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05

传统音乐颠覆 唱片渐行渐远

2011年，SONY唱片公司宣布关闭其位于美国新泽西施州的大
型CD光盘生产厂。作为全球最大的光盘生产厂之一，它的月产量
最高达1800万张。这家有着50
多年运营史的 CD 生产厂的关
闭标志着传统唱片工业的彻底
消亡。

无论是最早的蜡盘唱片、
黑胶唱片，还是到后来的卡
带、CD，传统音乐都无一例
外地依附于固定的实物载体。
2013年，英国老牌唱片零售商
HMV 公开申请破产，这家几
乎与唱片共同诞生的老店也近
乎消亡。HMV 的破产意味着
传统音乐的实物载体模式被颠
覆。我们身边，过去随处可见
的 磁 带 店 、 CD 店 也 渐 行 渐
远，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今，以唱片、磁带为载
体的音乐以数字形式存储。人
们获取音乐的渠道越来越多样
化，欣赏音乐的途径越来越多
元化。对此，滚石移动 CEO
李敬表示，从音乐的创作、制
作，到音乐的发行、传播，互
联网对传统音乐产业的冲击是
全方位的。

数字音乐兴起 版权意识觉醒

互联网摧毁了传统的音乐产业，取而代之的是数字音乐。数字
音乐时代，音乐载体不再以
实物形式出现。人们可以通
过互联网自由地下载、复
制、分享音乐。打开手机，
QQ、酷狗、多米、虾米等
众多音乐 App一应俱全，各
大音乐平台会在第一时间将
新歌推送至用户的手机客户
端。一首新歌，从出版发行
到进入广大听众视野，整个
过程几乎同步。

其实，网络是音乐的一
个新载体。在这个新载体
中，分享、下载的自由、无
序必然会引发版权的失控。
近来，QQ 音乐等各大巨头
在进行维权，共同打击盗版

的同时，也都时刻不忘扩张自己的版权领域，打造自己的“护城
河”。薛永峰表示，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版权将成为取得市场
份额的有力武器。因此，互联网巨头之间的版权之争是必然的。

音乐行业的版权意识已经开始觉醒。继2013年阿里巴巴实现对
虾米网、天天动听的战略收购，快速完成其在音乐市场的布局后，
2014年6月，它又一举拿下了第三季《中国好声音》的独家音乐版

权；2014 年 9 月，QQ 音乐与
杰威尔音乐、英皇国际、华谊
兄弟音乐等唱片公司达成合作
协议，并在移动端新增了独家
板块；而百度音乐也与环球、
华纳、索尼、滚石等多家音乐
版权方签署了版权合作协议。

奇大音乐负责人许环良
说：“创作的动力归根到底是
回报，如果创作者的创意和努
力成果不能得到合理回报，他
们只能以雷人的方式来哗众取
宠。”数字音乐版权保护进程
的推进是在为中国付费数字音
乐打基础，与此同时，用户付
费意识也在逐渐提升。最终，
创作者的利益会得到充分保
护，这是音乐创作高品质的保
障。

跨界融合时代
新玩法现活力

近年来，音乐产业的盈利
模式逐渐明晰，吸引了其它行

业金融资本纷纷涌入。其中，有恒大斥资成立内地最大的音乐公
司；有阿里巴巴对天天动听、虾米网进行注资并购；也有华纳与腾
讯QQ之间开展深度合作。此外，据娱乐工厂的CEO张巍、合伙人
张颖介绍，之前，他们已就如何将资本合理注入音乐市场展开探
讨，下一步会将资金投入音乐产业，促进产业的发展融合。

文化产业大跨界的背景之下，音乐行业中初见端倪的跨界融合
将是必然趋势，并为音乐产业的发展注入新的生命力。以华纳和腾
讯 QQ 的合作为例，QQ 音乐可以充分利用华纳音乐的优质资源，
并通过自己的娱乐平台和社区进行推广。如此以来，QQ音乐在为
听众提供丰富的正版优质音乐服务的同时，也推动了华纳数字音乐
的商业发展模式，实现双方间的互利共赢。

互联网已经彻底改变了音乐的传播、创作、录音制作，未来，
它的目标是对音乐现场演出进行“颠覆”。李敬说：“目前，中国的
演出市场是个畸形的伪市场。一方面是高票价与国民收入不相吻
合，另一方面表现为众多有才华的新人没有演出机会。”此前，羽
泉、汪峰分别与互联网合作推出的网络直播演唱会将是一个新模
板，它开启了线上音乐发展的新模式。随着未来视听技术的发展，
线上音乐直播将会突破音乐会现场性、互动性的限制，那时，网络
音乐平台能为歌迷们带来更生动的用户体验。

互联网时代，音乐与众多产业的跨界融合大戏必将精彩纷呈，
随着新资本的注入，新模式的推动，我国音乐产业终将展现它的无
限发展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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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央视羊年春晚发布
消息：春晚语言类节目第一次
审查在央视老台址如期举行，
共有包括相声、小品在内的 8
个节目参加了审查。令人好奇
的是，此次语言类节目一审，
总导演哈文首次采用了“掌声
记录仪”来选审节目。

采用“掌声记录仪”来选
审节目，这在春晚历史上确实
是第一次。但我以为，此举纵
然是第一次，也算不上创新，
我们不必抱以太大期望。

首先，“掌声记录仪”只
是运用于节目选审，而电视观
众是感受不到的。对于春晚剧
组选审节目来说，“掌声记录
仪”或许确能起到一定作用。
比如，通过监测现场观众在自
然放松状态下对各个节目的鼓
掌情况、笑声分贝等数据，对
现场观众在各个时点的反应进
行记录，然后进行综合分析和
评估，从而真正选出“笑点”
多、“笑果”好的节目。再比
如，可以通过数据分析，找出
某个节目的薄弱之处，然后进
行修改、强化，达到精益求
精、锦上添花的目的。

但是，这种作用又是有限
的。毕竟，它只是改变了以往
单纯由人来选审节目的做法，
增加了对现场观众反响情况的
数据分析而已。这样确实能把
真正好的节目选出来，却未必
能保证选出来的就是好节目。
换句话说，如果参选节目中没
有好节目，你的选审手段再高
明，测评机制再科学，恐怕也
无济于事。相反，只要节目真
正好，不管是你怎么去选审，
它都会脱颖而出，并最终受到
观众欢迎。赵本山最初上春晚
一波三折，终究还是靠 《相
亲》这个小品一炮而红，不就
是很好的例证吗？

其次，春晚真正需要的创
新，还是创作本身，而不是节
目的产生方式或过程。春晚的
模式僵化，内容乏味，语言类
节目不尽如人意……这些才是
迫切需要创新的。怎么去创
新，得根据观众需求及当下流
行趋势而定。如果不能在创作
上放开手脚，而只在怎么选节
目上动脑筋，恐怕很难推出真
正令观众满意的节目。归根到
底，真正好的节目是“演”出
来的，而不是“选”出来的。

实际上，春晚近些年来在
选节目或选演员上，还是采取
了不少新措施的，诸如举办

“我要上春晚”、“直通春晚”
之类的选拔活动，面向基层征
集节目等等。但效果，却不是
特别的理想。一方面，很多普
通 （尤其是草根） 演员有幸被
选中后，往往不能表演体现自
我特色的节目，而是被动地参
与到相关组合节目中，黯然失
色；另一方面，即便有些节目
得以在春晚演出，也因为先前
在选拔时已为广大观众所熟
知，没有了新鲜感。如果春晚
剧组能组织精干人员专门进行
创作——包括语言类节目、歌
舞类节目等等，没准能多推出
一些好节目。仅从语言类节目
来说吧，现在各地出现了不少
专门从事喜剧表演的团体或组
织，而且影响都不小，如果春
晚剧组与这些团体或组织切实
合作，把他们邀请进创作队
伍，应该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
果。

春晚愈发难办，央视方面
也在迎难而上，包括取消总导
演竞聘制、邀请冯小刚这个

“外人”担任总导演等，都表
明已在尝试转变、革新。具体
到这一届，哈文第三次担任春
晚总导演以后，先后采取多项
新举措，更让人感受到央视方
面在办好春晚上的诚意和付
出。但是，一切努力的效果如
何，完全要等春晚正式播出后
由观众去评价。过程，已然不
重要，结果，才是观众最关心
的。所以说，对于春晚这一次
破例采用“掌声记录仪”来选
审节目，我们在表示支持的同
时，也不能过于乐观，还是静
等结果吧。

近日，爱奇艺个性化电影频道正式上线，为用户“私人订制”看片平
台。两周时间，个性化电影频道表现显著，频道整体点击率提升 200%，
用户人均视频播放量及观看时长也分别提升60%以上。频道片库中数千部
影片，尤其是排名前100-前500的优质影片有效播次也在短时间内大幅度
提升。视频网站基于深度学习的视频图像分类技术，不断加磅研发并推出
的“个性化智能推荐系统”初步显现出吸引与留住用户的巨大潜力。

针对电影这一细分视频领域的深度学习而推出的个性化电影频道是由
爱奇艺行业首创的。数据显示，个性化电影频道上线后，页面、内容对用
户的吸引力大大增强，频道整体点击率提高 200%，人均视频播放量提高
60%，人均时长提高65%。同时，片库中前100-前500的影片有效播次出

现大幅增长。分析人士认为，前100-前500的影片多为质量高、口碑好、
有收视潜力，但当下并不在推广期的非热门电影。通过个性化智能推荐系
统，可以有效盘活此部分片库资源，为优质电影精准找到喜爱它们的人
群，也为苦苦寻找优质影片的观众推荐符合他们口味的电影。随着用户在
平台观看、评判影片数量的不断增多，系统对于用户喜好度的判断也将越
来越准确。

正如爱奇艺创始人、CEO龚宇此前在公开场合所言：“未来的消费文
化不是以统一的、大众的为主流消费，可能是小众的、分众的。同时，互
联网的特征能让分散的观众聚集起来。”

（王莉嫒）

日 前 ， 内 地 最 新 电 影 票 房 出 炉 。 根 据 统 计 发 现 ，
2015 年 1 月新片票房榜上，两部 2D 影片 《博物馆奇妙夜
3》 和 《重返二十岁》 以 2.79 亿元和 2.77 亿元的成绩领跑
群雄。两部备受期待的 3D 影片 《一代宗师 3D》 和 《功
夫 3D》 相继折戟。

看来，观众对《一代宗师》、《功夫》这两部3D转制影片
并不买账。

近年来，将经典老片进行3D转制，然后重新公映，已经
成为一种风潮，席卷世界各地，包括我们国内。从某种意义
上讲，这未尝不是好事，既是对经典老片的“技术升级”，又
让观众有了重温老片的机会。但 3D 转制的作用究竟有多大，
恐怕不容乐观。老片子，很多观众都看过了，简单转制成
3D，有人也许愿意看，但更多的人可能不太感兴趣。

其实，对于3D影片，观众的喜好本来就是因人而异。一
方面，3D制作技术并未完全过关，很多时候看起来不仅不过
瘾，反而觉得失真。尤其是需要戴眼镜观看，让很多人感到
不舒服；另一方面，一部影片能否吸引观众，最终还是要靠
故事本身，而不是形式上的东西。2D也罢，3D也罢，故事拍
得好观众就爱看，拍得不好自然不招待见。在刚刚出炉的内
地最新电影票房榜上，3D 电影不敌 2D 电影，可以说是很好
人证明。

以前，3D 影片难得一见，观众偶尔看看还有新鲜感。
如今银幕上比比皆是，观众也就习以为常了。像 《一代宗
师》、《功夫》 这样的华语影片，虽然当初上映时很受观众
喜欢，但在大场面制作上终究难跟国外一些影片相比，因
此转制成3D，效果不会好到哪里去，观众抱着无所谓的态
度，不去花钱捧场，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业内人士认为，3D转制是一个非常保险的生意，投
入不多的成本将有影响力老片转制成3D，再稍加宣发，投
到市场肯定能挣钱。然而3D版《一代宗师》、《功夫》票房
不佳，让这种观点难以立足。其实，带着圈钱目的转制老
片，本身就不符合艺术规律乃至市场规律。

陈可辛日前宣布，修复版的 《甜蜜蜜》 将于今年 2 月
13日情人节档期正式上映。在修复的过程中，有人提议做
成3D版本，认为这样更有噱头也更赚钱，但被陈可辛拒绝
了。在他看来，再花哨的技术，都不如情感更能引起观众
的共鸣，“这部电影最重要的还是人物跟情感，无论科技怎
么变化，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的”。

陈可辛的观点及做法，值得有关各方思考。不管怎么
说，不能把 3D 转制当成转基因，肆意“复制”。转基因的
目的是为了扩大产量，而 3D 转制，除了圈钱，或自娱自
乐，还能有其它什么意义呢？

“掌声记录仪”

能有多大用？
孙 仲

互 联 网 摧 毁
了 传 统 音 乐 产
业，取而代之的
是数字音乐。数
字音乐时代，脱
离唱片、磁带等
音 乐 载 体 的 限
制，人们可以自
由开启互联网的
分 享 、 下 载 模
式。在音乐产业
跨界融合的浪潮
中，各大音乐巨
头 纷 纷 扩 展 版
权领域，打造自
己的“护城河”。
同时，新资本的
注入、新模式的
诞生，也为音乐
产业的发展注入
无限生机与活力。

电影3D转制不是灵丹妙药
万阕歌

唱片光碟靠边 网络巨头登场

音乐产业跨界新玩法
曹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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