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ail：zgwhb902@126.com 电话：010-64294083
10

2011年8月25日 星期四本版责编 鲁 娜 文化观察

“迷笛”变“草莓”

十月镇江音乐节陷入“罗生门”
本报记者 李 琤

今年 6 月，河北省石家庄电

视台第三频道《情感密码》栏目

播出一期《我给儿子当孙子》的

节目，片中的不孝子许峰的言

行，激怒了很多观众，在节目播

出后，根据节目提供的蛛丝马

迹，人们开始对许峰展开了人肉

搜索。正当寻找毫无进展之际，

许峰却主动找到了

媒体，爆出《我给儿

子当孙子》只是一

家传媒公司花钱雇

临时演员演的一场

戏而已。（8 月 16 日

《中国青年报》）

“ 作 为 能 够 发

掘真相、揭露现实的

媒体，一旦失去了真

实性，会有多么可

怕。为了收视率，造

假是必须的吗？”网

友的反问代表公众

心声，但是，这改变

不了在“收视率为

王”的事实面前，电

视节目的底线越来

越低的尴尬。为增

加收视率而雇人演

戏 骗 观 众 的 节 目

《我给儿子当孙子》

给我们提供了最新

的例子，让我们再

一 次 看 到 了 电 视

节 目 在 娱 乐 化 的

追逐面前，底线一

降再降的弊病。

面 对 质 疑，有

关方面竟然理直气

壮 地 拿 出 了 所 谓

“行规”的说法，一

丁点儿的反思意识

和责任担当都难以

管窥，着实让人无

语。“《情感密码》是

情感类节目，不是

新闻类节目。如果

当 事 人 不 愿 意 出

演，是允许找演员

扮演的。这在业内

是通行的做法。”此

辩解是赤裸裸对收视率追求赤

裸裸的写照，更是其撇清自身

责任的心态折射。

可怕的是，类似《我给儿子

当孙子》的这种现象在情感类

节目中并不是头一回出现。客

观地说，只要在统计学上严格

执行，作为一种测量工具，收视

率本身是中性的，并无好坏之

分，关键在于使用者如何利用

这种工具。之所以出现“唯收

视率”的怪象，则与人们习惯性

地认为高收视率就意味着丰厚

的商业效益，笼统地以收视率

的高低来评判电视节目的好坏

有关。在“唯收视率论”之下，

电 视 节 目 庸 俗 化 愈 演 愈 烈 ，

《我 给 儿 子 当 孙 子》就 是 明

证。一些制作人本着“娱乐带

来收视率，收视率带来广告，

广告带来利润”的理念，把节

目 带 入“ 娱 乐 至

上 、娱 乐 至 死 ”的

怪圈，过分强调和

突 出 节 目 的 情 感

刺激和游戏功能，

忽 视 了 电 视 节 目

作 为 大 众 文 化 的

审美和教育功能。

一 个 节 目 的

好坏，不仅要看观

众的关注度，更要

看 观 众 的 美 誉

度 。 收 视 率 只 能

说 明 某 一 时 段 看

这一节目的人多，

即关注度高，不能

反 映 出 观 众 对 节

目 的 满 意 度 有 多

高 。 在 盲 目 信 奉

收视率、唯收视率

独 尊 的 现 象 愈 演

愈烈的今天，直面

“ 收 视 率 有 多 高 ，

底线就有多低”的

困 境 已 经 成 为 一

种必然。

涵化理论的创

建人、美国宾州大

学教授葛伯纳认为，

电视是一种文化武

器，电视内容可以构

建受众的世界观。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

们既不能试图完全

把电视节目变成一

个 神 圣 的 教 化 场

所，更不能把电视

节目完全弄成一个

游乐场。道理很简

单，虽然媒介的竞

争导致部分媒体拼

命 吸 引 公 众 的 眼

球，但是，媒介产业不同于其他

产业，除了经济利益的考量外，

还要有社会效益的标准。

收视率的提升不能以底线

的降低为前提，否则就是娱乐

至死。仅仅陶醉于可能的收视

率成功，很可能陷入陷阱之中，

短 期 利 益 遮 蔽 了 长 远 发 展 考

虑，把自身放在了背离公众的

立场上，无异于一个人慢性中毒

似的，陷入了慢性死亡状态。电

视节目不能异化成为“底线降

低”的比拼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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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际音乐节：马勒唱主角儿
本报记者 蔡 萌

“敦煌杯”首届全国青少年琵琶大赛开锣

“迷笛”这个国内创办最早的

老牌音乐节今年 可 能 会 遭 遇 收

官不利。原本预计分别在北京、

上海、日照和镇江四地各办一场

的迷笛音乐节，但在完成前 3 个

城市的演出之后，“迷笛”发布消

息 称“ 十 一”长 江 迷 笛 音 乐 节 被

迫在镇江停办。

原来，8 月 17 日，镇江文广集

团携手北京摩 登 天 空 公 司 正 式

宣 布，10 月 2 日至 5 日将在镇江

举办长江草莓音乐节。8 月 22 日

下午，北京迷笛音乐学校和北京

迷笛演出有 限 公 司 联 合 举 行 媒

体 见 面 会 ，通 报 了 关 于 2011 年

长 江 迷 笛 音 乐 节 突 发 变 故 的 情

况，并对迷笛所掌握的信息进行

了详细说明。

“迷笛”为何变“草莓”？各方

的答案则让这次音乐节变脸事件

更加扑朔迷离。

镇江方面表示从未停办
需要引进更多音乐节

从 2009 年开始，长江迷笛音

乐节于国庆黄金周期间，在镇江

连续举办了两届，从镇江市世业

洲北环路通向音乐节现场的主路

被命名为“迷笛大道”，甚至有些

当地的出租车司机都会介绍“我

们镇江有迷笛”。

然而，对于将于“十一”举办的

长江草莓音乐节，镇江文广集团负

责 人 汤 文 彪 否 认“ 草 莓 ”换“ 迷

笛”的说法。他表示：“我们在与

迷笛方面的协议中从未规定每年

的 迷 笛 音 乐 节 必 须 在‘ 十 一’期

间 举 办，另 外，我 们 双 方 也 从 未

就 2011 年具体什 么 时 间 举 办 迷

笛做出过正式决定。所以我个人

认为不存在更换之说。”

汤文彪解释，草莓音乐节落

户 镇 江 的 时 间 安 排 在“ 十 一”期

间，原因有两点，一是为了在 3 年

内完成打造长江音乐创意生活平

台的战略规划，镇江不能停止脚

步，必须引进更多的音乐节；二是

作 为 草 莓 音 乐 节 在 镇 江 的 处 女

秀，镇江将其安排在“十一”期间

举办，也是希望乐迷关注到镇江

在引入迷笛音乐节之后又引入了

草莓音乐节。

之前坊间流传的草莓音乐节

之所以获得主办权，是因为其报

价比迷笛方面更低，这一说法遭

到了镇江方面的否认。摩登天空

负责人沈黎晖也表示：“所谓的低

价竞争更是不存在。”而对于之前

两届长江迷笛音乐节是否如传闻

中亏损，镇江方面没有给出明确

的答案。

不过，网络流传的迷笛方面

曾与镇江文广集团签订了十年的

合 作 框 架 协 议 的 消 息 得 到 了 证

实。“我们与迷笛确实签订了十年

的合作框架协议，包括投资与开

办音乐节两方面，我们也会确保

投资足额到位的。”镇江文广集团

新闻发言人张兵介绍，这份协议

包含两个内容：双方未来十年的

合作投资计划、在镇江开办一所

迷笛音乐学校的计划。

他表示，镇江方面并没有决

定停办“迷笛”。“我们至今都没有

接到合办方今年要停办迷笛音乐

节的正式通知。在与迷笛方面签

署的协议中，并没有指明每届音

乐节必须在什么时间举办，每届

的具体合作内容都还需经过双方

的协商才能决定。”

“违背约定先斩后奏”
迷笛方面呼吁尊重音乐节

针对镇江文广表示合作协议

中 未 有“ 必 须 于‘ 十 一 ’期 间 举

办”“2011 年 具 体 什 么 时 间 尚 待

正 式 决 定”条 款 的 说 法，迷 笛 方

面 表 示，镇 江 文 广“ 违 背 约 定 先

斩后奏”。

去年 8 月 17 日，《2010 长江迷

笛音乐节合作协议》正式签署，按

照 2010 年的工作方式和惯例，迷

笛方面一直认为，镇江文广在今

年初就应开始 2011 长江迷笛的各

项准备工作，细节沟通最迟也应

该在 7 月中旬完成。

长江迷笛负责人张帆表示：

“我们从今年年初就开始了‘十一’

音乐节的准备工作，7 月时，我们

已经为将邀请的国外乐队预付了

演出费、订了机票。这期间从未

得到镇江方面任何‘十一’期间将

不办长江迷笛音乐节的通知。到

目前为止，迷笛方面也不知道是

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变故。”

对于镇江文广方面多次谈到

“我们至今也没有做出停办 2011

长江迷笛音乐节的决定，希望迷

笛方面就合作计划和举办时间尽

快与我们协商决定”，迷笛方面提

出了质疑：根据以往的气象资料

显示，镇江 11 月初就要霜降了，在

11 月上旬就要进入初冬。镇江方

面应该很清楚 2011 年最后三个月

已没有举办音乐节的适宜时间。

如果“十一”无法如期举办长江迷

笛 音 乐 节 ，那 这 一 活 动 还 能 在

2011 年上演吗？

十年合作框架书
仅是一纸君子协议

在双方争议中，核心问题就

是双方签署的《长江迷笛音乐节

合作框架书》，是否能对这次合作

变故起到解释和约束作用。

自 2009 年首次举办“迷笛音

乐节——镇江站”活动并获得成

功后，北京迷笛与镇江就迷笛音

乐节长期合作意向又进行了多次

交流、探讨，并于2009年12月1日，

在镇江市北京产业招商会上共同

签署了《长江迷笛音乐节十年合

作框架书》。

尽管如此，张帆表示，“迷笛”

与镇江的十年合作框架书只是一

纸“君子协定”，合作框架书里没

有明确约定因违约而造成损失赔

偿的具体条款，只有每年签署的

迷笛音乐节合作协议才会涉及具

体的赔偿内容。

镇江方面称这份协议并没有

规 定 长 江 迷 笛 音 乐 节 的 举 办 日

期、规模、经费等问题，也不具有

排他性。汤文彪表示：“我们和北

京迷笛学校一直都有合作，我们

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

如果对方是因为我们今年将办草

莓音乐节就不再跟我们合作，那

我们也表示尊重和理解。如果对

方说我们违约，我们也会请律师

团来维权。我们的原则是，不打

口水仗，尊重对方，必要时澄清，

求同存异。”

对此，迷笛方面表示，迷笛官

方及工作人员从不曾对任何乐队

发出演出限制或以独家协议来制

约其参加其他的音乐节。同时，

迷笛组委会也从未正式或非正式

地要求镇江文广只接纳迷笛音乐

节一家在镇江落户而不允许或反

对其他音乐节在镇江与迷笛共同

发展。

由文化部与北京市政府主办、

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联合主办的

第 十 四 届 北 京 国 际 音 乐 节 将 在

10 月拉开帷幕。恰逢今年奥地利

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逝世 100 周

年，本届音乐节将全方位演绎马

勒的作品，届时将有中外大师级

音乐家联袂奉上 24 场以纪念马勒

为主题，涵盖交响乐、室内乐、独

奏、独唱、合唱、爵士等多种形式

的音乐会。

中国乐团奏出马勒交响

对于中国观众来说，马勒这

一名字在 10 年前还很陌生。作为

德奥音乐的代表人物之一，马勒的

作品不仅音乐结构复杂，同时深刻

地剖析了社会与人生，对社会生活

与个人思想都有着积极的思考。

今天，马勒已经成为中国交响乐界

的常演作品，演奏好马勒的作品成

为乐团水准提升的标志，听马勒也

不再是什么奢侈的事情了。

本届音乐节推出的马勒 10 部

带编号交响曲，完整反映了马勒

从 1884 年构思第一交响曲到 1910

年辍笔第十交响曲的近 30 年艺术

历程，而演绎这些作品的主要是

中国爱乐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广

州交响乐团、中国国家交响乐团、

北京交响乐团，挥棒上阵的指挥

家迪图瓦、艾森巴赫、霍内克、丹

尼尔·哈丁、郑明勋等也都是大名

鼎鼎的大师。

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余

隆表示，这将是音乐节历史上一

次最完整的中国交响乐团的实力

展示。“马勒的交响曲一直是指挥

家和乐团乐于攀登的高峰，此次

是各大乐团积累的实力和经验的

全面展示，更是中国乐团取得长

足进步和喜人发展的一个节点。

通过与世界级指挥家的合作，既

能进一步提升中国乐团的演奏素

养，也能向世界级大师展现中国

乐团的演奏水平。”

两部《大地之歌》对话

虽然很多中国观众对于马勒

的交响乐作品已经耳熟能详，国

内对于这位交响乐巨人更是有过

很多版本的演绎，但马勒的声乐

作品和室内乐作品，中国观众却

很少有机会听到。为此，本届北

京国际音乐节将邀请国际知名歌

唱家演绎马勒的声乐作品，包括

《大地之歌》、《旅行者之歌》、《青

春岁月之歌》、《吕克特之歌》、《亡

儿之歌》、《少年魔号》，让国内观

众能够更深入地了解马勒。

这些作品中，对中国影响最

大的无疑是《大地之歌》。这部作

品是马勒受中国唐诗启发谱写出

的交响曲，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

方 古 典 音 乐 进 行 了 完 美 结 合 。

2005 年，北京国际音乐节委约国

内优秀作曲家叶小纲，以同样的

题 材 创 作 了 中 国 版 的《大 地 之

歌》。而在本届音乐节上，先锋导

演李六乙又将以舞台剧的方式实

现这两位作曲家跨越百年的时空

对话，两部《大地之歌》将在同一

晚演出，通过音乐、表演、多媒体

三维结合，建立起空间与光影、东

方与西方、传统与未来的对话。

对于这场东西方文化间的碰

撞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余隆透

露 ，中 国 的 艺 术 之 美 与 西 方 的

音 律 之 美 将 在 舞 台 上 得 到 极 致

的 体 现 ，东 西 方 观 众 都 能 从 这

场 融 合 艺 术 中 领 略 到 不 同 的 文

化魅力。“ 两部《大地之歌》之间

的对话，展现了当代音乐人对马

勒的崇敬，也展现了马勒音乐在

当 代 的 发 展 。 马 勒 是 德 奥 承 前

启后的音乐家，他的作品有着古

典音乐的坚实基础，也有着开拓

和 创 新 的 特 色 。 在 纪 念 马 勒 的

同 时，如 何 对 待 古 典 文 化 遗 产，

如 何 在 继 承 传 统 的 同 时 发 展 古

典音乐，是音乐人需要思考的问

题。”余隆说。

继续推行亲民票价

公益项目历来是北京国际音

乐节最受欢迎的部分，第十四届

北京国际音乐节首次专门面向年

轻听众的“都市系列”音乐会，特

别邀请朱宗庆打击乐团这一享有

盛名的现代打击乐团，以生动活

泼的轻松乐曲让打击乐走进大众

的生活，他们的教育理念、寓教于

乐 的 教 学 方 式，将 会 为“ 都 市 系

列”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

本届音乐节演出期间，将推

出 11 场大师课、5 场音乐会导赏和

4 场公益音乐会。其中大师课首

推“指挥风暴营”系列，迪图瓦、哈

丁、特米尔卡诺夫、里霖、水蓝及

殷巴尔等顶尖指挥联手打造超强

阵容，为马勒音乐之传承，为公益

教育之普及带来高水准的专业传

授。琉森节庆弦乐团演绎的《经

典童趣——BMF 儿童音乐会》将

吸引无数的少年儿童。而为了让

更多人能够走进音乐厅，以高端

文化去影响大众娱乐，音乐节将

继续推出 50 元至 180 元的亲民票

价，让更多的观众有机会感受到

古典音乐带来的魅力。

7 月 11 日，迷笛负责海外乐队联络的刘畅接到德国参演乐队 The Ocean 乐队中国巡演经纪人的来信，这位经纪人表示某公司的工作
人员打电话给他，让他与该公司敲定“十一”在镇江举办的另一个音乐节的合作协议，并且直接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告诉他，长江迷笛“十
一”期间不做了，而是由他们取而代之。随后刘畅又陆续收到国内一些乐队经纪人的询问，他们也接到了同样的电话。而在此之前，迷笛
方面从未收到任何来自镇江文广集团的变故讯息，哪怕是一条手机短信。

在“迷笛”紧急联系镇江并询问该变故后，7 月 15 日，镇江文广集团副总来京与长江迷笛音乐节负责人张帆见面，并当面告知已和另一
音乐节签署了正式协议。7 月 21 日，迷笛音乐节主办方发出 200 余字的公告，表示将在日照迷笛音乐节结束后举行新闻发布会，“将其中
的不公和失信细细道来”。次日，摩登天空也发表近 1500 字的声明，希望大家能理解“一个音乐节不仅仅属于某个主办方”。

本报讯 （记者隗瑞艳）8 月

18 日，由北京 市 西 城 区 文 联、西

城区教委、西城区作协共同主编

的《心动西城》一书首发式在京

举行。

该 书 汇 集 了 数 百 篇 西 城 中

小学学生创作的文章，并配有作

家的精心点评。小作者们从不

同的角度描写了令他们心动的

西城，表达了对西城的热爱，其

中既有描写西城美景的，也有记

录自己在西城学习生活的，还有

表 达 对 亲 人 朋 友 感 恩 之 情 的 。

知名作家的点评也是此书的一

大亮点，就像是大作家和小作家

的一次对话，有指点、有交流，还

有勉励。

《心动西城》一书由团结出版

社出版。西城区文联副主席、《心

动西城》执行主编黄殿琴说：“有

很多文章文笔好，情感有充沛，真

是令人惊喜。希望通过这样的方

式，为孩子们搭建一个文学创作

的平台。”

本报讯 （驻辽宁记者袁艳）

8 月 20 日，“唱响中国·唱响沈阳”

暨“ 我要上学”2011 年大型公益

演出在沈阳棋盘山国际旅游开

发区启幕。当晚，满江、屠洪纲、

王铮亮、尚雯婕、刘惜君等众多

深受年轻歌迷喜爱的知名歌手

亮相晚会现场，与现场观众分享

了加入“ 我要上学”爱心行动的

感悟。

“唱响中国——群众最喜爱

的新创作歌曲”是由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音乐

家协会、中国艺术研究院共同主

办，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的主

旋 律 优 秀 新 歌 征 集 评 选 活 动 。

“ 我要上学”是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音乐之声于 2003 年发起，关注

贫困地区儿童的教育和健康的公

益活动。

“唱响中国”和“我要上学”此

次齐聚沈阳，传唱了“唱响中国”

活动评选出的优秀获奖作品，即

将于 9 月在北京正式启动的 2011

年“我要上学”大型主题公益活动

也在晚会中拉开序幕：沈阳棋盘

山开发区现场宣布，由开发区干

部职工及驻区企业向 100 个贫困

家庭孩子捐赠 15 万元，用于孩子

们 3 年的生活补助，这也是今年

“我要上学”大型公益活动获得的

第一笔捐助。

本报讯 （记者李琤）8月22日

晚，“ 敦 煌 之 韵 ”当 代 琵 琶 名 家

音 乐 会 在 中 央 音 乐 学 院 音乐厅

举办。

本次赛事由中国民族管弦乐

学会琵琶艺术委员会主办，是近

些年来中国琵琶艺术教育界专业

和综合比赛中评委阵容最为强大

的一次赛事。400 余名来自全国

各地的琵琶选手，通过初选后来

到北京参加比赛。

据悉，“敦煌杯”民族音乐系

列赛事以二胡、琵琶、古筝为主

项，两年一届轮流举办，为选手

提供展示实力的空间，同时可以

发现有潜力的新人新秀新作，给

喜爱音乐、学习乐器的音乐学子

提供公平的比赛平台，为全国民

族音乐学习者、爱好者建立一个

艺术成长的坐标。当代琵琶名家音乐会上，担任比赛评委的众多国内知名琵琶演奏家与全国各地的琵琶学子同台献艺。《心动西城》记录孩子眼中的感动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论坛召开
本报讯 （记者鲁娜）8月23日，

第六届北京公园节的重要组成部

分、以“历史名园与历史名城·世

界名园与世界城市”为主题的北

京市第九次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论

坛在京举办。

进入新世纪以来，首都公园

与城市发展变得日益紧密，以皇

家园林为代表的北京历史名园，

是北京古都风貌最直接的展示，

作为历史名城保护的重要内容之

一 ，对 于 首 都 城 市 建 设 至 关 重

要。在历史名园的保护水平上，

北京与世界上其他发达城市尚

有不小的差距，一批历史问题还

长期困扰着这些公园，需要系统

梳理目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最

大限度地发挥这些珍贵文化遗

产的资源优势。

在论坛上，全国政协常委胡

德平，原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

中国工程院院士孟兆祯，中国科

学院院士匡廷云 等 来 自 社 会 各

界的专家、学者，全面系统地阐

释了历史名园在北京城市发展

中 的 重 要 价 值 ，研 讨 如 何 处 理

好城市快速发展与历史文化名

城 、历 史 名 园 保 护 关 系 的 理 论

和 经 验 。 专 家 一 致 表 示 ，应 将

历 史 名 园 保 护 作 为 一 个 整 体 ，

纳入到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的统一规划当中，有计划、有步

骤地恢复名园景区的完整性和

原真性。

“唱响中国”“我要上学”齐聚沈阳

热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