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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经过数字时代的大浪淘沙，磁带和 !"已
几乎无人问津，而沉寂许久的黑胶唱片却出
人意料地迎来了新的春天。上海音乐学院去
年 #$月 $%日与中唱（上海）有限公司签署合
作协议，内容包括创办上音国际唱片品牌，推
动中国音乐作品在海外出版发行，首批成品
将以黑胶、!"、"&" 等为载体于今年 ' 月亮
相法国戛纳国际音乐博览会。在上海，黑胶正
从小众玩家的家中走出，走进广阔的都市文
化空间。

爱乐情怀
古典音乐发烧友周君来与黑胶唱片的情

缘源于 ()多年前的一次意大利之旅。当时他
下榻的酒店对面恰好是一家黑胶唱片店，这引
起了他对歌剧黑胶唱片的兴趣。老板一开始
对他很没礼貌，生怕那些头版黑胶被挑走，说
这些唱片已被人全订购了。于是周君来便夸
老板长得像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佳克米
尼，老板一乐，终于拿出很多好品相的头版黑
胶让他挑选。周君来也因此拥有了人生的第
一张黑胶唱片———玛丽亚·卡拉斯演唱的《拉
美莫尔的露琪亚》。
从此以后，周君来不知不觉地收藏了上千

张黑胶唱片，家里的一间卧室也被改造成了“唱
片间”。对他来说，$)世纪歌剧黄金年代的歌唱
家最完美和最真实的声音都留在了黑胶唱片
里，虽然现在各个音乐网站都有数字版，“但出
来的声音电子味儿特别重，严重失真了”。
对音乐网站主编凡木来说，在网速和手速

的激烈竞争中幸运地抢到一张“首版限定”，或
在大大小小的唱片店里兜兜转转找到一张绝
版存货，是最值得回味的。

文化推广
"*+,-&+.-,（以下简称 "&）曾经只是一家

线上黑胶唱片店，去年，经营者小饼与她的团
队终于在静安区的一栋小楼里开了间线下工
作室。在这里，黑胶爱好者们可以自由试听那
些感兴趣的唱片，其中不乏典藏级的名盘。工
作室还不定期地举办迷你工作坊和唱片集市，
音乐爱好者可以在这里进行音乐视频节目和
电台节目的录制。

上海另一家有名的唱片店 /0123. 也与
"&有着密切合作。小饼的团队和 /0123.的经
营者为了推广黑胶唱片文化，一起做了份免费
读物《唱片日常》，分享国内外的音乐及唱片资
讯。《唱片日常》基本上两个月一期，乐迷在网
店任意消费或到国内一些唱片实体店即可获
取，目前已经出到第 45期。《唱片日常》里介绍
的唱片并不局限于店内售卖的盘，而是以主创
团队以及约稿嘉宾的喜好为主，因此吸引了不
少乐迷。

商业考量
去年，青年爵士小号演奏家李晓川在上海

录制了他的首张黑胶唱片《上海速写》，从爵士
的角度用音乐记录他在上海的生活感受，黑胶
介质为简洁与干净的音乐又赋予了几分强烈
的层次空间感。
用黑胶唱片来传播音乐，其中既有对黑胶

唱片的情怀，也有复苏黑胶唱片的商业考量，
“听黑胶的感觉与听 !" 或 675 的感觉都不
一样，目前也没想过要做 !"，因为这些音乐挺
适合以黑胶的形式存在。”李晓川说。去年底，
《上海速写》第一批唱片迅速售罄，目前，第二
批也将订完。
越来越多像李晓川这样的音乐人，选择以

实体黑胶唱片来做专辑，沪上不少文娱空间也
将黑胶文化融入商业经营，比如将菜单做成黑
胶唱片形状并售卖唱片的咖啡馆以及可以听
黑胶唱片音乐的酒吧等，黑胶唱片在再次焕发
生机的同时，也为不少商业场所吸引了一批拥
趸。

见习记者 赵玥 吴旭颖

! ! ! !本报讯（记者 朱渊）为期四天的“上海市舞台艺
术精品创作———$89:年度剧本研讨会（下半年）”昨
在沪落下帷幕。在参与专家“会诊”的 9%部剧目中，现
实题材作品和红色题材作品占了 ;)<。未来，不但现
实题材、红色题材将被进一步深入挖掘，历史题材、本
土题材也将成为上海舞台艺术作品的创作方向。

在 (8#:年度重点选题中，现实题材作品和红色
题材作品尤为亮眼。其中，既有讲述习近平总书记知
青生涯中平凡故事和朴素情感的评弹《梁家河纪
事》，也有表现中国首架自主研发大飞机 !=#=诞生
过程的话剧《追梦云天》；既有表现浦东开发开放与
普通人观念转变的淮剧《浦东人家》，也有回溯中共
建党时期先行者峥嵘岁月的话剧《新青年》、歌剧《晨
钟》，更有以普通市民视角看待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
的音乐剧《上海·#=(#》，讲述国歌作者在上海从事革
命文艺活动的歌剧《田汉》，以及革命历史题材舞剧
《七月的栀子花》和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等。

从 (8#'年的选题研发，到 (8#:年的剧本创
作，(8#;年将是这些选题和剧本被大量推上舞台
的一年。通过为期四天的分组讨论、聆听专家意见，
各剧目主创将在夯实一度创作的基础上，跟进二度
创作的组织与实施，确定时间表，制订路线图，有计
划、有目标地推进创作，争取在今年推出一批立得
住、传得开、留得下的舞台艺术精品，共同塑造响当
当的“上海品牌”。

会议还指出，要打造艺术“高峰”，打响“上海
文化”品牌，还需上海的创作者们在新时代交响、民
族歌剧、本土歌曲上狠下功夫。此次分组讨论中唯
一主题论坛“新时代的交响乐”，集结全国优秀作曲
家、指挥家，共同探讨如何用交响乐这一“国际语
言”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而在参与研讨的剧目
中，上海歌剧院的《晨钟》《田汉》和《天地神农》，让
人们看到了上海歌剧工作者在“中国民族歌剧传承
工程”上的持续努力。
与诸多舞台巨制相比，一首好歌体量虽小传播

力却相当巨大，作为最具大众性的艺术作品，好歌
可以被持久传唱，其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是其他艺术
作品难以取代的。上海如今仍欠缺一批关注时代、
关注生活，具有较高艺术品质，从真情实感出发，能
“口口相传”的好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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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乐迷藏品变为文化"潮品#

打响 品牌上海文化

! ! ! !评弹"梁家河纪事#$上海评弹团%

话剧"追梦云天#$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话剧"家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滑稽戏 "皇帝不急急太监#$上海滑稽

剧团%

歌剧"晨钟#$上海歌剧院%

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上海芭蕾舞团%

舞剧"七月的栀子花#$上海歌舞团%

京剧"浴火黎明#$上海京剧院%

话剧"大清相国#$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淮剧"武训先生#$上海淮剧团%

交响乐"敦煌#$上海交响乐团%

歌剧"天地神农#$上海歌剧院%

歌剧"炎黄曲#$上海爱乐乐团%

沪剧"董竹君#$上海沪剧院%

音乐剧 "犹太人在上海#$徐俊文化艺

术有限公司%

! 黑胶唱片市场渐成规模

黑胶唱片
“焐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