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吴虎生和戚冰雪
在“上海之春”开幕式
上表演双人舞 《长江
之歌》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上海之春”

既有名家，也力
推新人。东艺音

乐厅日前上演了
谭盾《武侠三部

曲》，谭盾指挥
下，小提琴演奏

家黄蒙拉、钢琴

才俊张胜量和大
提琴演奏家莫漠

（见下图），带着
他们洋溢的青春

活力，与长沙交
响乐团共同演绎

了谭盾的作品。
《武侠三部

曲》源自《卧虎藏
龙》电影音乐的成功，因而，谭盾随之把为《英雄》和

《夜宴》所做的电影配乐集纳成这一“三部曲”，由此
形成了武侠电影配乐与电影影像互相补充叙事与

抒情的音乐会呈现。在最初的合作阵列中，拉大提
琴的是马友友，拉小提琴的是帕尔曼，钢琴则由郎

朗弹奏，可谓“顶配”。但在与家乡湖南长沙交响乐
团合作之际，谭盾选择了与中青年演奏家合作，除

了小提琴家黄蒙拉、钢琴才俊张胜量之外，还有一
位更年轻的大提琴家莫漠。

莫漠演奏的大提琴协奏曲《卧虎藏龙》，是音乐
会的“重头戏”，也是“三部曲”中最广为人知的片

段。莫漠的演奏展现了表面平静、内心澎湃的戏剧
张力，抒情处情真意切、深沉内敛，紧张处刀光剑

影、拔刃张弩，欢快处又充满着青春的跳动。这是他
在多次演奏这一曲目，赢得谭盾肯定后，首次在沪

演出。莫漠是巴西裔传奇大提琴演奏家阿尔多·帕

里索特、美国新英格兰音乐学院院长劳伦斯·莱塞

以及法国大提琴

教育家菲利普·

穆勒的徒弟，其

精湛技巧，得益
于对音乐的高度

敏感，以及对音
乐呈现的极致追

求。如在《卧虎藏

龙》这部大提琴
协奏曲中，独奏

大提琴与打击乐
声部有一段华

彩，其中大提琴
需要模仿电声

吉他的音色，且
与打击乐声部

“对话”。为了达
到理想的声音效果与乐句张力，莫漠曾先后买来不

同乐器的拨片试奏，但发现这些拨片普遍短小，触
弦面积不够而导致音量偏弱，发不出电声吉他硬朗

粗粝的声音。最终，他用自己留学期间所使用的纽
约地铁卡，拨出了理想的声音效果。用一把制作于

19世纪的大提琴，发出 21世纪摇滚乐的音效，展现
出了作为新一代演奏家所具备的丰富活跃的思维和

不拘一格的演奏方式。

莫漠的两位导师帕里索特和穆勒，虽然分属于
不同学派，但在教学中对于演奏技巧，尤其是左手技

术规格的要求极高，帕里索特强调演奏中遵循左手
手指自然运动的法则，要求以最精简准确的动作，达

到对大提琴全部音域和音准的掌控。穆勒则非常强调左
手手指关节的放松和灵活状态的保持，以演奏出乐句

中细微的声音色彩和变化。莫漠融会贯通两位不同学
派大师对左手技术的不同要求，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演

奏方式和优雅细腻的演奏风格。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 尤蔚芝

谭盾《武侠三部曲》推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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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堵并举，实现长短视频“共赢”

    上海音乐学院趁着

第37届“上海之春”举办
之际，打开了校门，日前

举行“开放周”活动。通
过网络预约的爱乐人，

不仅可以在网上进入上

音“课堂”，还能通过网络预
约，到淮海中路上的东方乐

器博物馆、汾阳路上的上音
歌剧院等地参加讲座、聆听

音乐会，尤其欢迎中小学生
……与此同时，由上海音乐

学院院长廖昌永倡导成立的

长三角区域音乐教育与艺术
产业发展联盟，携手5所高校

同行举行一台音乐会，展现
沪苏浙皖音乐高校在音乐艺

术发展一体化上的无限可
能。上海音乐厅外的城市草

坪音乐广场，也成为乐声飘
扬、老少同乐的好去处……

从校内到校外，从上海
一个城市到长三角各地，从

专业舞台到城市广场，从线
下到网上，“上海之春”并不

仅限于专业院团的实力比
拼、全国最高水准乐器演奏

的师生聚会，还成为实现文
教结合的艺术舞台、践行长

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文艺
平台、市民百姓欢聚在音乐

舞蹈海洋的看台……
今年“上海之春”开幕式

首创7小时现场直播“主题音
乐日”的方式，颠覆了以往数

十年来一台音乐会启幕的
“传统”，这就意味着“上海之

春”打开了更大的门，欢迎更

多的人。在节目的具体构成
上，多为圈内与圈外、上海与

各地、名家与新人的组合。
重头戏《长征组歌》，是

“新时代版”，也是五四青年
节之际，汇聚上海音乐学院、

复旦大学和上海交大三所名
校青年学子，在上音歌剧院

共同演绎的版本。融合了九州大地各
地区的民间音乐，所以丰富多样的打

击乐，也让年轻人大开眼界。交大理工
男对《长征组歌》的音乐性和主题性，也

兴致盎然。打击乐，是最简便的入门乐
器，这一作品的主题意义，则是很好的

思政课内容。所以，3所大学的学生，一
方面自发查阅党史、革命史，一方面互

相学习、互相促进，在音乐里感受自己
澎湃激荡的心路以及当年先辈如何披

荆斩棘拓展新路。上海音乐学院合唱团
70人、上海音乐学院交响乐团98人、复

旦大学学生合唱团38人、上海交通大
学交响乐团25人，200多位青年人的

心，同频共振。
文教结合还体现在“筝乐和

鸣———古筝重奏音乐会”上。古筝，已

经跃升为孩子们自二胡之后首选的民

族乐器。上海音协古筝

专业委员会、上音民乐
系、上师大音乐学院和

上海戏剧学院相关专
业的民乐学生，成为舞

台上的焦点。这台音乐

会以公益送票的方式，让尽

可能多的“筝童”进入音乐
厅、感受进步的旋律。据悉，

上海大中小学已经形成古筝
教学的“梯队”，学生可以兼

顾学业与拨弦。
长三角区域音乐教育与

艺术产业发展联盟，则是在

文教结合的基础上，形成上
音与南京艺术学院、浙江音

乐学院、温州大学音乐学院、
安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5所

高校携手，加上音乐家协会、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

之春国际音乐节在内的16家
单位，共同形成的联盟。长三

角41个城市，已经形成中国
乃至世界最大的城市群。城

市文化的发展，是未来中国
文化发展的新高地。此间，以

江南文化为底色、海派文化
为特色、红色文化为亮色的

“上海文化”将如何在融入长
三角之际，既同步发展又凸显

特色？这是上音从音乐角度发
起的一次兄弟城市间的探讨

与实践。一场同主题音乐会，
已经递交了一份答案。将来，

长三角音乐汇暨演艺节目交
易会、长三角歌剧节暨国际

城市群音乐发展国际论坛、
忆江南戏曲及非遗系列专题

片、一带一路民族器乐大赛等

等，都将把“上海之春”的春
意，延伸到长三角的四季。

在日前举行的“锦绣中
华”竹笛艺术节开幕晚会上，

出生在苏州的上海笛子名家
张维良表示，竹笛其实是最

纯粹的江南乐器。这位因改
编古曲《梅花三弄》而广为人知的“中

国笛王”表示，与二胡、扬琴、唢呐———
这些从丝绸之路流转到华夏的“民族

乐器”不同，笛子是从江南水乡和大地
上“生长”出来的真正的“民族乐器”。

作为江南丝竹的重要组成部分，竹笛
牵动了大江南北各路名家的情感。笛子

名曲《姑苏行》作曲江先渭，其实是山东

人……当负责“导聆”的上海大学音乐
学院院长王勇如此道来时，观众席里
传来观众不约而

同的“喔……”音

乐，历来是全人
类的共同财富；

“上海之春”，打
开的正是进入

共同财富的大
门。

◆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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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针对当前比较突出的“XX分钟看电影”

等短视频侵权盗版问题，国家电影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配合国家版权局继续加大对短视频侵犯电影

版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坚决整治短视频平台及自媒
体、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未经授权复制、剪辑、传播

他人电影作品的侵权行为。
此前，针对短视频领域的侵权行为，视频平台、

影视公司，连同知名导演、编剧和演员，已连发两次

声明和倡议。
那么，短视频侵权真的能刹住车吗？行业又该如

何在规范合法的前提下健康地发展？
今年 6月 1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

权法》将生效，进一步提升和完善对影视作品的保护
力度，并将法定赔偿额上限由 50万元提高到 500万

元，在这一背景下，影视单位维权有了更多的底气。
把倡议书放在更长的时间轴上来看，爱奇艺、腾

讯视频、优酷等，从盗版时代一路走来，近十年来投
入巨大的版权采购及内容制作成本，承担巨大的营

收压力。而部分短视频平台和自媒体则依靠大量零
成本搬运、甚至曝光 VIP提前看、超前点播、结局等

重要付费剧情轻松获取丰厚经济利益，这是对版权
的伤害，也是对行业长期发展的极大伤害。不止如

此，随着分账模式的出现，剧方的收益极大程度上与
平台播放量直接相关，而切条剪刀手短视频直接伤

害了剧方的权益。
与此同时，虽然国家电影局已然发声，但也有

一个不争的事实：版权方包括片方、长视频平台如
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等，都会在短视频平台通过

这些二次创作做宣发。相比于以往的图文，短视频
的内容展现形式更加直观生动，而平台用户的自发

分享、主动传播、UCG创作等机制，以及较为成熟的
变现模式，让短视频成为引爆舆论和营销推广的重

要渠道。

以《你好，李焕英》为例，来自巨量引擎的统计数
据显示，在影片上映前，抖音平台官方账号发布了

160条视频，抖音达人发布了近 1500条视频，普通

用户发布了约 2万条视频；上映后的 10天内，抖音

达人发布了 4000条视频（为映前一个月的近 3倍），
普通用户发布了近 400万条视频（是映前一月的

170倍）。这些视频总共产生了近 150亿次播放，点
赞数量达到 4亿，极大地助力了影片票房的增长，二

者走势呈现出极为高度的正相关，这也坐实了短视
频“电影票房放大器”的作用。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

与社会研究院院长方兴东说：“合理的适度的版权保

护是需要的，但开放与共享也是促进创新和社会进
步的重要力量。”

另外，从法理上来说，对于影视作品的短视频创
作，属于“合理使用”的也不能一棍子打死。《著作权

法》第二十四条有明确规定，为了介绍评价某一作品
或者说明某一问题，而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发

表的作品，属于合理使用，不构成侵权。
从维护保护创作创新文化环境，维护知识产权

权益的角度，侵权式的“搬运工”应当被抵制，然而只
是简单抵制，如联合声明或者倡议书中所要求的

“一刀切”，也是万万不可行的。尤其在现实中，还存
在维权取证难、周期长、取证成本高等诸多难点，需

要一一攻破。专家普遍认为，疏堵并举，有效地促进
影视权利人与短视频平台与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

的版权合作，合法合理地对影视作品二次编辑加
工、传播运营，共享利益，才是解决矛盾与问题的根

本之道。
“保护影视版权没毛病，但也要为二次创作留有

空间。”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常务副院长张平认
为，在法律上可以尝试扩大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的

权限，引入延展代理，也可以用版税机制，即不用事
先获得授权，但使用别人的作品后就需缴纳版税等

方式让权利人的投资得到回报。还有律师建议，可由
短视频平台出面与版权方洽谈，购买版权供用户使

用，以此创造三方共赢局面。如 2018年抖音先后与

环球音乐、华纳音乐、环球词曲、太合音乐、华纳盛
世、大石版权等多家唱片及词曲版权公司达成合作，

获得其全曲库音乐使用权供创作者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