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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为邻

心手相连

“消失吧，黑夜！星星沉落下去，星星沉落下
去！黎明时我将获胜！我将获胜！我将获胜！”3月
初，意大利新冠肺炎疫情告急之际，中国男高音歌
唱家张喜秋联合14位中国旅意歌唱家，一起演唱并
录制了歌剧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以音乐的方式
声援和祝福意大利。音乐传到意大利后，引起关注。

15位旅意歌唱家以乐声援

2019 年底，张喜秋结束在意大利长达 6 年的学
习，回到中国广州。

回来不久后，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暴发，意大
利的老师、同学、朋友们以不同形式问候和关心
他，令他内心异常温暖。“3月初，当意大利的疫情
也开始严重起来的时候，我就想着自己也要做点什
么。”张喜秋告诉记者。

这时候，张喜秋的朋友、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
会办公室副主任孙群给他打来了电话，提出能否由
他牵头，联合一些青年旅意歌唱家一起演唱一首意
大利歌剧作品，以音乐来声援意大利人民抗击疫情。

挂下电话，张喜秋马上行动起来。他迅速联系
周围的朋友，顾文梦、郭子照、黄静瑶、胡纯熙、
韩霄、刘瀚文、李思琦、李晨、李辰、王蕾、王辉
……很快，14位青年旅意歌唱家积极响应，踊跃参
与到作品的演唱和录制中来。

疫情期间，虽然有的人在意大利，有的人在国
内的山东、广东、北京等地，大家分布在世界不同
地方，但还是克服了距离和时差带来的不便以及设
备不足的难题，各自以手机先录制完整的歌曲演
唱，然后再汇集到一起，由身处中国和意大利的制
作团队剪辑加工。

从提出这个想法，到把大家组织在一起，到演
唱、录制、后期加工，再到最终做成视频推出，张
喜秋和他的朋友们只用了 3天的时间。“整个过程，
我们不仅被音乐感动，也被中意两国人民之间的情
谊感动着。”张喜秋说。

携手抗疫让两国走得更近

“歌剧被誉为音乐艺术皇冠上的明珠，最早诞生
于意大利。中国有不少歌唱家曾在或正在意大利学
习歌剧，他们是中意两国文化交流的使者，对意大利
和意大利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在意大利最困难的
时候，他们发出声援特别有意义。”孙群表示。

《今夜无人入睡》的视频录制完成后，意大利驻
广州总领事馆在微信公号上发布了这个视频，并表
示：“今天早晨，当我们醒来时，我们所有人都心系
意大利。在过去的几周里，我们留在这里支持中国
朋友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抗争。在有需要的时候，朋
友是不会离去的。感谢我们歌剧界的朋友，他们希
望通过这个视频来表达对意大利的支持。视频中他
们演唱了普契尼的《今夜无人入睡》。黎明到来，我
将获胜！亲爱的中国朋友们，黎明到来的时候我们
会获胜的！”

视频传到意大利后，在意大利社交媒体引发关
注和反响。现任意大利文化部部长、2020中意文化
旅游年协调人达里奥·弗朗切斯基尼第一时间将视频
放到自己的脸书（Facebook）上，同时写道：“感谢这些
杰出的中国年轻人，他们的视频感人至深，给我们带
来了充满希望的信息。”意大利国会议员、国会欧盟
政策委员会副主席玛丽娜·贝灵格丽表示，感谢中国
艺术家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为我们带来的勇气，相信
共同抗击疫情的经历会让两个国家走得更近。

疫情不会阻挡交流的脚步

“新冠肺炎疫情刚发生的时候，大家都懵着，一
些计划停了下来。我们一直在给双方树立信心，努
力推动中意行业往来、民间交流不要停下来。”孙群
对记者说。

2020年是中意文化旅游年。北京国际设计周从
2019年开始，就在文旅部、北京市政府相关机构的
指导下，策划和组织包括中意世界文化遗产摄影
展、米兰设计周、威尼斯双年展等在内的系列活
动。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不断演变，北京国际设计
周和意大利的合作伙伴，一直在采取各种措施，调
整方案，积极应对。

除了提议并协助张喜秋及14位旅意歌唱家共同
演绎 《今夜无人入睡》 之外，北京国际设计周还做
了几件事情：一是向中意家居行业发起了“米兰@
中国”（From Plan A to Plan @） 的行动倡议，号
召中意家居设计行业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继
续保持家居行业的经贸往来，继续推进中意设计的
行业交流，二是向威尼斯双年展发出申请，将2020
威尼斯双年展中国城市馆主题从原先的“中国大运
河”变更为“疫情与城市”。这个方案得到包括威尼
斯市政府、威尼斯建筑大学以及火神山医院设计单
位的大力支持。

另外，随着国际疫情持续升级，北京国际设计
周常务副主任王昱东还联合多家机构，推出“我们

在一起”2020抗击新冠肺炎全球招贴设计公益征集
活动，向全球不同国家及地区征集抗疫设计作品。
截至 3 月 17 日上午，活动共征集作品数量 8021 组、
10764 幅，参赛者 5436 位。其中，18 岁意大利女孩
奥罗拉也带着自己在社交媒体上广为传播的 《Ev-
erything will be fine》，参与到本次征集活动中。她
表示，希望通过公益传播将这幅作品与更多中国人
一起分享。

据介绍，此次公益活动全部作品均免费向全世
界政府、公益组织、媒体、企业及公众开放，提供
无偿下载，用于疫情公益宣传推广。

近年来，新编戏曲剧目数量增长与市场预期不
理想形成的反差，已逐渐引起戏曲界专家学者的重
视，而新编园林版昆曲 《浮生六记》 却以其独特的
艺术展现方式和浸入式的感官体验，受到多方关注
和好评，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该剧是在清代
苏州文人沈复自传体散文 《浮生六记》 的基础上改
编而成，由苏州好端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是
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政府携手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
局，倾力打造的“戏剧+”创新文化项目，自2018年七
夕首演以来，已演出逾百场。其传播策略立足国际视
野，主要表现在“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维度。

为了开发和吸引更多潜在的海内外观众，该剧

在主题选取和呈现方式上都独具特色。剧中沈复、
芸娘本是表兄妹，因一碗花粥定情，两人成婚后，
居住在苏州沧浪亭畔，构筑起一段烟火神仙般的诗
意生活。苏州的沧浪亭、虎丘、醋库巷洞庭君祠、
仓米巷、万年桥、太湖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到真
实的地点追寻几百年前发生过的真实故事，是该剧
一大吸引力。同时，这部以婚姻爱情为主题的剧
作，又与昆曲里常见的才子佳人传奇截然不同。它
既区别于至情以感天地泣鬼神的《牡丹亭》，也相异
于因皇权社稷而割恩遗恨的《长生殿》，讲述的只是

“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凡人凡事，却又不平凡——在
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封建社会，沈复却鼓励妻
子女扮男装并陪她一起出门观灯，于细微处闪烁出
中国戏曲中鲜有的现代光芒。“愿生生世世为夫妇”
却以“恩爱夫妻不到头”的悲剧收场，看似笔调平
和舒展，实则蕴含着中国文学史上的悲剧因子。此
外，自 1935 年林语堂英译本出版以来，《浮生六
记》 先后被译成德、法、丹麦、瑞典、日、马来等
多国文字。译者与译作在西方世界享有一定知名
度，是它吸引外国观众、打开国际通道的一个重要
前提。

园林版昆曲 《浮生六记》 的演出地点为剧中故
事发生地之一、苏州最古老的园林沧浪亭。在这部
剧中，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苏州园林和入选世
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昆曲“双遗联袂”，大大提
升了剧作的文化内涵。演出并不固定于园中一景，
而是让观众随人物剧情移步换景，这种实景浸入式
体验与静坐剧场里的观演完全不同，使得观众的代
入感、参与感倍增。此外，园林版昆曲 《浮生六
记》 还针对不同天气状况设计了晴版和雨版路线，
针对不同的观众需求量身定制包场版，并于场外相
继推出主题活动，如策划见面会、故事会、清赏

会、苏式生活展、少儿体验营等，继而开发京杭大
运河苏州段旅游线路演出以及系列文创品，将戏
曲、文创、生活有机融为一体。这种多渠道的推广
模式也是这部剧的一大亮点。

作为一部诞生不久的新剧，主创团队自创作之
初就对其“国际范儿”的养成给予充分关注。纵观
国内的戏曲演出，现场配有英文字幕的占极少数，
即使有，译文质量也参差不齐，这是严重影响中国
戏曲“走出去”的重要原因之一。园林版昆曲 《浮
生六记》 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园林里多个表演地点
都安装了汉英对照字幕，或嵌于花窗之中，或立于
假山脚下，与剧情场景完美融合。其中英文字幕由
精通汉语、专门从事中国昆曲研究的英国人郭冉来
翻译。这些精通中国文化和汉语的汉学家既熟悉西
方受众的心理，又拥有外语表达的先天优势，邀请
他们加入到中国戏曲翻译队伍，无疑是中国文化

“借船出海”的明智之举。
中国戏曲的许多经典剧目流传了几个世纪，在

西方国家知名度仍较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曝光
太少。园林版昆曲 《浮生六记》 不同，在它诞生不
满一周岁时，已争取到走出国门、登上世界舞台展
示的机会。2019年 7月，该剧被中国文旅部外联局
委托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主推的“聚焦中国”选中，
亮相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同时也代表苏州在法国
巴黎进行文化交流演出。

园林版昆曲 《浮生六记》 是近年来诸多新编戏
曲中与众不同的一部，尽管它并非具有传承谱系的
经典剧目，在昆曲声腔科范方面仍需不断完善，而且
目前偏高的票价也使得部分观众望而却步，但它“引
进来”和“走出去”的传播策略确实独具一格、别具匠
心，尤其在“酒香也怕巷子深”的文化多元化的今天，
更值得其他剧种和剧目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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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遗联袂 借船出海

这版《浮生六记》演出了“国际范”
朱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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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结全国首例人
工智能作品侵权案。法院对被告上海盈讯科技有限公司
未经许可，在其经营的“网贷之家”网站上向公众提供
侵权文章内容，以供公众在选定的时间、选定的地点获
得的行为进行了一审判决，裁定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及合理的维权费用人民币 1500元。由于涉案作品的创作
主体并非自然人而是人工智能软件，该案件可谓开启了
人工智能作品著作权保护的先河，对未来人工智能作品
创作及传播意义重大。

近年，人工智能技术逐渐应用于新闻写作、绘画、
诗歌写作等诸多领域，有关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问
题也一直困扰着学界和实务界。如何判断人工智能生成
物的独创性？怎么看待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创作过程？相
关人工智能使用人员的行为能否被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
创作行为？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属于具有著作权的作
品？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是否应该得到保护？此次
案件对围绕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存在的争议进行了探
索与回答。

人工智能作品虽是经由智能软件在技术上生成而来
的，但整体上体现了背后主创团队人员的个性化安排、
标准选择以及表达意图，其间具有一定的独创性，这部
分同样应该得到人们应有的尊重和法律的保护。此次案
件对今后同类型案件的审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对今
后如何看待人工智能作品具有启示意义。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当下社会更广范围内的应用，
著作权保护范畴应该从自然人创作向人工智能作品延
伸，并就相关细节作出及时调整与修订，从而更好地适
应互联网信息技术时代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要求。将文
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备独创性的人工智能生成物认
定为作品并进行著作权保护，符合著作权法激励创作的
立法宗旨，有利于激励人们主动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创
作，也有益于人工智能产业的良性发展。

中国 《著作权法》 自上世纪 90年代初实施以来，著
作权意识已经深入人心，民众维权意识大大增强。快速
发展的互联网使得人们的信息表达及书写形式日渐多样
化、智能化，然而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一旦侵权行
为发生，就须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在这种情形之下，
人们日常的“触网”行为更需要加强自律。

本报电（记者郑 娜） 近日，大麦网联合灯塔研究院发布《回
望峥嵘 企盼春天——2019 年演出行业洞察报告》。报告显示，
2019年中国演出票房迈入200亿大关，同比增长7.29%，票房增速
赶超电影市场。

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国演出市场蓬勃发展，剧场、演唱
会、旅游演出在票房上齐头并进，形成三足鼎立态势。市场消费
结构“年轻化”趋势明显，呈现“低频次、高单价、稳输出”的
特征，“95后”购票能力持续看涨，成电影演出消费主力。“跨城
观演”成为新常态，沿海演出消费升温。现场观演已经成为当下
年轻人文娱休闲的新风尚。演出票房贡献方面，去年旅游演出增
速最猛，同比上升 9.58%，票房收入为 73.79 亿元，直逼剧场的
84.03亿元。演唱会票房收入为42.59亿元，同比上升6.88%。

报告还对2020年演出行业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线下演出按下暂停键，但“云音乐节”“云演唱会”

“云剧场”等创新表演形式应运而生，直接带动一部分用户由线下
转战线上观演，有望形成新的演出风口。报告还指出，随着5G时
代的到来，VR、AR等数字虚拟技术将打破不同艺术形式和观演
人群的壁垒，推动沉浸式观演升级。与此同时，文化演出在空间
上还形成了新的业态形式，作为专业剧场外沿的商场、地铁、书
店开始形成新的演艺空间。截至今年1月，上海市“演艺新空间”
已达50家，未来三年这一数字将增至200家。

《2019年演出市场洞察报告》是大麦网联合灯塔研究院发布的
首份全维度演出行业洞察，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为本次报告提供行
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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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位旅意歌唱家录制歌剧 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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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天津市杂技团的演员们在练功房内练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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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片均来自北京国际设计周“我们在
一起”公益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