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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讯

评弹评弹

新华社电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6

月 26 日与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签订合

作协议，双方将于 11 月在香港故宫文化

博物馆推出特展“古埃及文明大展：埃

及博物馆珍藏”。

据介绍，该特展将于 2025 年 11 月 20

日至 2026 年 8 月 31 日亮相，汇集 250 件

来自 7 间埃及重要博物馆的珍贵藏品，

涵盖法老与诸神雕像、浮雕、石碑、黄金

饰物、大型成套木乃伊棺和动物木乃伊

等，展品年代距今约 7300 年至 2000 年不

等。所有文物均首次在香港亮相，当中

不少更是首次在埃及境外巡展。

此外，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还将精

选一批中国古代文物，与埃及文物展开

对话和交流，呈现世界两大古文明的发

展和特色。签约仪式当日在香港故宫

文化博物馆举行。香港西九文化区管

理局行政总裁冯程淑仪表示，该展览不

仅是一个向中外观众呈现古埃及文明

及文物瑰宝的绝佳机会，更是中埃文化

交流的重要里程碑，充分体现香港故宫

文化博物馆致力促进世界文明互鉴的

理念。

新华社电 “兵马俑—陕西秦汉文明”

展览6月25日在西澳大利亚州首府珀斯的

西澳大利亚博物馆举行开幕式和预展。

展览分 7 个展区，以 2000 多年前的

古代中国为历史背景，在不同主题下展

出饰品、器皿、乐器、武器等上百件文

物，并通过数字技术，让观众沉浸式体

验展品背后的故事，最终通向展览的核

心——真人大小的兵马俑和华丽战车。

展览中有诸多互动设计，如通过平板电

脑为兵马俑复制品绘制颜色，还有数字

沙盘、虚拟墓穴等装置。

据介绍，此次展览是西澳大利亚州

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博物馆展览，预

计将吸引约 18 万名观众。

西澳大利亚博物馆首席执行官亚历

克·科尔斯表示，此次展览将是澳中两

国文化合作的一个重要范例，将加深澳

民众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理解，促进西

澳大利亚州与中国在经贸和文化等领域

的交流。

西澳大利亚州创意产业部长西蒙

娜·麦格克在开幕式上说，展品中有一

件天鹅造型的青铜器，而黑天鹅是西澳

大利亚州的象征，展品中包括这件文物

对西澳大利亚州来说意义非凡。

中国驻珀斯总领事龙定斌表示，这

次展览将进一步拉紧中澳人文纽带、深

化文明对话，为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注入

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

献新力量。

本次展览由陕西省文物局主办，西

澳大利亚博物馆与陕西省文物交流中

心、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联合举办。展览

将于本月 28 日正式向公众开放，持续至

2026 年 2 月 22 日。

在近日举行的 2025 四川省研学旅

游推进大会上，“古蜀文明文物主题游

径”正式发布。古蜀文明文物主题游径

包含“古蜀源流”和“文明之光”两条主

题线路，主要依托宝墩古城、三星堆、金

沙三大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串联重要文

物遗存，结合遗址博物馆，展示古蜀文

明的历史进程与文化内涵。

“古蜀源流”主题线路西起茂县营盘

山遗址，东至广汉三星堆遗址，串联汶

川姜维城遗址、都江堰芒城遗址及中国

羌族博物馆、汶川博物馆、三星堆博物

馆、什邡博物馆等场馆，展现古蜀人从

川西高原走向岷江、沱江流域的自然地

理变化，阐释古蜀先民在文明演进中与

自然环境持续互动的文明韧性与伟大智

慧。“文明之光”主题线路串联宝墩古城

遗址、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结合四

川博物院、成都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

馆等重要文物陈列场馆，从城市营建、

农业发展、手工匠作、文化交流等方面

全面展现辉煌的古蜀文明，向公众阐释

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组

成部分。四川省文物局将结合大遗址保

护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继续探索古蜀

文明遗址保护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让大遗址承载的文明特质和文化底蕴更

加可知可感，为文旅融合、乡村振兴与

城市更新提质赋能。

周洪双 李晓东

近日，晋江文学城与哇唧唧哇

（霍尔果斯哇唧唧哇娱乐文化有限公

司）因短剧版权纠纷冲上热搜。晋江

文学城方面先是发布声明称，仅向哇

唧唧哇授予《偷偷藏不住》的网络剧

改编权等相关权利，未授权网络微短

剧改编权。哇唧唧哇回应称，合同中

定义的“影视”，指由真人演绎而成的

电影、电视剧、网络剧、网络电影，其

中“网络剧”指通过互联网仅在视频

网站上公开播放的连续剧。

综合前期相关报道信息来看，这

起版权纠纷过程比较复杂：《偷偷藏

不住》经晋江文学城代理由作者授

权给哇唧唧哇使用，2019 年签订过

相 关 合 同 ，2024 年 签 过 补 充 协 议 。

但合作中暗藏的一定漏洞与风险，

在不涉及利益冲突时，可能不易被

发现也不太被重视，一旦涉及较高

的利益冲突，就会出现抠字眼式的

合同纷争。

晋江文学城于 6 月 25 日下午再

次发布补充声明，透露了更多信息：

双方 2019 年签订的主合同已于 2024

年 8 月 24 日终止；在 2024 年签署的

补充协议中提到，如剧集在相关广

播电视主管部门备案的项目类别与

其所获授权类型不一致等，将被视

为擅自使用合同未授予的权利；《偷

偷 藏 不 住 之 许 你》是 以“ 网 络 微 短

剧”类型进行申报并获批，且在开机

和杀青时均未告知晋江文学城及作

者；哇唧唧哇的一些行为明显超出

主合同及补充协议明确授予的权利

范围。

如果 晋 江 文 学 城 的 相 关 声 明

内容全部属实，那么其与哇唧唧哇

的 版 权 纠 纷 其 实 也 就 没 那 么 复 杂

了 ——只要搞清楚《偷偷藏不住之

许你》是不是网络微短剧，就能明白

谁有理。

公开信息显示，2020 年 8 月，国家

广电总局在备案系统新增“网络微短

剧”版块，将网络微短剧正式纳入视

频剧集赛道。同年 12 月，国家广电总

局发布《关于网络影视剧中微短剧内

容审核有关问题的通知》，将微短剧

定义为单集时长 10 分钟以内的网络

影视剧，微短剧成为继网络剧、网络

电影、网络动画片后第四种官方认可

的网络影视作品形态。2022 年 12 月，

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有关通知提到，

网络微短剧的特点包括单集时长从

几十秒到 15 分钟左右、有着相对明确

的主题和主线、较为连续和完整的故

事情节等。

根据上述信息，界定一部剧究竟

是不是微短剧是不难的。首先，时长

是个硬数据，这个一目了然；其次，网

络微短剧是独立的网络影视作品形

态，与网络影视剧并列，网络影视剧

是否可以将网络微短剧涵盖在内，是

有所参考的。

之所以晋江文学城与哇唧唧哇

在社交媒体上起纷争，最初恐怕双方

还是停留在按行业惯例解释的层面

上。影视行业的确也存在这样的状

况，不少从业者对于新兴的作品形

态仍存在新旧认知的矛盾与冲突，在

观念更新与统一方面，有待产生更多

共识。

跳出晋江文学城与哇唧唧哇的

版权纠纷来看，快速增长的微短剧市

场 的 确 是 块 充 满 吸 引 力 的 领 域 。

《2024 年中国微短剧产业研究报告》

显示，2024 年我国微短剧市场规模已

攀升至 505 亿元，首次超过电影票房

规模。这一背景下，谁能抓到优质

的 作 品 版 权 ，谁 就 能 分 得 更 多“ 蛋

糕”。在对优质版权的争夺过程中

难免出现摩擦，但公众舆论与行政

机构都认可这样一个核心标准：对

原创权利的保护不能丢。此外，版

权使用的规范化、合作各方利益的

明确化、纠纷解决的程序化，也需尽

快步入正轨。

目前，晋江文学城与哇唧唧哇的

版权纠纷还停留在分歧阶段，最终或

会以和解的方式结束。但由此也给

行业提了个醒，在签署合作协议时如

何做好协商，不妨把丑话说在前头，

比如进一步细化授权事宜，明确合同

涵盖“微短剧（限定时长）”或单独授

权，或者将平台审核前置，播出平台

需核验版权链条等。

目前微短剧还处于较快增长的

环境，行业其实可以先自行规范起

来，想实现合作方多赢，需要从业者

多付出一些智慧，少一些合同或口头

纷争。

山野天籁钻进心里
群山环抱的三宝侗寨，是杨想

妮生长的地方。这里虽然不算传

统侗族大歌的核心流传区，但文化

的血脉却以另一种形式流淌——

爷爷收藏的厚厚一摞侗歌光碟，为

她打开了通往古老音乐世界的大

门。“那些声音像流水、像蝉鸣，一

下子就钻进了心里。”杨想妮说。

侗族大歌是侗族“三宝”之一，

侗族地区有“饭养身，歌养心”的说

法，侗族人把唱歌看得与吃饭同等

重要。传统侗族大歌是无伴奏、无

指挥的多声部合唱，这种以歌代文

的传承方式，承载着侗族人民对自

然、社会和生命的认知。它记载迁

徙历史，传递生产智慧，维系族群

认同，在无文字的历史长河中，成

为侗族人传承文明的“有声史书”，

2009 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大多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是

从小耳濡目染学习技艺的，与此不

同，杨想妮走的是“专业化”路子。

由于当地非常重视民族文化的保

护与传承，20 世纪末便开展了“民

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杨想妮在小

学就加入了学校的侗族大歌兴趣

班，“这就像现在的课后延时服务，

除了侗族大歌，还有芦笙、刺绣等

课程。”杨想妮的嗓音清亮如泉，穿

透力十足，从小学到初中，她一直

是侗歌班的领唱。

到了高中，在老师的建议下，

杨想妮决定将这门自己热爱的艺

术变成专业，通过艺考，她进入贵

州大学音乐学院学习。大学课堂

解开了侗歌背后的乐理密码，让她

意识到，那些祖辈口耳相传的旋

律，竟蕴藏着精妙的复调结构和自

然和声。专业的声乐训练也让杨

想妮的歌唱技巧进一步提升，“气

息训练提升持久度，唱歌更稳了。”

4 年的系统学习让山野天籁与系统

的现代音乐教育碰撞融合，为杨想

妮日后的创新埋下伏笔。

换一种方式让更多人听见
2022 年，杨想妮回到家乡，一

开始加入了朋友的摇滚乐队，但她

始终放不下侗族大歌，不久便和同

伴一起创建了“舞乐蝉歌”乐队，尝

试“侗歌+”。

杨想妮将经典侗歌《蝉之歌》

改编为雷鬼风，节奏轻快的新版本

在中学舞台大受欢迎，却引来寨老

质疑：“老祖宗的歌能这么改？”面

对争议，杨想妮态度坚定：“传统不

是标本，只有让年轻人觉得‘酷’，

它才能更有活力”。

转机出现在 2023 年，乐团收到

了游戏厂商米哈游的配乐邀约。

“刚开始有点犹豫，担心传统侗歌

与游戏风格不搭。”杨想妮说，“但

转念一想，这不正是让年轻人接触

侗歌的好机会吗？”最终，配乐《蝉

喓歌》大获成功——2024 年，她们

受邀到上海参加游戏公司的演唱

会，台下上万名 00 后观众高喊“侗

族大歌 YYDS（永远的神）”，让杨

想妮热泪盈眶。“那一刻我意识到，

传统音乐与现代文化碰撞，能产生

意想不到的火花。”杨想妮说。

更大的挑战则是为电影《哪吒

之魔童闹海》创作。2024 年夏天，

杨想妮收到一份神秘的合作邀请，

直到签署保密协议后才得知，她们

要为这部现象级动画电影配乐。

为了让侗族大歌与电影的东方奇

幻风格完美融合，在录音室，杨想

妮和团队反复打磨，在保留“独高

众低”传统唱法的基础上，创新性

地采用高低声均衡的形式，并融入

侗语发音的独特韵味。

质疑仍然存在，有人认为这不

是侗族大歌。“不能刻板地用既定

特点来定义侗族大歌。”杨想妮说，

“我们的唱法、转调全都来自侗族

大歌。唱侗族大歌很讲究，有‘引

子’部分，通常表示尊重，电影配乐

也类似‘引子’。”

杨想妮认为，为了契合电影场

景和剧情，需要对传统侗族大歌进

行适当改编，也可以尝试与其他音

乐融合，“传承不是一成不变，而是

让古老的艺术在新的时代找到新的

表达。我们保留了侗歌的灵魂，只

是换了一种方式让更多人听见。”

找到出路一代代传承下去
2023年起，杨想妮利用周末时间

在榕江县乐乡村开设公益侗歌课堂，

用手机录制教学视频传到网上，让孩

子们在有趣的学习中感受侗歌的魅

力。“我们是‘双语’教学，有汉语和侗

语两个版本，让孩子们不仅会唱，还

能理解歌词里的故事。”她说。

与此同时，为了抢救濒临失传

的侗歌，杨想妮发起“寻歌计划”，

带着乐团成员深入黔东南的苗乡

侗寨，拜访老歌师，记录下数十首

珍贵的古歌。“有些歌只有几位老

人会唱，如果不及时记录，可能就

永远消失了。”

老人们非常支持杨想妮的计

划，“有时候一录就是几个小时，他

们把自己会的歌都倾囊相授。”临

走时，老人还会问，“下次什么时候

来，要尽早啊！”老人的这句话，让

杨想妮不得不加快寻歌步伐。

在杨想妮看来，侗族大歌要真

正传承下去，必须让它形成产业，

产生经济价值，吸引年轻人主动参

与。2024 年，她与朋友合作创立非

遗工作室，打造“非遗研学+文旅”

的模式。研学团队可以深入侗寨

听大歌、体验苗绣蜡染。“过去游客

只来拍照，现在他们学唱歌、做苗

绣，村民开民宿、卖手作，文化变成

了实实在在的收入。”杨想妮说。

《哪吒之魔童闹海》上映后，

“舞乐蝉歌”乐团获得了大量关注，

更多演出、商业合作邀约纷至沓

来。乐团成员因此不仅能靠唱侗

歌养活自己，还能反哺公益课堂和

寻歌计划。“我们有的成员在拿到

第一笔收入后，给妈妈买了礼物。

感恩家人，让我们做的事情变得更

有意义。”杨想妮说。

这次在埃及开罗的演出，他们

不仅演唱传统的侗族大歌，也演唱

改编后的侗族大歌，还与埃及歌者

对歌互动。“我们想让海外观众了解

到，我们民族的音乐是与时俱进的，

是可以和世界对话的。”杨想妮说。

从深山侗寨到国际舞台，从公

益课堂到商业合作，杨想妮用青春

和热爱，让侗族大歌焕发出勃勃生

机。杨想妮说：“侗族大歌不是博

物馆里的展品，而是活着的文化。

我们要找到出路，让它走向大众，

一代代传承下去。”

陈隽逸

香港故宫文博馆将举办
古埃及文明大展

“兵马俑—陕西秦汉文明”
展览亮相澳大利亚珀斯

古蜀文明文物主题游径正式发布

图片新闻

连日来，上海芭蕾舞团正加紧排练原创芭蕾舞剧《百合花》。该剧根据作家茹志

鹃 1958 年发表的同名短篇小说改编，由作家王安忆担任编剧，王舸执导。作品以苏

中七战七捷为故事背景，将于 7 月 18 日至 20 日在上海大剧院迎来首演。

新华/传真

6 月 25 日，阿拉伯语配音版《哪吒 2》在沙特首映。图为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观

众在《哪吒之魔童闹海》的宣传展板前拍照留念。 新华/传真

期望微短剧版权之争能促进行业规范
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舞乐蝉歌”乐团创始人杨想妮——

让侗族大歌“酷”起来
首个文明对话国际日之际，来自贵州省榕江县三宝侗寨的“舞乐蝉歌”乐团带着侗族大歌走进埃及。从《心

心相印》到《侗歌唱村超》，无伴奏的多声部和声惊艳了开罗观众。
早在今年初，“舞乐蝉歌”乐团就已走红网络。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中有这样一幕：五彩莲花缓缓绽放，空

灵婉转的吟唱如山间薄雾般弥漫，观众顿觉仙气飘飘。这充满东方神韵的天籁之声，也来自“舞乐蝉歌”乐团。
当侗族大歌被越来越多人听见，“舞乐蝉歌”乐团创始人、95后姑娘杨想妮倍感欣慰。从侗寨里清亮的童声，

到配乐游戏、电影，再到“出海”演出，这一路，杨想妮走了20来年。

◀杨想妮在侗寨教前来研学的孩子们唱侗歌。 新华/传真

▶“舞乐婵歌”乐团

在埃及演出。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