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走了，2014 来了，这些天，缤纷的

语言混合着辞旧迎新特有的情绪，充满着

人们的对话与表达。特殊的时间刻度，总

会带来特别的心灵悸动。

于我而言，2014 年的一个新开始，就

是写这个专栏了。《周末》主编早在微信里

追问：“这个文化专栏起个神马名字好呢？”

我就有些心虚有些惭愧地回复：名字还没

想好，大致是“文化思语”吧。

为什么心虚呢？因为觉得“文化思语”

这几个字好像不够“网络”不够“新媒体”，

可又感到惟有这几个字能准确而稳重地表

达我对这个专栏的期望——对文化的所感

所思所悟，淡淡的，不那么明艳，不那么张

扬，只要一份真诚和思考的沉淀。准确了

却也平实了，稳重了却也朴素了，而这种风

格和热门的“网言网语”是有很大距离的。

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网络已经深刻

地改变了我们所有的文化，且这种改变还

在呈加速度态势发生。作为文化表达重要

方式的语言文字，是改变中最剧烈的部分

之一。不管是口语，还是书面语言，都已打

上了强烈的网络表达的印记，并不断裂变。

网络语言成为一种时尚消费，人们说话，如

果不用点网络词汇，似乎就赶不上趟了。

不能不惊叹网络表达那惊人的创造

力。这是真正的群众创造，也是规模空前

的群众创造。无数个个体的创造聚合在一

起，不断碰撞、传递、扩散，灵感不断被激

发，活力不断被释放，极其精彩的思想和语

言由此涌现出来并迅速成为大众文化广为

流行。当我第一次听到“泪奔”、“石化”、

“超赞”这样的网络词汇时，当看到“2013—

2014”这个简单的数字被网友升华为“爱你

一生一世”的表达时，学语言文学专业的我

禁不住赞叹：太妙了！而诸如此类的网络

语言还在不断被创造出来，让我们的文字

具有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弹性。

对文化工作者来说，面对语言文字这

样的生命弹性，压力是空前的。无论个人

的才华是多么横溢，在活力如此强大的网

络创造面前，也会感到底气不足。一些名

导名编、大师大家的作品里不乏网络文化

的影子，甚至直接将网络上的段子、语言

“为我所用”，从当年以个人创作引领流行

文化变为对流行文化亦步亦趋，这并非个

人的创造力不足，而是网络文化这种群众

创造的力量太强大了。

即使是普通人也会感到压力。网络表

达像一阵风、一阵潮，稍纵即逝，去来无踪

——今天流行的词汇你不用，你就 out（落

伍）了；流行几天随风而逝，你还在用，你就

成出土文物了。在盘点 2013 年时，一家都

市报纸专门做了一期“2013 网络流行语大

辞典”，包括名词解释、例句、练习答卷等

等，如“喜大普奔”、“人艰不拆”、“我和我的

小伙伴们都惊呆了”等。这样的流行语，对

很多人来说，没有名词解释还真搞不懂，毕

竟，网络不是我们文化创造的全部。

风来风去，叶落了，花谢了，大地安详

地在那里，护佑着我们的生命；潮起潮落，

沙随着浪走了，积淀而生的珠贝静卧在那

里，经岁月而愈加晶莹。在网络语言裹挟

文化的时候，我们既要把身心舒展开来，去

感受时代创造那活泼的气息，更要把我们

的神思“定”下来、“静”下来，让穿越了数千

年时空的语言文字在网络潮汐里安静地待

一会儿，让汉字的悠久、优美和隽永的表达

以及其间的文化蕴涵，得到欣赏和珍惜。

让文字

安静地待会儿
□ 徐立京

让文字

安静地待会儿
□ 徐立京

一个世纪前，如果你想听到这个世界
上最好的管弦乐团所发出的声音，惟一的
办法就是奔赴遥远的欧洲音乐大都会。
但在过去 10 年间，世界顶尖剧院、交响乐
团却纷纷以互联网为手段传播最鲜活的
古典音乐演出。近年来，许多中国的艺术
机构也加入到这一行列。从剧院到网络
再到移动设备，古典音乐正进入 3D时代。

“剧院”伴你走天下

每周六，只要你打开电脑，进入柏林
爱乐乐团官方网站上的“数字音乐厅”，就
可以欣赏乐团在当晚演奏的每一个音
符。8架可遥控摄像机捕捉着舞台上的每
一个细节，可提供像素在 1080P 以上高清
画面，同时高保真环绕立体声让直播效果
不亚于任何一张 CD唱片的质量。

当然，这档高质量音乐晚餐不是免费
的。柏林爱乐乐团这一从 2008 年起推出
的互联网付费在线直播平台到目前已运
行将近 4 年，在全世界范围拥有 40 万订
户。数字音乐厅的直播周期以乐团的音
乐季为单位，单场音乐会的直播票价为
9.9 欧元，差不多相当于一张正版唱片的
价格。如果选择包月，价格是 27.99欧元，
而年费则为 227 欧元，权益包括在一年
365 天中随时可以回看资料库中以往数
年的音乐会录影。

互联网上充足的内容，以及手机操作
平台的不断完善，都给 APP 的应运而生
创造了条件，手机、平板电脑也成为了古
典音乐彰显魅力的新阵地。几乎世界所
有知名院团都为手机用户提供了应用客
户端的下载业务，以满足客户对资讯共
享、售票服务、视听欣赏等多方面的需
求。打开苹果 APP 应用商店，在搜索栏
里输入“古典音乐”，“古典音乐大师作品
精选”、“聆听大师”、“莫扎特交响曲”等各
种应用软件映入眼帘。你可以选择付费，
或者免费下载一些试用版。APP 降低了
古典音乐领域的进入“门槛”。

有人认为互联网让古典唱片的生意
走向衰亡，但在音乐传播上，互联网恰恰

带来了古典音乐的复兴。苹果公司在
2003 年创办 iTunes 音乐商店时，古典音
乐的销量因此而暴涨。在亚马逊和古典
音乐唱片销售网站 ArkivMusic 上，涨势
也同样明显。人们纳闷：为什么唱片店里
积满灰尘的唱片，一旦放在互联网上，变
成了一个个数百兆大小的数字文件，却有
了完全不同的命运？

iTunes 主管全球唱片和音乐营销的
克里斯·贝尔碰巧是一位接受过古典音乐
训练的小提琴家，他说，“我发现了一个很
有趣的事情，当你从分享和交流的角度来
看待不同类型的音乐时，你的涉猎会超乎
预料地广。我们卖给古典音乐爱好者的
hip-hop饶舌音乐和爵士乐一样多”。

如今，人们只需拥有一台个人电脑、
手机，以及足够的带宽，海量古典音乐内
容就可以出现在你的眼前。从收听收看
音乐会演出，到购买古典音乐音像产品；
从在互动平台与世界各地的志趣相投者
交流，到查阅尘封的历史资料，互联网为
古典音乐搭建了一座取之不尽的宝库，惟
一考验的就是人们的时间。

摸着石头谈版权

有了足够的线上资源，是否就可以随
心所欲地加以传播了？不，因为你首先遇
到的就是版权问题。海量资源如何购买
版权？如何更好地避免版权纠纷？也许
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的做法能给你
一些启示。对于该网站的所有工作人员
来说，版权是他们面临的第一大考验，需
要一步步摸着石头学谈版权。

古典音乐频道内容主编高屹表示，他
们接触的版权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
国际顶级音乐影视集团购买最为经典的
录音、最为顶尖的音乐会节目；另一类是
录制大师名团在国家大剧院的现场演出、
台前幕后的故事。为了保证获取优质资
源，寻找最适合的内容供应商是关键。音
频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国际四大唱片公司
有 3 家涉及古典音乐，国家大剧院最后直
接锁定了百代。但是对于演出视频，却不

知道国内外有哪些与古典音乐相关的版
权方。于是国家大剧院艺术资料中心部
长马荣国带领着工作人员各方打听、网络
搜索，甚至从 DVD 上找线索找出版公司，
几经甄选，确定主要从 Unitel 和 Euro-
Arts 两家公司购买版权。更艰巨的任务
还在后面，怎么在短时间内用一种最经济
的方式拿下版权？“免不了要经历艰苦的
谈判过程，光版权方在中国的代理商我们
就上门拜访了好多回，更别提其中针对各
种细节反复跟版权方磋商的拉锯战。”

此外，录制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节目
也需要版权。“网站建设之初我们没经验，
没有把版权的商定提前到谈合同的阶段，
只能等到艺术团体和艺术家来到大剧院
后再商量录制的事情，时间非常紧张，往
往会遇到一些阻力。”节目制作部工作人
员王萌说，“曾经很囧的经历是，节目制作
部十几个人的录制团队，就在歌剧院和音
乐厅演员上场口等着里面谈判的结果，一
旦演出方答应录制，节目制作部的人员立
刻开始进场布线。如果没有得到认可，只
能撤下。”

经过不断摸索，如今大剧院在谈商业
演出时就把录制需求谈好，在合同中加入
古典音乐频道拍摄及播放许可条款。由
于国外版权意识强烈，演出方不一定会同
意，同意了也会有诸多要求。大剧院演出
部统筹组的陈雪寅说，“我们只有尽量地
提供最清晰的拍摄计划，哪怕演出方提出
更多严苛的要求，我们都会全力配合，只
要演出方同意我们录制和在古典音乐频
道上播放，其他问题我们都可以去克服”。

一江碧水连京宛，楚风汉韵唱大
风。备受瞩目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即将
实现通水。河南南阳，作为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的渠首和核心水源地，也是楚文
化的发祥地，各种文物遗址遍布丹江两
岸，被考古专家们誉为“考古天堂”。

2005 年，国家启动了南阳丹江口库
区文物抢救发掘工程，来自全国的 80 多
支考古发掘队先后完成了 116 处文物点
的发掘，历史上曾出土有“王子午铜鼎”、

“云纹铜禁”等一大批国宝级青铜重器，
出土各类文物 5万余件。

不久前，来自渠首南阳的 98 件青铜
器、玉器、陶器、汉画像石等出土文物，率
先抵达首都博物馆开展，从渠首文物到
楚汉文化，从水质安全到移民迁安，从生
态建设到农业现代化⋯⋯给京城带来一
股浓浓的“楚风汉韵”。

展厅里，楚子弃疾簠、汉代何伯画像
镜、“棘阳邑丞”印、鎏金铜樽⋯⋯这些从
南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出土的珍贵文物
拭去厚厚的尘埃，从漫长的岁月走来，
告诉我们一个个流传千古的传奇故事。

南阳汉画以图画的形式记录了整个
汉代的历史，因而成为研究汉代经济、
社会、文化的重要资料。千百年来，

“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寄托着人类探
索月球的大胆幻想和追求。展厅里，一
件“嫦娥奔月画像拓片”，左上方刻一
月轮，内有蟾蜍；右侧的嫦娥，人首蛇
躯，头梳高髻，身着宽袖长袍，有双
爪，双手前拱，面向月轮做飞翔状。画
间繁星点点，云气缭绕。

据南阳文物专家介绍，拓片中的
造型与古代的传说有关。在古代人的
想象中，蛇身或者龙身是人成神之后
的一个标志，这也正是这件文物的珍
贵之处。前不久，这幅原始拓片还曾
跟随“神舟九号”游历过太空，更是
具有特殊意义。

展览中的一件克黄壶看上去并不起
眼，但是壶身上刻有铭文“克黄之壶”
4 个字，表明壶的主人叫作克黄。相
传，克黄的祖父是楚国人，执法廉明。
其弟子良，在楚国当司马，生个儿子叫
越椒。克黄的祖父看到后，大吃一惊，
告诉子良：“越椒这个孩子千万不可
留。他啼哭的声音像狼嚎，长大以后必
然是我们的祸害。”子良听了这番话，
顿时吓得魂飞魄散。过了好一阵，才断
断续续地说：“我是⋯⋯是他的亲生父
亲，怎能忍心亲手杀⋯⋯杀了他呢？”
后来，子良没有听从这条建议，越椒长
大后果然作乱。这便是成语“狼子野
心”的由来。

在展览的另一侧，有一件金羊杖
首，造型十分独特。杖首为羊形，黄金
质地，羊儿静卧，昂首目视前方，背部
雕刻精美。如果有人告诉你这是 2000
年前的汉代通行的“老年证”，你一定
认为是无稽之谈。据文物专家介绍，汉
代继承了从周代就传承下来的敬老美
德，并将尊老敬老以法律形式确定下
来。汉高祖时常以鸠杖赐予老人，彰显
天子敬老之仁德。因何赐予鸠杖，有两
种说法。一说鸠为吞食不噎之鸟，借此
祝福老人健康长寿。另一说法是刘邦与
项羽争夺天下时有一次刘邦战败，逃进
丛林，项羽追兵见一群鸠鸟在荒林中

“咕咕”而鸣，认为无人，另路追赶，
刘邦得以脱险。后来刘邦做了皇帝便大
造鸠杖赏赐老臣。专家介绍，从出土的
杖首看，高官士绅阶层中的鸠杖在民间
幻化为羊、马等各种动物形状，象征享
受优待，具有法律效力，作用类似今天
的“老年证”。

恍若间梦游远古，聆听它们的故事，
这也正是“楚风汉韵”的魅力所在吧。

聆听“楚风汉韵”

□ 李盛丹歌

这些从南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出土的珍贵文物拭去厚厚的尘埃，

从漫长的岁月走来，告诉我们一个

个流传千古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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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语言裹挟文化的时

候，我们既要把身心舒展开来，去

感受时代创造那活泼的气息，更

要把我们的神思“定”下来、“静”

下来，让穿越了数千年时空的语

言文字在网络潮汐里安静地待一

会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