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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乐 的 模 样

□ 张伯瑜

音乐传播的渠道不

断扩展，音乐的价值早

已超过音乐本身了

因为工业的加入，使得一次的音

乐演奏成为了无限复制的产品，跨越

了时空，音乐以商品的形式传播到听

众的耳朵里。

其实音乐最初并非如此。传播过

程中的音乐可以作为信息而存在，目

的是把此信息通过某种媒介传达到听

众的耳朵里。比如，我在野外采风时

调查过冰岛的“尼莫”和我国云南的

“洞经”，就是通过音乐的包装，使信息

更具感染力和穿透力。

音乐逐渐成为艺术。功能性音乐

融合在我们人的社会行为之中，成为

信息传递的媒介。随着社会的进步，

人们在审美上需求提高，音乐逐渐成

为了人类音乐行为的主体内容。比如

劳动号子，在机械化的今天已经不再

有原本的功能，但劳动号子并没有消

失。人们把其作为艺术的原生样本转

移到舞台上，声音还在但劳动的意愿

已不复存在。甘肃的花儿本来是为了

寻找异性伴侣，歌声传递出爱的意

义。今天的甘肃花儿演唱，大多成为

音乐会性质的表演。寻求异性的目的

没有了，歌唱就是目的本身。因此，花

儿变成了音乐会，花儿走向了艺术。

音乐还是商品，将音乐的价值延

伸。我们渴望把自己喜欢的音乐传达

给另外一个人。创作方渴望有人演奏

他们的作品，演奏者渴望有人聆听他

们的演奏，甚至是像我们这样，把视觉

的音符和听觉的音响转化成为文字的

符号，并立足使读者在阅读文字的时

候似乎能听到音响，同时还能够形成

并展示个人的某些思想。

那么，如果把音乐作为一种艺术，

媒介在哪里？这时候我们往往去音乐

发生的场域中寻找答案。音乐厅是传

统意义上的最佳传播场域；电台、电视

台、唱片、网络，不同的媒介层出不

穷，这些均构成了音乐音响的传播媒

介；报纸、期刊、杂志、书刊等各类

出版物也在音乐传播上发挥着重要的

媒介作用。进一步讲，作曲家必须以

演奏家为媒介把音符音响化；演奏家

依托作曲家的行为，得到可以演奏的

作品；评论家依托以上两者的创作行

为得到可以评价的作品；作曲家、演

奏家又依托评论家的文字使他们的创

作社会化。所以，三者也有互为媒介

的作用。可是，媒介不仅仅发生在这

三者上，也发生在创作者的创作行

为上。

但是有所不同的是，受众只是当

音乐发生在某场地时才能存在，这对

音乐活动本身产生了巨大影响，使音

乐的传播问题不仅仅是由音乐本身传

播到民间的固定关系，还应以受众群

体作为第三因素，从而产生社会效应

和经济效应。由此，在创作者、音响形

式和受众群体之间构成一种叫做产业

分析。而这一关系的建立者，便是把

这三者建立起来的媒介控制者。所

以，今天谈音乐传播，不可避免地会与

商业、管理混在一起。音乐从非艺术

走向艺术，再走向商品。

现在，网络的发展更使音乐的传

播发生着巨变。某首作品可以在虚拟

的空间中，让世界各个角落的无数听

众同时聆听。虽然现场聆听所感受出

的音乐艺术的真谛，在这个无限的虚

拟空间当中丢失了，但其惊人的听众

数字，和其带来的巨大商业利益使人

们顾不得什么是真谛了。无论如何，

能够传播到更多人的耳朵里，并因此

带来的丰硕回报和更多可能性，音乐

传播渠道不断发展，音乐的价值早已

超过音乐本身了。

跳跃的音符通过演奏者的演绎传到
听众的耳朵里，就是音乐作品。把音乐录
制成唱片，通过商业行为传达到顾客的手
中，这是音乐的传播过程。因为商业因素
的加入，使得一次的演奏成为了可以无限
复制的产品，跨越了时空，形成了音乐的
产业力量。

11 月 6 日，首届中国音乐产业论坛发
布了《2014 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这
份报告是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指
导下，由中国传媒大学和国家音乐产业促
进 工 作 委 员 会 联 合 撰 写 。 报 告 显 示 ，
2013 年中国音乐产业市场总规模达到
2716.56 亿元，已成为拉动文化产业发展
的重要引擎。

音乐下“金蛋”

“看那八九点钟的太阳，像红旗下的
蛋⋯⋯”

我们对音乐都很熟悉，但是对音乐产
业却鲜少听闻。其实，音乐产业如今在我
国正呈现出上升趋势，产业链条不断拓
展，如同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现在，音乐产业占到文化产业总体市
场规模的 8%，属于体量较小、特点较为突
出的专业行业。虽然音乐产业体量小于
新闻出版产业、广播影视产业等传统文化
产业，但是已经超过了动漫产业、网络游
戏产业等娱乐产业，率先成为了文化娱乐
行业中的千亿级产业。

如今，人人都成为音乐产业的一分
子。即使我们不会读五线谱，不会作曲，
但我们买过音乐磁带，下载过流行歌曲，
唱过卡拉 OK。音乐产业，并没有“曲高和
寡”，它无处不在。音乐产品和服务具有
更广泛的受众群体，在产业化运营上具备
天然的市场优势。

中国音乐产业市场总规模 2013 年达
到 2716.56 亿元。其中，以乐器、音乐教
育培训、专业音响为主的音乐产业关联层
行业总产值约为 1233.82 亿元，约占总体
市场规模的 45%；以广播电视音乐、卡拉
OK 市场为主的拓展层行业总产值约为
886亿元，约占总体市场规模的 33%。

关联层行业市场规模比重大，也表明
了音乐产品服务符合一般文化产品的基
本特征，能够以音乐产品或服务的消费为
核心，带动创作、生产、复制、传播、娱乐、
版权、教育等多种业态共同发展。

卡 拉 OK 就 是 音 乐 下 的“ 金 蛋 ”之

一。不管是不是专业嗓子，对着话筒吼一
吼，就已经参与到了音乐产业当中。卡拉
OK 是大众喜闻乐见的一种娱乐方式，卡
拉 OK 市场以包含消费者参与、体验、娱
乐、社交等元素的音乐产品和服务需求为
核心，形成了巨大的商业市场。

经营高八度

“颜色听得见，音乐看得见，多姿多彩
的世界，仿佛近在眼前⋯⋯”

音乐产业不管如何发展，都由音乐核
心的音符五线谱决定，音乐内容的打造形
成了音乐经营的基础。

我国音乐产业涉及广泛，但在音乐产
业里最核心的部分有多少？上海国家音
乐产业基地负责人、上海新汇文化娱乐集
团副总裁臧彦斌认为，我国的现有声乐作
品都特别强调唱功，比较片面，需要认识
到作品本身，包括编曲、词曲等都是很重
要的。

美国录音界与世界音乐界最重要的
奖项之一，“格莱美”从来都是一个综合评
奖，不是单独依靠唱功。音乐作品包括里
面有大量的编曲、配器、词曲等元素，形成
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体系。我国具有悠久
的音乐发展史，但是我们的音乐似乎还不
具备国际范儿。而非洲音乐，漂洋过海，
代代相传，已经被欧美国家接受。

“要把创作的这条路线去做好，鼓励
更多的年轻人去做。我觉得应该是用三
条标准来衡量一个音乐作品能否立足，即
独创性、民族性和时代性。”臧彦斌说。

除了让音符活起来，音乐产业更是抓
住了当下潮流，运用互联网不断拓宽着音
乐界限。

乐童音乐 CEO 马客认为，传统音乐
产业正在经受互联网的冲击，想要“赚
钱”，要回归音乐行业收入的两个主要来
源——音乐人和音乐本身。对音乐人的
追随会产生“粉丝经济”效应，而未来数字
音乐也会以某种让人们愿意付费的方式
出现。

其实，音乐产业的市场体量比电影更
大，只是大家对它的认识普遍局限在版权
层面。事实上，每年演唱会的收入才是大
头。乐视网中华区副总编辑、乐视音乐总
监尹亮表示，“中国演唱会票房总额，应该
是不低于 200亿元的”。

在尹亮看来，音乐并不等于版权，而
是从艺人到内容生成、营销、版权、经纪行

为等一个完整产业体系，如何通过互联网
手段让音乐产业体现出其全部价值，是音
乐的“经营之道”。

与科技合唱

音乐经营者已经不满足于通过互联
网展现音乐，也在试图让互联网思维融入
音乐。今年 8 月份，乐视音乐将汪峰鸟巢
演唱会做成 O2O 模式，上线 12 小时内直
播订购人数 6000 人；上线第一日付费人
数 15000 人；8 月 2 日直播结束时付费人
数 48000 人；直播项目付费回看总人数
75000 人；预售加回放共售出 7.5 万张门
票⋯⋯

汪峰演唱会的案例是演出内容在线
上和线下都具备一个体验标准，同时产生
线上、线下都有的相应的价值和探索。一
场传统的线下演出怎么跟线上做更多的
互动？无论什么演出都是让观众看的，需
要更多的观众参与到全流程中来。

“音乐行业一直以来有点过于封闭，
无论是内容生产的过程还是活动举办的
过程都是把客户隔离在外的，现在这个社
会完全可以有更先进的跟用户和乐迷交
互的方式。”尹亮说。

行业数据也证明了大众参与的音乐
消费会是下一步产业发展的方向。以服
务普通消费者为核心的数字音乐、卡拉
OK 行业的市场规模较大，充分说明最受
消费者喜爱的音乐产品和服务需要包含
参与、体验、娱乐、社交等增强用户黏性的
元素。如何使纯粹的音乐作品与文化体
验、商业娱乐等行业进行融合发展将成为
中国音乐产业未来挖掘潜在市场空间的
重要路径。

网易音乐高级总监、著名乐评人王磊
表示，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去拥抱这个
潮流。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增加音乐产业
的营收，一是游戏联营，音乐与游戏联营，
能为公司带来很大收益，而网易收入的
80%就来源于游戏；二是打击盗版，推行
付费音乐的模式，这对音乐人、唱片公司、
网站都是很好的方式；三是开拓与音乐相
关的周边硬件产品；四是新模式的创新，
比如演唱会的线上直播等。

音乐与科技第一次深度交互是苹果
跟互联网，它制造了 iPod 跟 iTunes 之间
的联系。未来，音乐与科技之间的联系会
发生什么？

原巨鲸音乐网总裁、现星聚科技总裁
陈戈认为，用科技与互联网的手段改变整
个音乐产业，新的音乐产业的链条和平台
一定是一个全新的景象。无论是音乐的
演出、音乐相关的硬件、内容，还是其他的
衍生品或纪念品，5 年之内对传统链条的
颠覆一定会发生。

到宁夏，宁夏移民博物馆值得一观。
远看宁夏移民博物馆，这座黄白相间的

大型建筑在晴空下显得分外厚重。这里的黄
色代表黄河文化，白色则象征回族文化。在
建筑风格上，回族文化元素与传统西北民居
砖墙拼花交相融合。博物馆外墙上的八块大
型主题性浮雕，依次是《开疆戍边》、《拓荒屯
垦》、《先民迁徙》、《支宁建设》、《移民开发》、

《扬黄颂歌》、《民族团结》、《前程似锦》，讲述
着各民族人民汇聚奋斗的故事。

走进宁夏移民博物馆，仿佛历史的厚重
之门被徐徐打开。我们可以更直观地感受
到，整个宁夏的历史就是一部移民开发建设
和民族迁徙史。外来人口的迁入和民族的迁
徙为宁夏带来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也成
就了今日宁夏五方杂处的多元文化结构。

宁夏移民博物馆占地 78000 平方米，是
宁夏第二大博物馆。博物馆主要分为三个展
厅，以时间为线索，通过对宁夏各民族移民文
化特点的艺术整合，采用实物、绘画、雕塑，大
型场景复原等多媒体艺术手段，展现宁夏移
民历史的演变。第一展厅为序厅，四周墙面
以大面积陶瓷壁画的形式，展现黄河水引进
亘古荒原后，各族移民安居乐业的场景；第二
展厅为宁夏移民史刻，主要展示从秦汉开始
至新中国成立前宁夏的移民开发史；第三展
厅为新时期宁夏新移民，主要展示新中国成
立后宁夏的移民状况。

自周朝至现代，移民在宁夏都是一个永
恒的话题。地处祖国西北内陆的宁夏，正好
处在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交
错地带，自商周秦汉以来，就因驻军和移民屯
垦戍边而闻名于世。古戎羌、北狄、鲜卑等民
族频繁进退于这个大舞台，成为各民族密切
交往的地区。明代以后，宁夏的各民族迁徙
大体稳定，汉、回两个民族成为宁夏民族的大
多数。到了清代，满族又成为宁夏的少数民
族。新中国成立后，宁夏继承了移民的历史
传统，建设初期的“支边”建设、“三线”建设等
都是我国新时期移民的缩影。

在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与中原统
治者移民于宁夏，是因为宁夏黄河灌溉农业
的经济地位和宁夏自身的战略地位所致。宁
夏水利的兴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衡量宁
夏发展的标志。

移民博物馆所在的吴忠市红寺堡区，是
新时期宁夏异地扶贫移民的成功典范。红寺
堡区的移民，大多来自宁夏南部西海固地
区。那里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十分恶劣，
水资源短缺，旱灾、冻灾、风灾等灾害频繁，历
来有“三年两头旱，十种九不收”和“苦瘠甲天
下”之说，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和集中连
片特殊困难地区，是全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
之一。

为从根本上帮助南部山区贫困群众脱
贫，1998 年，宁夏成立了红寺堡开发区，这是
我国目前最大的易地扶贫扬黄移民开发区，
也是国家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宁夏扶贫扬
黄灌溉工程的主战场。2009 年 9 月经国务院
批复设立吴忠市红寺堡区。10 多年来，移民
们在红寺堡谱写了一曲“沙丘起高楼，荒漠变
绿洲”的开发建设壮歌。

有数据显示，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宁
夏已累计搬迁安置移民 103.47 万人，移民搬
迁人数占全国搬迁移民总量的八分之一，仅
次于三峡移民总数。

宁夏素有中国的“微缩盆景”之称。这里
有古老深远的黄河文明，有驼铃阵阵的大漠
风光，有独具特色的回族风情；这里曾是金戈
铁马的塞外边关，见证过西夏王朝的兴衰成
败，经历过中原文化与游牧民族的碰撞与融
合。这里的人们，正用勤劳的双手谱写宁夏
发展的新篇章。

让 音 符 跃 动 起 来

□ 孙 璇

☞ 2013年中国音乐产业市场总规模达到2716.56亿元

☞ 无论是音乐的演出、音乐相关的硬件、内容，还是其他的衍

生品或纪念品，5年之内对传统链条的颠覆一定会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