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13 日，第 53 届格莱美

音乐奖在美国揭晓，一位中国

姑娘拿了两项奖。观国内媒体

报道，没有一味热捧，感觉甚至

有些冷清。问了一些音乐人和

普通朋友“您关注格莱美吗”，

90%的回答是否定。是啊，别人

拿了格莱美奖，某某数次问鼎格

莱美，可这与我何干？以前，常

有人提出“中国音乐冲击格莱美

奖”的口号，现在，人们似乎明白

了，格莱美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

的全球性奖项，它关注的对象更

多的还是美国本土

音乐。中国人拿一

个格莱美奖并不能

改变中国音乐在世

界音乐格局中的地

位，也很难说是否会

对中国音乐今后的

发展起到什么实质

性的作用。

格莱美就像一

面镜子，映照出国人

随着时代的前行对

于外国音乐奖项持

有的态度变化。格

莱 美 奖 始 于 1957

年，国内自上世纪70

年代开始逐步接触，

1999 年，格莱美成

为中国文化领域的

火爆话题。2001年

后，格莱美在国内受

关注的程度每况愈

下，现在若不是关注

欧美流行音乐的人，

几乎对格莱美一无

所知。究其原因，主

要有两个：从 80 年

代初到90年代末，格

莱美主要呈现了当

时在全世界都非常

领先的音乐类型以

及全球知名的歌星

或乐队，2001年后，

格莱美更多侧重推

出美国流行的说唱

之类的音乐。这些

音乐表达形式对于

美国之外的受众来

说从认知到接受都

有困难，很难再像十几年前杰克

逊、麦当娜、U2乐队获奖时那样

让全球振奋。可以说，格莱美的

全球影响力已经没有当初那么

大了，它所包含的音乐内容和元

素，令它日益美国本土化。另一个

原因则与中国流行音乐以及流行

文化的发展变化有关。数十年时

间，中国人从较为封闭、无法得

到新鲜流行音乐资讯和产品的

时代，走到了与欧美几乎同步的

今天。原来的格莱美在中国人

看来是一个风向标，告诉大家可

以去听什么，什么才是流行的。

现在，所有获得格莱美提名的

歌曲都能通过网络等各种媒介

听到，中国的音乐爱好者不再只

是纯粹的接受者，而是逐渐形成

了自己的判断和爱好，甚至可以

对颁奖结果进行预测与分析。

再加上这么多年来，中国人冲击

格莱美的愿望持续落空，关注程

度自然降了下来。这一次，格莱

美终于给了中国歌唱家一个露

脸的机会，然而这位姑娘却并

非国人熟悉的面孔，无怪许多

人认为格莱美只不过是在吸引

眼球。

尽管格莱美在中国大势已

去，但它仍然能给予我们很大

的启示。从音乐排行榜、颁奖

典礼的专业化程度来说，格莱

美也是一面镜子，照出中国音

乐排行榜、音乐奖的不专业和

怎么也挤不干的水分。有人

说，中国不缺音乐奖，缺的是杰

出的音乐。在笔者看来，两者

都缺。以前，也有一些中国的

音乐奖项宣称要打造“中国格

莱美”，最终不了了之。相比

格莱美，国内众多

音 乐 颁 奖 大 多 还

只 能 算 是 人 气 秀

场，人情味很浓，

对 音 乐 本 身 的 关

注 却 很 少 。 自

1987 年第一个流

行 音 乐 排 行 榜 在

广东诞生，国内的

颁 奖 典 礼 至 今 仍

无 法 明 确 区 分 专

业 颁 奖 礼 和 商 业

颁 奖 礼 。 专 业 颁

奖 礼 力 求 在 程 序

上客观公正，能够

总结出歌坛成绩、

鼓励优秀作品；而

商 业 颁 奖 礼 也 应

该 有 一 定 的 规 则

以 及 做 一 场 赏 心

悦 目 之 秀 的 诚

意。目前，国内大

部 分 音 乐 颁 奖 由

业内媒体主办，本

身 就 跟 唱 片 公 司

有 着 一 定 利 益 关

系，自然很难摆脱

各种“猫腻”，导致

歌 迷 对 音 乐 评 奖

产 生 厌 倦 情 绪 。

相形之下，格莱美

1 个 综 合 类 加 31

个 领 域 的 上 百 个

奖 项 显 得 十 分 专

业、相对公正，这

些 奖 项 几 乎 囊 括

了一切音乐类型，

而 且 在 大 类 下 还

有 更 加 细 化 的 项

目，以拉丁为例，就细分为拉

丁流行、拉丁摇滚、墨西哥风

格/墨 西 哥 — 美 国 风 格、热 带

拉丁、德克萨斯、墨西哥北方

音乐、墨西哥舞蹈音乐等若干

小类。如果把格莱美的所有

奖项做成一张表格，将中国名

目众多的音乐排行榜所涉及

到的音乐分类与之对应，能不

能把空格填满还是问题。格莱

美每次发布的提名名单，电脑

滚屏能滚到人手酸，这不能不

令人深表敬意。

举办了50多届的格莱美已

过中年，或许其奖项的具体获奖

者已经难以得到国人的普遍认

可，但其评奖机制、运作模式仍有

很多值得借鉴之处。我们当然

也可以说，格莱美是西方发达

的音乐分类传统所造就的，但

实际上它更是西方音乐产业缜

密、成熟的体现。别忘了，除了

格莱美，美国表演艺术界的另

外3个大奖奥斯卡、托尼奖、艾美

奖同样专业得令人难以置信。

毕竟，有详细规则的游戏才能

玩得久。

纵观韩国近年来演艺市场

的走向，不难看出韩国艺人推

广 大 有 “ 以 人 数 取 胜 ”的 意

图。拿韩国著名娱乐公司、韩

国流行音乐组合“始祖”HOT 的

老东家SM娱乐公司来说，从5人

男子组合“东方神起”，到9人女

子组合“少女时代”，再到13人超

大组合Super Junior，

不但主推组合，组合

成员的人数更是一个

比一个多。另外两家

韩国娱乐公司最近推

出 的 20star、Double

B 21则登峰造极，成

员人数分别多达 20

人、21人。

如此庞大的队伍

令人眼花缭乱、应接

不暇，让人不禁想问，

“造星”产业颇为发达

的韩国演艺界出的究

竟是什么牌？

在资讯时代，传

统的单个艺人培养模

式已相当于“孤注一

掷”的赌博，如果该艺

人久捧不红，经纪公

司难免亏损。推出组

合的风险系数显然要

小得多。组合的面孔

越多，对粉丝的“打击

面”就越广。不少人

是因为喜欢某个组合

的一个成员开始关注

整个队伍，通过观看

演唱会和影视节目，

进而喜欢上了其他成

员。也有一些爱恨分

明的粉丝，只是单纯

喜欢某一个艺人，对

其他成员不闻不问，

甚至嗤之以鼻。但这

基本上不构成威胁，

因为只要你想欣赏该艺人的表

演，就得为整个组合的作品埋

单。粉丝们的这种心态，促使经

纪公司挑选更多的性格特点不

同的成员组成组合，令其一同

出道。尤其是在拓展海外市场

时，这种策略往往能够赢得奇

效——很多时候，一个组合的成

员可能包含韩国裔的美国人、中

国人、泰国人，以SM娱乐公司的F

（x）组合为例，5人组合中包括了

中国人、美籍华人、在美国长大的

韩国人和韩国本土成员。复杂

的出身背景在拓展海外市场时

发挥了很大作用，同时也促使韩

国组合不断扩容。

通吃各个演艺行当，也是经

纪公司推出多人组合的重要原

因。比起之前的纯歌唱组合或

者乐队组合，现在的韩国组合成

员的特长越来越多样化。以目

前在中日韩三国都拥有较高人

气的女子组合“少女时代”为

例，成员允儿专攻演技、孝渊擅

长舞蹈、徐贤拍广告有一手、秀

英是平面模特，她们在演唱方面

的实力并不突出，但有泰妍、

Sunny等实力唱将在场，这个组

合自然在演唱方面也能分一杯

羹。多元化令“少女

时代”能够在多个场

合露脸，在粉丝心目

中塑造了“无所不能”

的形象，这无疑令公

司对多人组合的运作

方式更加认可。

此外，多人组合

受到青睐的另一个现

实因素是艺人小龄

化。韩国艺人一般从

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

受演艺培训，被称作

练习生。幸运者在培

训一两年后便可获得

出道机会，但也有人

“练习”了六七年也没

有盼到出头之日。许

多组合的成员曾透露

这种坐“冷板凳”的苦

闷，眼看着伙伴一个

个走上舞台，越来越

多的新人加入“练习生

大军”，不禁感叹自己

已经老去、“星途”渺

茫。同时，练习生们在

公司接受多年培训又

没有合适的机会出

道，对公司来说也是

一种资源浪费。于

是，以大型组合为契

机，打包推出“板凳

队员”，提高“造星”

的成功率，相对降低

培养成本，也是韩国

组合人数不断增加

的原因。

那么，组合成员人数的增

加能否力挽韩流近年来的颓

势？笔者以为，“以人数取胜”

的策略或许获得了一些成功，但

也暴露出韩国演艺界从创意到

质量的苍白，并导致了一系列问

题的出现：由于人数过多，许多组

合出道后即面临拆分；歌迷分布

不均常导致成员内部失和；成员

发展方向的不同，容易导致档期

无法协调的混乱状态；收入分配

不均、人均收入过低成为多个组

合快速消亡的致命原因……这

种批量式的“造星”方式虽说能够

吸引一些粉丝的注意，却再也没

有打造出一个令人长期关注的

精品组合。在演艺行业，1+1可

能大于2，也可能小于2。

一夜之间，在日本曾受到万

众尊崇的国技相扑惨遭众人唾

弃。日本相扑界的“八百长”假赛

丑闻闹得沸沸扬扬，导致今春大

相扑赛季停赛——正式赛季因丑

闻停赛，这是日本大相扑有史以

来的第一次。同时，今年预定在

日本全国 30个地方进行的相扑巡

回表演赛也被迫取消，令400多年

来风雨无阻的全国巡演传统蒙羞。

日本相扑协会理事长放驹辉明携协

会高管含泪道歉的镜头在日本各大

电视台反复播出，引人嗟叹。

日本有这样一个典故：人们原

本把商品丰富的蔬菜水果店称作

“八百物屋”，简称“八百屋”。明治

时代，一家八百屋的老板长兵卫与

相扑长者伊势海五太夫是围棋好

友，长兵卫在棋艺上略胜一筹，但出

于生意上的考虑，他在对弈时故意

输给伊势海以博其欢心。由此，故

意输给对方的行为在相扑界被喻为

“八百长”，并延伸为竞技界假赛的

代名词。

对于日本的其他赛事如赛马

来说，“八百长”是犯法的，但是偏偏

在相扑比赛中，并没有不许“八百

长”的规定。实际上，“八百长”现象

在日本相扑界并不是一个秘密，而

且以前也并没有被当做什么丑闻。

有人开玩笑说，为了表示对神明的

尊敬，“八百长”是非常必要的。因

为摔跤、相扑在古时是神祇祭祀活

动的一部分，是对神的奉纳。最初

的相扑奉纳就是一个力士在台上摆

样子。因为其对手是“神”，势必要

装出输掉的样子才行。即使发展到

后来的竞技比赛，某些“八百长”现

象也是被日本人所接受的。相扑

比赛不设体重级别限制，一个体

形矮小的选手往往要挑战体重是

自己数倍的对手。相扑共有 10

个等级，差一级，待遇就是天壤之

别。一场胜负可能会关系到力士

的级别，对手如果输了，就要遭到

降级，动了恻隐之心的力士往往

会放对手一马。对于这样的“八百

长”，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不过，现

在的力士之间的“八百长”却已走了

样，他们所做的勾当是赤裸裸的金

钱交易。按照目前披露的信息看，

相扑界有明码实价的“八百长”价格

表：输给上级，可获80万日元，而下

级之间一般为20万日元。

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

《周刊现代》早在1997年就曾登载

有关人士的证言，揭露相扑以金钱

交易为目的的假赛，结果被日本相

扑协会以“损害相扑圣洁名誉”为由

告上法庭，最后《周刊现代》因缺乏

确凿证据而败诉。近年来，由于相

扑选手打人、吸毒、赌博事件频发，

其“圣洁名誉”早已千疮百孔。更加

让日本国民痛心的是，日本警方正

是在对去年发生的相扑选手参与棒

球赛赌球事件的调查当中，意外地

获取了假赛的确凿证据，这无疑成

了摧毁日本国民信任的最后一根稻

草。日本国民彻底愤怒了，他们斥

责相扑假赛让国技堕落为“国耻”。

笔者以为，在相扑沉沦的背后，

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值得警惕。传

统文化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在

经历大风大浪后积淀下来的某种精

神，往往是其能够绵延不绝的根

基。相扑之所以历经千年而不衰，不

仅是因为它是一项有趣、刺激的竞技体

育项目，还因为其精神所强调的光明

磊落的品格。当相扑选手为金钱而

作假时，相扑依托的精神根基便荡然

无存。在以经济利益为先的环境

里，如何保障传统不变味，这对世

界上任何一种文化、艺术、体育项

目来说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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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拒绝“非正常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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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会议有望告别浮夸浪费？
焦 波

热点评说

60 多年前，美国五星上将艾森

豪威尔说，在战争期间，对文化象征

给予尊重和保护，是“每个指挥官的

职责所在”。今天，这一职责还有它

存在的意义。最近，武装冲突、动乱

在数国不断发生，而这些事件大多

与文化遗产有了不小的联系。

先是埃及发生动乱，之前曾传

出位于埃及首都开罗的国家博物馆

有珍贵文物在示威浪潮中失窃。2

月 13 日，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主席

哈瓦斯证实，至少18件珍藏文物被

暴徒抢去，其中包括两尊图坦卡蒙的

珍贵雕像，另有大约70件文物受损。

然后是柬泰边境交火，该地区

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柏威夏寺遗址

的部分建筑遭到损坏。泰国要求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柏威夏寺从世遗

名录中删除，柬埔寨强烈反对。2

月 14 日，两国在该地区再次交火，

并动用了大炮等重武器，这座建于

公元10世纪中叶至12世纪初的寺

庙的命运未为可知。

埃及文物与柏威夏寺的遭遇令

人扼腕。有人说，文物、历史建筑等

文化遗产在战争、冲突中遭到破坏

在所难免，在人的生存权都难以得

到保障的情况下，这些“身外之物”

的损毁属于“正常损失”。实际上，

比起自然侵蚀、旅游开发给文化遗

产带来的伤害，这种粗暴的摧毁是

最不能容忍和最不该出现的破坏，

从人类文明的角度看，属于绝对的

“非正常损失”。

自2002 年以来，在哈瓦斯及其

部下强硬、有效的工作下，埃及海外

流失文物追回捷报频传，3 万多件

文物的成绩堪称斐然。然而，不可

忽视的是，在埃及与世界多国的知

名博物馆大动干戈、斡旋斗智的同

时，大量负面声音也在国际社会上

出现。在英国、法国等国，持有不应

返还文物意见者不在少数。这些居

心叵测的人大多以埃及的博物馆硬

件环境太差，无法保证文物安全为

借口。这一次埃及国家博物馆的失

窃，更给了这些人一个十分糟糕的

“把柄”，令他们觉得自己的看法有

理有据。尽管哈瓦斯声明国家已派

出警察缉拿盗贼，顶级文物修复师

正在对70余件文物进行抢救，军队

彻夜守护国家博物馆，埃及青年自

发组成 5 层人墙加以守卫，但这些

无疑都是亡羊补牢之举，相对应的

则是危机应对机制的缺位。结果，

类似声音再次出现：“把文物交给埃

及真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让人如

何相信它能很好地保存文物？这场

动乱真是一场浩劫，我们不该相信

埃及人。”“他们把文物锁在小黑屋

里，现在又被人偷走了，人们将再也

无法目睹它们的光芒。”就在前不久

的 1月24日，哈瓦斯向德国柏林新

博物馆发文，要求归还被称为古埃

及“最美丽王后”的纳芙尔蒂蒂彩色

石雕像，被德方拒绝。此次国家博

物馆文物遭窃，无疑给雕像的索回

增添了新的难度。

对于柬埔寨、泰国来说，柏威夏

寺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战

事记录已有多年历史。观诸多媒体

报道，许多将此次武装冲突视为“一

座寺庙引发的血案”。实际上，争抢

世界文化遗产只是一个借口，双方

的争议集中在 4.6 平方公里的寺庙

“前院”的归属权，而非寺庙本身。

柏威夏寺的累累弹痕不容辩驳地说

明，所谓“因重视文化遗产所有权而

开火”的说法根本不足为信，柏威夏

寺不过充当着炮灰的角色，背后关

键还是两国之间的互不信任与政治、

军事、领土纷争。在世人眼前，两国

的战火再次践踏了文化遗产的尊严，

令人们在心中给两国的遗产保护能

力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柬泰两国

的国际形象也因之一落千丈。

这些国家的文化遗产所遭遇的

“非正常损失”为人们带来启示。对

于不少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文化遗

产的保护意识本来就相对不足、投

入的资金与人力相对薄弱，与发达

国家相比存在相当差距。在这种情

况下，有关方面应尽一切力量避免

文化遗产在突发事件中受到损害，

并建立起国与国之间有关文化遗产

保护的长效的合作机制，避免因文

化遗产的“非正常损失”而招致不利

言论；同时，其他国家也不应冷眼旁

观，而要发出呼声，以集体努力来保

护遗产的安全，阻止其成为冲突、战

争的牺牲品或是工具；专家培训和

公众教育的开展也显得十分必要，

倘若文化遗产的命运引起更多人的

关注，结果可能大不相同。

颇值一提的是，去年 11 月 30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刚刚确认了

首批在武装冲突中应“重点保护”的

世界文化遗产，要求各方不得以“紧

急军事需要”为由，征用它们或将其

作为进攻目标。这正是要在不干涉

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尽最大能力保证

文化遗产的安全。人们期待与之有关

的国际法尽快细化，并确立绝对法律责

任，将各种“非正常损失”降至最低。

财政部、外交部近日联合发

出通知，规范管理在华举办的国

际会议。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全

面控制国际会议规模和总量；不

得擅自对外承诺提供任何免费服

务；不得举办或承办无实质内容

的国际会议；不得攀比会议代表

规格；不发会议纪念品，不组织公

款游览、参观等。

有关新闻在国内引发了评论

热潮。本报特摘编部分言论，以

飨读者。

临风：有人宁愿自己平时吃

粥，来了客人也要割两斤肉款待。

只是，这样宁肯自己吃糠也不亏待

客人的处世方式，在国际交往中却

未必能得到多少益处。举办国际会

议，可以热情，展示咱们的友好。但

那不在于是否免费，也不在于是否

高消费，而在于会议内容如何与

对人是否尊重。

时光机：不要以为开了个国

际会议就能为自己贴金。一些地

方或企业哪怕是有钱，也该花对

地方。要开国际会议，请该按国

际惯例办事！

路人丙：这个规定还有些笼

统，如果有更严格、更具操作性的

细节规定就更好了。希望尽快推

出细则，卡住外流的肥水。

Htd001：中国人喜欢通过开

会展示财力，这是很有名的。很

多人喜欢到中国开会，很风光，还

能收到礼品。

Flamon：开会不是中国人的

专利。美国也有铺张浪费的会

议，但“国际会议”比较少，那与政

府形象有密切关系。

王海川：不少真正专注于国

际交流的外国专家学者和友人，

对国人的所谓“好客”之道颇感不

适。一些发达国家在公款使用开

支问题上近乎斤斤计较。曾有新

闻披露，一些人走出国门参加国

际会议时颇不习惯，既因为会议

内容安排过于紧凑，没有游山玩

水之机，更因大多国际会议实行

的是 AA 制，费用自理。这何尝不

是国际会议的国际惯例。

时过境迁，如果说过去我们

更希望通过在华召开国际会议的

方式，向世界敞开改革开放的大

门，那么今天，我们国际交流的重

点则是适应并改造国际规则。强

化在华国际会议的管理，实现与

国际惯例接轨并不丢人。

唐卫毅：在华国际会议泛滥

的源头在哪里？我想，关键在于

国际会议背后的利益驱动。

其一，职称制度在作怪。众

所周知，但凡在国际会议上交流

过的论文，都视同于在国际学术

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一些院校和

科研部门对国际会议趋之若鹜由

此使然。其二，不科学的政绩观

使然，一方面，举办国际会议能够

提高一些地方和部门及其领导的

出镜率，提高他们的知名度；另一

方面，举办国际会议也是一些地

方招商引资的筹码。正是基于这

两个原因，国际会议才变成了人

见人爱的香饽饽。

由此看来，精简在华国际会

议成了系统工程，非改革职称制

度和政绩观不行。

毛建国：举办国际性会议，不

妨多些经济头脑。在国外，除一

些特殊的、具有国际高端性质的

国际性会议由政府来主导外，绝

大多数行业性的、研讨性的、交流

性的国际会议，都是由市场来操

办的。市场化运作的国际会议，

不仅不需要政府投一分钱，还能

够赚钱后缴税。这样一来，倒贴

式的国际会议不光开不下去，而

且也没有单位乐意开，在华国际

会议的规模和总量自然就会大

大降低。

丁刚：去年美国曾婉拒欧美

峰会的建议，理由便是“峰会频率

过高，事倍功半”；欧盟也在反思，

过去一年多频繁的欧盟各类峰会，

究竟对应对欧洲债务危机起到了

何种实效。发达国家家大业大，

讨论的还是火烧眉毛的急事，开

峰会多了，尚且要斟酌、反思，中

国当然更要重实效，弃浮夸。

选择二、三级城市来开国际

会议，已经成为新的尝试。在那

些地区开会，吃住的条件可能会

差一些。其实很多老外并不特

别看重什么五星、四星，只要将

那些普通的旅店或招待所收拾

得更干净一些，应当说还是比较

舒适的。至于开一些中小型会

议的硬件条件，那就更没有问题

了，只要临时加强一下安保，再做

一些必要的准备和布置，完全可

以承担。

柬埔寨士兵在柏威夏寺附近巡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