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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撒满玫瑰花的舞台上，红裙摇曳的“卡门”和伙伴们
呼应着观众的喝彩声，一次次涌向台前谢幕。昨晚，上
音歌剧院与法国波尔多国家歌剧院联合制作的比才歌
剧《卡门》在上音歌剧院火爆上演。有资深剧迷、文艺爱
好者分享感受并主动“安利”——“没想到现在我们中国
人歌剧唱得这么好了。”“还有最后两场，不要错过！”
同样是昨天，音乐巨匠瓦格纳的曾孙女、拜罗伊特

音乐节艺术总监卡塔琳娜 ·瓦格纳亲临上海大剧院，见
证“拜罗伊特在上海”三年歌剧计划的开启。这也意味

着全球顶尖音乐节——拜罗伊特音乐节将首次进驻中
国，落地上海。自明年起连续三年，三部瓦格纳重磅歌
剧将接连来沪。
在上海，歌剧热正在逐年升温。随着世界名团轮

流造访、各色佳作轮番登台、顶尖演员争相开嗓，申城
观众的眼界和鉴赏力也在不断提升。正如上海大剧院
总经理张笑丁所言：“如今我们选剧会更注重演员阵
容、制作精良度以及作品创新性，因为若看不到新意，就
很难让观众买账。”

孙悟空骑摩托、《甄嬛传》变枪战片、《红

楼梦》成“武打戏”……这些奇怪的场景并非

异想天开，而是近期大量出现在网络上的

“  魔改视频”。这些视频为博流量，毫无边

界篡改影视作品，涉嫌构成侵权行为。  月

7日，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发布管理提示，要

求各相关省局督促辖区内短视频平台排查

清理  “魔改”影视剧的短视频。有人觉得

  魔改视频就是搞笑，无须认真对待，其实

不然，如今“一眼假”的   视频若不加以约

束管理，总有一天会酿成大祸，如今出台相

关政策“防微杜渐”，极为必要及时。

随着   技术迅猛发展，曾经极为专业

的  视频软件，如今已经“傻瓜化”，可以用

十分简单的方式来生成视频内容。在某视

频网站上，笔者找到了一些   魔改视频的

制作教材，只需输入一段描述词，再经过简

单的视频剪辑，不到 分钟时间就能将一段

影视作品片段改得面目全非。而大量类似

视频涌入互联网，其背后正是利益的推动。

例如一家自媒体，用  制作了  个“魔

改”《甄嬛传》的视频，收获了  万粉丝；某平

台上的一个“魔改”《甄嬛传》短视频，获得点

赞  .3万、转发  . 万，视频还插入了广告；

在“魔改”热度的推动下，平台上也出现了大

量如何用  “魔改”影视作品的教程；还有收

费软件可以让视频中人物实现“接吻”，于是

出现了许多类似孙悟空亲吻白骨精之类的

低俗视频，种种行为严重背离了原创者的初

始创作意图，对原作品的完整权形成侵害。

事实上，自从  技术兴起，生成内容泛

滥造成的危害，已经成了互联网一大公害。

在各大平台上，充斥着大量  生成的讯息内

容，有些已经难辨真假，无法轻易判断哪些是

人类创造，哪些是  生成。由于    的滥

用，大量低质量、由  生成的关键词堆砌的内

容被倾泻到网络上，充斥在搜索引擎的结果当

中，互联网上很大一部分内容已沦为垃圾信

息。文字、图片领域早已成为重灾区，随着  

视频技术的兴起，可信度最高的视频如今也无

法避免被  内容污染的结果。

很多人目前对于  魔改视频的认识还停

留在“搞笑好玩”上，按如今的技术发展速度，

用不了多久，这些荒诞的搞笑视频就可能会变

得无比真实，以至于让人无法分辨哪个才是现

实。目前，已经有  技术生成的虚假新闻视频

出现，形象、声音、动作都可以生成。可想而知，

如果这一技术被用于作恶，势必会对社会带来

严重的破坏，并引发混乱，其危害性远超人们

想象，结果一定会背离  技术诞生的初衷。

纵观历史，任何革命性科学技术的出现，

都需要制度建设保驾护航，以确保其不被滥

用，从而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力量。

  技术也是如此，它的重要性如今已经无须赘

述，而技术快速发展与制度法规滞后产生的矛

盾也已显现，我们必须尽早做好准备，为  技

术套上制度的缰绳，加速推动相关法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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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城观众鉴赏力不断提升

■ 气势恢宏的上音歌剧院音乐大厅（资料照片）郭新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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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戏连台 提升欣赏水平
歌剧之所以拥有跨越世纪的魅力，成为

世界舞台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因其融合了音

乐、戏剧、舞蹈、美术等多种艺术形式。每部

歌剧都如同一场小型的艺术展，从剧情创作

到舞美布景，从音乐编曲到服饰妆容，多元化

艺术呈现方式带来全方位艺术享受，但同时

也对观众鉴赏力提出较高要求。

上海，作为全国演艺风向标，不仅因其总

能同步世界舞台，引入最新最潮的剧目，更因

这里有见多识广、慧眼独具的观众。歌剧热的

背后，说到底，是观众艺术鉴赏水平的提高。

从看热闹到识门道，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高水平的观众、稳定的受众群体，孕育了

良性的市场，这也让本地剧院在引进剧目时有

了更多的主导权。2016年，马林斯基剧院带来

了歌剧《黑桃皇后》；2018年，莫斯科大剧院献

演了最正统俄罗斯歌剧——作曲家里姆斯

基 ·柯萨科夫的《沙皇的新娘》；去年中国上海

国际艺术节上，俄罗斯指挥家瓦莱里 ·捷杰耶

夫率马林斯基剧院携全新制作的四联剧《尼

伯龙根的指环》亮相，无一部不卖座。张笑丁

说：“我们会根据观众审美要求的变化来选择剧

目，即便是名团也要亮出最具特色的招牌。”

明年，上海大剧院联合上海歌剧院、拜

罗伊特音乐节，将带来三年歌剧计划中的

首部——《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瓦格纳歌

剧是出了名的难演、难唱、难指挥，在世界上，

能唱、能演瓦格纳的顶尖艺术家屈指可数。

这一计划不仅能让沪上观众有机会在家门口

感受世界最顶尖音乐节的魅力，也将推动上

海全球演艺资源配置能力的再升级，提升城

市在全球演艺体系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打造原创 收获观众掌声
歌剧在上海的蓬勃发展，不仅是城市艺

术底蕴的缩影，也表明歌剧艺术在上海这座

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中能够找到新的受众和表

达方式。融贯中西，独特的海派文化让本地

受众对包括歌剧在内的西方艺术形式有了更

为广泛的接纳度，这里不仅有能欣赏原汁原

味的意大利歌剧的观众，也有能讲述创作中

国故事的原创歌剧。

上海歌剧院打造的原创歌剧《晨钟》、上

海音乐学院推出的原创歌剧《康定情歌》都有

着不俗的市场反响。正在热演的中法联合制

作的上音版歌剧《卡门》就是以上音青年歌剧

团为主演班底，董芳饰演的卡门、张龙饰演的

唐何塞都收获了观众的掌声。“坚持和国际优

秀音乐家、歌剧制作团队合作，是为了培养出

更多歌剧制作人才、演唱人才、指挥人才以及

导演人才。”上音院长廖昌永表示，歌剧作为

一个综合艺术，需要全方位了解和掌握，“以

演带学能给我们的学生和青年教师提供更多

艺术实践机会，通过一部歌剧的创排，他们能

熟悉并掌握更多的专业知识。”

台上台下 艺术融入生活
助推上海歌剧发展的不仅有国有院团、

剧院和院校，还有活跃于社会各领域的歌剧

爱好者。毕业于白俄罗斯国立音乐学院声乐

歌剧系的张应征和朋友开了歌剧工作室。

如今，他不但从事歌剧创制工作，还在上海

老年大学、上海退休职工大学等学校带班教

学。他有近800名学生，平均年龄60岁，他们

从歌剧鉴赏入门，学意大利语和演唱技巧，

每周风雨无阻来上课，用行动证明“热爱，不

分年龄”。

此外，全年龄段的歌剧普及也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如今上海的许多学校和艺

术机构开设了音乐课程，尤其是声乐和戏剧

表演，让孩子从小就有机会接触歌剧，感受

歌剧的魅力。早期的艺术熏陶培育了一代

年轻观众，让他们对歌剧有了更高的欣赏能

力和深厚的感情。

歌剧节和各类歌剧活动的举办，也降低

了普通市民踏入高雅艺术的门槛。今年3月，

上音歌剧院与意大利科莫歌剧院联合制作歌

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排练期间在剧院大

厅打开大门举行“快闪”，廖昌永《快给大忙人

让路》的欢快歌声让行人纷纷驻足。今年的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歌剧《费加罗的婚

礼》在新天地露天连廊“开唱”，站在对面屋檐

下喝咖啡的市民刘轶难掩“偶遇”的惊喜，激

动道：“虽然一直想看歌剧，但还真没进过剧

院观看，没想到就这样华丽丽地‘撞’上了。”

在上海，歌剧就这样一点点地融入生活。

修建中的上海大歌剧院计划明年竣工，

上海又一座艺术地标即将崛起。歌剧也将以

更创新的理念、更多元的面貌、更贴近生活的

吟唱，“声”入人心。 本报记者 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