳，这事你怎么看？嘿

嘿，当然按照剧情元芳很有可能回答：“此事

背后一定有一个天大的秘密。”大秘密？要我

说，那就是吊丝们一面哈哈镜。

当丢在南京路瞬间就能被潮流淹没的PSY

说出那一句“oppa江南Style”时，他完全有理由

倾倒万千白富美。事实也确实如此。于是吊丝们

相信，这些自己也时不时会幻想到的画面，经历

到的场景同样会给自己带来正能量。哦，对，只

是少了一支骑马舞。

产品要有市场，音乐要有听众。神曲的信徒

们，从来都不是所谓的音乐人士占据主流，而

是草根群众，越草根，越心动。

它们往往可塑性极强，代入感极强。别怕

丢脸，别不好意思。人际交往，自娱自乐，这可

是一门技术与艺术兼容并包的科学。

更何况，你想out吗？你想在和众人谈话时

默默无语吗？你想和你的偶像貌合神离吗？如

果不，那就加入神曲潮流。开心时模仿一个

nobody，大家都知道你开心。失意时唱一曲《爱

情买卖》，大家都知道你已经放下。无聊时吼一

通《忐忑》，大家都知道……也许那时的你也不

知道想表达什么了。

是的，神曲唱不出你的心声，跳不出你的节

奏，演不出你的生活，可是它能够让你忘记那些

身外之物，在纷扰繁乱的俗世中心照不宣心心

相印，或多或少。 

元芳，趁着这股热劲，鸟叔一定很幸福，你

怎么看呢？元芳回答得干脆，“大人，我觉得此

事有蹊跷。”

神曲流行
 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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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曲大都是顺口溜
生活周刊：您觉得《江南STYLE》走红

的原因是什么？
卢中强：《江南Style》的走红是多种因素

造成的。首先从技术上来说，《江南Style》的

编曲和编舞其实非常精良专业，从节奏上来

说，《江南Style》非常欢快，中间重复的音节

很多，而且频率高，极富感染力，让人听个一两

遍就能跟着哼了。另外，《江南Style》的走红还

要得益于MV的制作，《江南Style》MV的视觉

效果非常国际化，而且最重要的是原创性，很

容易被外国观众接受，尤其是鸟叔独创的“骑

马舞”，本身看起来就比较搞笑，再加上辨

识度非常高，简单易学，如果你仔细看《江南

Style》的MV制作过程，在很多细节处理上都

很花费工夫，比如场景的切换都很有意味。

生活周刊：您觉得中国的神曲与韩国
的神曲有什么不同？

卢中强：中韩两国的神曲区别非常大，从

词的内容来说，《江南Style》是讽刺富人生活

态度、人生观的作品。“你们装，我也装。你看

得穿我，我也看得穿你”，所以这首歌被韩国

人称为“中产阶级吊丝”。

而中国大陆这几年诞生的一些从口水歌

转变为神曲的歌曲，几乎都没有太多内涵，例

如《爱情买卖》等，大都围绕着爱情这一个概

念，要不赞扬要不抱怨，再加上曲子本身编排

就有些土气，毫无新意，所以说我们的神曲就

是顺口溜，自娱自乐而已。”

生活周刊：即便是顺口溜，传唱度也非
常高，您怎么看待中国神曲走红现象？

卢中强：我自己也在经营一家唱片公

司，也时常听一些歌，慢慢地我发现一个问

题：在中国近几年经济非理性的发展情况

下，催生出一种急功近利的价值观体系的普遍

认知，使中国人在音乐审美的大脑沟回上变得

更浅了，可能全世界都面临着这个问题，不光

是中国。这是导致那些所谓的神曲流行的一个

原因。另一个原因，中国现在传统唱片行业还

是个大杂烩，而且被互联网和各种不靠谱的方

式挤压到现在，精英也基本上流失完了。所以

现在，我们的原创大环境已经没有能力大量出

音乐新品了。在这个时代，无论是出现仿周杰

伦式的糙音乐，还是那些神曲，在我听起来都

挺吊丝的。

存在有其时代的合理性
生活周刊：您是否这样理解，现在乃至

未来的神曲，都将是为吊丝青年的心态量
身打造的？

卢中强：未来就是吊丝们大行其道的时

代。“吊丝”这个词可以表达自嘲。我们中国现

在的吊丝歌曲更多的则是慰藉失败者的，因为

社会上大部分的失败者有对这种歌的需求，比

如《伤不起》之类，喜欢把自己放在一个受伤

者的立场上，却缺乏一种高级的，自嘲的音乐

风格。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有诸多制肘，那我

们只能唱一些“你伤害了我我伤害了你“的这

种情歌，来迎合大众普遍的舔伤口情绪。

生活周刊：所谓的“神曲”有一个很大
的特色“魔音穿耳”，初听觉得很带劲，听久
了，觉得会不舒服，您觉得这是神曲的弊病
还是神曲赖以流行的根源？

卢中强：我无意中听过《伤不起》，还有

《爱的思密达》，当时听到差点就疯了！（笑）我

感到非常不解，这些歌火的原因究竟是什

么？于是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存在即

合理。但是有一天我在饭馆吃饭，快打烊了，服

务员们放松心情，打开手机听《伤不起》，还跟

着一起哼唱，我突然觉得：原来这些歌的贡献

这么大，我再也不能对这些歌说三道四了。另外

在这其中，我相信一定有她存在的时代性在里

面。比如《爱情买卖》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因

为有一种结婚要看丈母娘的价值观。

生活周刊：您认为神曲是无聊杂耍还
是乐坛新类型？

卢中强：首先神曲的定义要搞清楚。如果

您说《爱情买卖》这种歌和龚琳娜的歌都是神

曲，我绝不认同。神曲在中国大多是对一些低

端网络歌曲的昵称。在我看来，龚琳娜和鸟叔

的歌曲的确是神曲，其他的则更多的是一种戏

谑的讲法。有时候，我也在纳闷这些神曲神在

哪儿？

其实非常简单，‘神曲’神就神在有时候你

会不知不觉地哼出来一两句，然后又突然问自

己，我为什么会哼这首歌？”

经典还是从传统歌手那里诞生
生活周刊：小成本制作，不需要太高的

艺术修养，却可以迅速蔓延并获得巨大的
经济收益的神曲大批产生，是否会影响中
国乐坛的发展？ 

卢中强：目前整个中国唱片业面临着一个

很严峻的问题，就是现在是一个没有唱片业

的时代，在这样一个连传统唱片的细分也没

有，精英还大大流失的时代，是出不了什么精

品的。我们一方面感受着低端口水歌的大行其

道，但另一方面，类似于曲婉婷的《我的歌声

里》这样的精品同样也可以得到甚至比口水歌

更大的市场。就像《中国好声音》里，没有任何

一个学员会去翻唱一首低端口水歌，大家更多

选择的是华语乐坛或欧美的经典歌曲。

在这个时候，这些所谓的神曲能走红，我

认为都是个案，这些歌首先在互联网上被大家

试听，它的引领模式更像是一种博彩。从音乐

到制作都很糙，唱腔上都乏善可陈，歌词上都

非常低端。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一起去竞争市

场，谁能火谁不能火很难说，在这样一批歌曲

中，每一个火的案例都没有什么研究和可参考

的价值，我就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生活周刊：那您认为能最大程度的产
生社会正能量的是怎样的音乐？

卢中强：当然首推摇滚乐，经典还是从传

统歌手那里诞生。但很可惜，目前中国还不具

备摇滚乐成熟发展的条件。我们的传播障碍太

多，所以在现阶段我觉得《伤不起》这样的歌

挺好的，能抚慰大众。还是这个问题，目前华语

乐坛没有细分，还是“怨妇”当道，这样的现象

快三十年了。我们看到像上海的某些演出，有摇

滚，有电子，有民谣，非常繁华，但毕竟还是非常

小众的，未来的三到五年可能还是悲诉失恋之

类的歌曲当道歌坛，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产生

不了《江南style》的一种反映。

卢中强
著名音乐人
音乐制作人

【骑马】

双臂交叠于前，做“操纵马
缰”状，同时扎开马步，双腿
弯成O形，距离以能够通过
一名成年男子为佳。然后伴
随强劲的音乐节奏开始上下
抖腿，先左后右，不断重复。
表情要维持傲慢状态，不仅
腿要抖，整个身体也要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