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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和8日连续两晚，重新制
作了音乐、重新配音的高清修复版《天
书奇谭》，在上海交响乐团2018上海
夏季音乐节（简称MISA）上，以交响音
乐会的形式首度惊艳亮相，如今已为
人父母的当年的小观众，领着孩子一
起重温了记忆。“这部纯正的‘上海制
造’，我们期待通过MISA将它推出国
门。”上交团长周平在接受青年报记者
专访时表示，促使国外演出机构来引
进这样具备中国标识度的“上海文化”
品牌，也是助力美影厂重振动画“中国
学派”的重要举措。 青年报记者 陈宏

耗费10个月重制《天书奇谭》
提起动画片《天书奇谭》，中国的

70后、80后都不陌生，它是著名的上
海美影厂的代表作之一。在美学方
面，它更是堪称经典，电影以山水绘
画风格为背景，很多场景都有《清明
上河图》的风格，在此基础上，融合了
工艺美术绘画式的场景构成和带有
京剧脸谱人物设定更是展现了中国
传统文化的丰富表现力，既有血脉里
继承的渊源，又有构思上的大胆创
新。即便从今天看来，这部电影的
绘制水准也绝不过时。

在这样的美学基础上，电影的配
乐，同样处于极高的水准。《天书奇
谭》配乐由著名作曲家吴应炬先生创
作，并由上海交响乐团录制，其丰富
的民族配乐恰到好处的渲染了故事
氛围，与画面故事相映成趣。《天书奇
谭》的配乐，是吴应炬创作的八十余
部动画配乐中的佼佼者之一，也是作
曲家继《小蝌蚪找妈妈》和《大闹天
宫》之后创作的又一部具有代表性的
动画配乐，其本身几乎完全是按照现
在的主流大片水准进行制作。

“想起来重新制作《天书奇谭》，
是因为MISA前面几届引进了不少动
画片做交响音乐会，包括BBC星球三
部曲、皮克斯动画等，都反响不俗，去
年的MISA闭幕后，我们就在想，我们
上海美影厂也有很多经典动画片，也
可以搬上这个舞台，随后我们就主动
走访了上影厂，结果双方一拍即合。”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王晓霆告诉
记者说，MISA不想让观众误认为只能
引进国际上好的制作，想通过此举告
诉大家，中国作品也能有票房号召
力，最终双方耗费了长达10个月，来
制作这部作品，而这也是MISA首次
推出制作的概念。

幕后故事：修旧如旧
耗费长达10个月做一个修复和

重新制作，当然是因为困难重重。王
晓霆透露，因为当年的技术问题，只
有一部胶片保存下来了，美影厂去修
复画面没问题，但音轨没法分离，对
重新制作成现代交响乐团能够演奏
的乐谱、人物重新配音，都是个巨大
的难点。上交委约了新生代作曲家
沈逸文进行作曲改编，同时丁建华、
苏秀、曹雷等当年红遍上海滩的配音
艺术家，也在35年后再度献声，为修
复版重新配自己当年配过的角色。

“真的是很难，因为需要重新重
新编谱，但原作者三分之一的手稿遗

失了，三分之二也要重新改编，要加
入新的乐器，进行补全和扩充，以适
合交响音乐会的现场演奏效果。”沈
逸文告诉记者，为这部作品，他耗费
了半年的时间，以求符合吴应炬老先生
的风格。在他看来，老先生的作品很有
特色，值得投入十分的精神去重新制
作，“他的作品一点都不过时，比如他还
借鉴了歌剧的一些手法，哪怕现在听当
年的配乐，还是非常有意思。”

“补全是最困难的，因为要一遍
一遍听电影里的音乐，我都是一秒两
秒地听，然后分辨里面用了哪些乐
器，一个30多秒的片段，往往要听两
个多小时！”他说，“而且音乐还跟台
词交织在一起，有时候听不清楚，那
我只能听老先生其他的作品，了解他
的作曲风格，再来进行补全。”

补全之后就是二度创作了，毕竟
原来吴应炬用了大量的民族乐器，如
何保留原汁原味，又适合西洋器乐演
奏，考验着沈逸文。“比如琵琶和唢呐，
没法找到西洋乐的替代，只好用几个
乐器融合在一起，变成那个音色。”

同样期待“修旧如旧”的，还有配
音演员们。当年在片中配6岁小皇
帝的曹雷，今年已经78岁了，再配43
岁时配过的作品，她没有担心，只有
欣喜和好奇。“接到这个任务时，我们
都很好奇，毕竟30多年过去了，很多
当年的配音演员已经过世了或者出
国了，我们还能配出什么样来？”结
果，她欣喜地发现，自己还能配得出6
岁小孩儿的那个赖劲儿、横劲儿，“当
年配的时候，苏秀是导演，要我横一
点儿，我就放开了；因为画面上小皇
帝是流口水的，苏秀让我倒了杯水含
着，以便口齿不清，现在我还倒了杯
水放在旁边。”

在老片中，小皇帝骄横地说“我
就喜欢鸟儿”，那个含糊不清的“鸟
儿”，曾经让很多小观众都哄笑不已，
而这两天的现场放映，到了此时，新
一代的小观众们同样大笑。

这也让现场观演的曹雷特别欣
慰，她说：“我也觉得，这个工作特别
了不起，可以把我们中国动画片的经
典，一代一代流传下去，大家都喜欢，
就像迪士尼的《猫和老鼠》一样。”

让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这两场动画交响音乐会，非常成

功，门票同样遭到秒杀。但上交和美
影厂重新制作、联合出品这部中国美
学作品的经典之作，却不仅仅是为了
这两场音乐会。

这部动画片中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展现细致考究。如源于中国戏曲
的人物造型设计，加上极富中国特色
的民族音乐风格，其浓郁的中国元素
成为贯穿全片的情节支撑。“它生动
有趣，而且中国标识度极高，是标准
的优秀‘中国故事’，怎么把它带到国
际上去，让国际上重新认识中国动画
美学、中国音乐风格，是我们考虑的
问题。”周平团长告诉记者。

有这样的责任感，源于上海交响
乐团这两年在国际上的迅速“蹿
红”。“我们的国际影响力在逐年上
升，像我们合作的纽约爱乐，来了4
年了，他们的演奏员告诉我们，每次
来上海都特别高兴——比去别的地
方高兴，因为上交所体现的上海文化
氛围、上海服务的规范化，都很高。
这是上交国际影响力的体现，上交已
经成为了一个有号召力的平台，”周
平说，这体现在MISA上，是“来的艺
术家都是重量级的。”

然而，上交不想仅止于能吸引到
国际大牌来访。2017年，上交的欧
洲巡演在欧洲各国引起轰动，上交艺
术总监、著名指挥家余隆在近日举行
的研讨会上表示，他们最有感触的
是，“用国际语言讲好中国故事，别人
愿意听”。《天书奇谭》正是优秀中国
故事的代表，上交期待把这样的作
品，带到国际上去。

周平说：“我们在此次交响电影
配乐的重新整理、配器过程中，就要
求它要具有多次重复演出、海外演
出、与当地乐团演出的可操作性，随
着上海文化品牌国际标识度的提高，
让国外演出机构引进《天书奇谭》，让
中国故事生动有趣地走到世界观众
心里。”

20年后的“痞子蔡”
从线上回到线下

本报讯 记者 郦亮“现在网络
文学在市场太红火，我不知道对不
对。我当年写《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的时候可从没考虑过市场。”著名作
家蔡智恒（痞子蔡）昨天对青年报记
者说。他的涉足童书领域的第一部
作品“痞子蔡爸爸说故事系列”在上
海书城全国新书发布厅首发。

“痞子蔡爸爸说故事系列”是一
套绘本，蔡智恒作为 3 个孩子的父
亲，将自己心中的故事讲给孩子们
听，故事秉承的是蔡智恒一贯安静恬
淡的文字风格，传递的也是他许多故
事里的内核——爱与成长。蔡智恒
在过去的20年中写了13部小说，但
是话题仍然绕不开他1998年写的第
一部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这是
第一部产生影响力的网络小说，被认
为是网络小说的发端之作，具有里程
碑的意义。

蔡智恒昨天告诉青年报记者，其
实写《第一次的亲密接触》选择在网
络上发表实属无奈，因为当时这类作
品根本不可能在报纸杂志上发表。
只是因为读者喜欢看，而自己又喜欢
写，就这么一章一章地在网络论坛上
连载下去。从1998年3月22日到5
月29日，蔡智恒共花了两个月零八
天在网络上完成了长达 34 集的连
载。没想到一炮打响，成为网络文学
史上的重要作品。

蔡智恒把《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的成功归因于自己写作的非功利性，

“当时大家喜欢看什么，我就写什么，
从来没有考虑过市场。而且那时都
是匿名写作，很多人要想查‘痞子蔡’
是谁都很难。”也正是这样的天时地
利人和，造就了一部成功的网络小
说。然而20年后，网络文学环境已
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IP
概念的提出，让网络文学一夜之间身
价倍增。蔡智恒敏锐地关注着这一
切，“网络作品有利润应该是好事，但
是如果太红火，就不知道对不对，因
为太火的话跟风的作品会很多。”当
然，蔡智恒也觉得如果写《第一次的
亲密接触》时也想着市场，那这部作
品肯定不是那个样子。

可能也正是对网络的纷扰保持
警惕，在很多人从线下涌到线上的时
候，蔡智恒却反其道而行之，从线上回
到了线下。蔡智恒还是热爱文学创
作，他追求还是那样一些纯粹的文学。

美影厂经典动画电影《天书奇谭》在MISA重生

电影交响音乐有了“中国声音”
■文化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