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某知名歌手翻唱自民歌改编的《康

定情歌》被起诉。虽其旋律与原版本《康定情

歌》基本相同，但是在歌词上进行了篡改，而这

种篡改被原始著作权人所不接受，认为是严重

扭曲了原作的风格和韵味。类似的例子还有

很多，如由民歌《韩秀英》改编的《敖包相会》、

由民间小调《孟姜女》音乐素材提炼升华的《浏

阳河》近年来就经历过多起版权纠纷。在很多

人的印象中，民歌就是口耳相传的民间艺术，

谁都可以唱，怎么翻唱会“翻车”呢？

民歌的创作和改编涉及多种法律关系，其

中一种是，创作者自己创作或者在原民歌基础

上改编的歌曲，根据著作权法规定，这类歌曲

的著作权属于改编民歌的作者。这其中又有

词曲分别属于不同作者的情况，作曲者作词者

享有对其付出劳动的部分署名的权利，在特定

的范围内对作品享有著作权。歌手如果翻唱

或改编，需要符合法定许可的条件或者取得著

作权人、音著协的授权。任何人利用已有文艺

作品进行再创作，都需要首先明确所创作作品

的出处，只有这样才能规避侵权，体现出对原

作品的尊重。

对于世代流传、原作者已无从考证的民

歌，从著作权角度来看，属于进入公有领域的

作品，不受现行著作权法的保护。歌手可以合

法翻唱改编，但不得以歪曲、丑化、恶搞的方式

演绎。这是因为，一个社会群体的民间曲调虽

然不属于某一成员，但又与每一个成员的权益

息息相关，该民间群体中的任何成员都有维护

本群体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受侵害的权利。

这样看来，民歌的价值实质上包含了不同

层次和不同类别的劳动。用科学技术研究打

个比方，研发某种新技术往往是由基础研究开

始，经过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最后把新技术

应用于生产过程。这里包含有基础研究、应用

研究和开发研究三种不同层次的劳动。基础

研究的成果就是新概念、假说和理论，通过一

系列的研发转化，在各种有关技术中体现出巨

大的价值。实际上一个具体的科学技术凝聚

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的劳动，它

的价值也应该包括在不同层次上人们所付出

的劳动。

歌曲创作和科学研究同属知识劳动，其重

要特点就是它可以无偿或低成本地吸收前人

的劳动成果。除了那些具有著作权的作品和

专利技术以外，对一般性的知识成果，都可以

通过免费和支付少量报酬的方式获取，创作者

可以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和提高，从

而创造出新的成果。知识劳动者在这方面所

创造的价值不可估量。

从这个意义上说，翻唱民歌是有价值的，

属于经典的再创作，价值的再发现，在守法合

法的基础上，应该被宽容对待。民歌曲调优

美，歌词生动，易于传唱，感情真挚，它承载了

民间群体的悠长历史与共同记忆。在流行神

曲大行其道的今天，民歌往往显得老旧和“土

味”，有歌手对其重新演绎、改编，与流行音乐

结合，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这种翻唱让民歌

重新流行起来，本是一件好事，但如不注意厘

清民歌相关知识产权，会造成著作权纠纷，甚

至惹官司上身。

翻唱改编民歌不是错，错在无视和践踏他

人的合法权利，而这往往为流量和变现的急功

近利所致。目前，随着社交网络和视频平台的

扩张，网络翻唱作品爆发增长，有必要引入区

块链等新技术，以解决巨量的知识产权登记、

版权查阅、内容侵权监测和确权、知识产权保

护和交易等痛点，既有助于维护原创权益，也

便于人们基于已有文艺作品进行再创作。文

艺作品的生命在于创新，不论原创还是再创

作，都要有更多的匠心与努力打造经典、再造

经典。

民歌翻唱不“翻车”

合法再创作是价值实现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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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底，吴季先生的新作、科学出版

社出版的首部科幻小说《月球旅店》在第一

届中国空间科学大会上引发热议。《月球旅

店》描写了人类在阿波罗登月之后，通过商

业航天的途径，采用几乎是现有技术能力

如何实现到月球旅游的过程。

吴季先生是一位知名航天科学家，《月

球旅店》是他写作的第一部长篇科幻作品，

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我已经很久没有读

到这样的“硬科幻”了，它非常吸引人，有的

篇章段落让我找到当年读英国科幻作家阿

瑟·克拉克小说的感觉。

该书畅想的故事设定发生在 21 世纪

中期，由中国牵头、联合世界各国开发月球

旅游的故事。确切来讲，它通过具体描述

一次为期六天的月球之旅，向我们展现了

整个月球旅游的详细过程，读来感觉仿佛

亲自到月球上走了一趟。

但是，这并不是一本旅行指南，它有着

极强的技术性，仿佛是一本“月球载人飞行

工程手册”。吴季先生以他长期的航天科学

深厚累积，为我们讲解了月球旅游的三大系

统难题：如何实现地月运输系统、通信系统

和能源系统的构建。这些内容既充满想象

又脚踏实地，从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

不厌其烦地描述了各个细节，这可不是闭门

造车或仅靠读几本科普书就能写出来的。

《月球旅店》好像是中国版的《天堂的喷泉》，

后者是阿瑟·克拉克描绘的太空电梯。

这也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科幻作品，

展开了对未来场景的丰富想象，精彩纷呈，

让人目不暇接。比如各国乘客搭乘旅游飞

船的旅行及观感，他们与月球上归来的前

一批旅客的交接，月球旅店的形状、位置、

构造和颜色，“月日”和“月夜”的旅行之不

同。在月夜中观看最壮观、最灿烂的地球

以及其带给人的心灵震撼，月球上的两天

参观活动，转运系统的分部建造场面，中转

站上的装饰布置，转运飞船上的消遣方式，

昆仑山上的一万五千米的通信高塔……这

些大胆的想象，全部建立在深厚的科学知

识基础上，细节之充沛到让人惊讶。

该书中涉及的知识领域众多，从科学到

人文，从技术到商业，应有尽有，包括太空、航

天、通信、能源、地质、工程、建筑、旅游、经贸、

金融……作者逐一道来，剖析细节，深入浅

出，让人沉浸在憧憬和思考之中。

正如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评价说，《月

球旅店》绚丽的科幻想象建立在真实严谨

的技术细节上，展示了科幻小说最本原的

魅力，充满了对太空开拓的深沉的情怀。

“这是我们一直期望看到的集科幻与科学

传播于一体的科幻小说，开辟了科幻作品

的新维度。”

该书也是作者爱国情怀的一种体现。

它从一个侧面描述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

未来：这个国家怎样从一穷二白发展到可

以上天入海、穿越星空，普通人也能到月球

上去旅游。它讲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发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到了决定

性作用，而政府的作用也得以更好的发挥，

这便把以前主要为国家任务服务的航天工

业拓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空间。根据书

中的描述，这样一个转变的意义是极其重

大的。正是坚持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前行，中国才得以实现自身超越，做到其

他发达国家也做不到的事情。“新航天”如

果能在中国发展起来，就为未来中国经济

的持续发展和创新型大国地位的巩固，提

供了一个有力引擎。

从该书中，我也看到了对推进改革和

扩大开放的呼唤，必须进行体制机制的深

度改革，这样才能把人的创造性最大限度

地发挥出来。书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人

物，便是那位为国家奉献了一辈子的航天

总工肖家远，他想在退休之后进入一个全

新的领域，从事航天的商业开拓，这看起来

是多么异想天开且大胆啊！他事业成功，

本可以安享晚年，做这件事仅仅是为了再

开辟一个新的领域，来推动人类的发展。

我理解，如果没有好的大环境，没有好的体

制机制的支撑，单凭个人的努力，是难以做

到的。我想，肖家远从事的非凡事业是可

以实现的，因为我已看到，中国的民营商业

航天在现实中崭露头角了。

未来世界的主流仍然是和平发展，仍然

是合作共赢，否则月球旅游只能成为泡影。

月球旅游项目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

际合作。作者在这方面的描写也十分精彩

和专业，读来让人觉得，月球必定是人类命

运共同体在未来的一个重大试验地。

尤其值得赞许的是，这个故事充满了

人文关怀，科学家的赤子之心、深厚的父女

之情，还有航天人的同事、朋友之谊，都跃

然纸上。王瑶的精美插画，也为文字插上

了艺术的翅膀。而贯穿全书的，竟然是《小

王子》这本书，它仿佛成了支撑书中人物的

思想行为以及整个故事的灵魂。这样一个

童话，与科技，与航天，与梦想，与生命，紧

密结合在一起，既温馨又热血。或许，科学

的背后，根本上还是文化。我们走向太空

这个最后的边疆，从根本上说，不是为了眼

前的一点点利益。月球旅游成为“新航天”

的第一个重大目标，这个意义很大，可能比

从月球上采集资源的意义还要大，我想，仅

仅从月面上回望一眼地球，我们的精神世

界就大大不同了。为了梦想的燃烧，为了

星辰宇宙的召唤，人类才可以一往无前。

我不禁想到鲁迅先生于一个多世纪前

把科幻介绍进中国时，首译的便是儒勒·凡

尔纳的《从地球到月球》。那时他在日本留

学，读到了日本人翻译的西方科幻小说，十

分感慨，彼时中国人对科幻知之甚少，西方

人的梦已经是海底两万里和人上月球。而

今可见这种“科幻梦”有着怎样的助推力量。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读到这本书、喜

欢这本书，从而更好地认识航天领域，认识太

空，更深入地了解我国航天人对未来的大胆

想象和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并激发出实现新

梦想所需的大无畏勇气和脚踏实地的精神。

我也希望，有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来创作

科幻作品，展示和激励我们的民族梦想。

从《月球旅店》看中国人的科幻梦

来过广州很多次，最惦记的莫过于这座城

市的美食和人间烟火。直到这次有机会穿街

过巷，寻访那些藏匿在市井深处的革命旧址，

才从老建筑里读出老广州的另一种味道。在

那近代以来乱世如麻的岁月，一大批革命先驱

就是在这座城，为探索救国道路前赴后继，在

广州的城市记忆里留下血染的风采。

广州市越秀区恤孤院路，一片小洋楼建筑

群洋溢着浓浓民国风情——阳光、阳台、盆栽

鲜花，特别适合文艺小青年拍照取景。可曾

想，1923年 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开会地

点就在这里。会址原为一幢两层砖木结构金

字瓦顶的房屋，坐西向东，一层南北两间分别

为会议室和餐厅，楼上为部分会议代表宿舍。

房屋在 1938 年被侵华日军飞机炸毁，2006 年

经考古挖掘，清理出会址墙基和残存地面，就

地保护修缮，现在可透过玻璃观看。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国民革命运动

迅 猛 发 展 ，为 配 合 北 伐 战 争 和 全 国 农 民 运

动，1926 年 5 月至 9 月，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

农民运动讲习所在番禺学宫举办。番禺学

宫在越秀区中山四路 42 号，是广州地区唯一

保留下来的学宫，与揭阳学宫和德庆学宫并

称 为 广 东 三 大 学 宫 ，始 建 于 明 洪 武 三 年

（1370 年），是明清两代的番禺县学和祭孔所

在地。置身古树下，遥想当年周恩来、恽代

英、肖楚女等在此环境清幽之地担任教员，

讲授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清风拂面，顿

生几分革命浪漫主义之感。

但革命的浪漫是血色的。当北伐战争席

卷半个中国，革命运动势头正猛，国民党反动

派突然调转枪口朝向昔日战友，大批共产党员

和革命群众被捕或被害。八七会议紧急召开

后，全国各地掀起一系列武装暴动，风雷激荡

的广州起义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动了。

“你们愿意参加广州起义吗？”广州起义纪

念馆门前的空地上，一场沉浸式话剧正在上

演，大家对演员的发问猝不及防，条件反射地

后退了一步，一位反应稍慢的大哥脱颖而出。

大哥被拉进起义军，现场气氛略显尴尬，大家

还没能适应这种沉浸式体验。随后，发放起义

装备，我主动接过斧子；征集起义军，我主动举

手参加，我们一行八人跟着演员跑上三层的阳

台，打出“广州苏维埃”横幅，唱起国际歌。那

一刻，热血沸腾，真有投身革命的慷慨之义。

整个过程中，观众参与度渐高，群情激

奋，有人自发喊出革命口号，我也在听闻肖

楚女、张太雷遇难时几度湿了眼眶。话剧结

束之际，演员带领大家集体举起右手，重温

入党誓词，我真正感觉到这场革命主题教育

是入脑入心了。参观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

“看哭了”。1927 年，广州起义中每一名牺牲

的同志，都化成木棉花在广州的街头绽放，

在新中国成立 70 年的今天，火红地装点着祥

和、繁荣的广州。

广州，是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

中国通向世界的重要门户。广州是革命的

城市，英雄的城市，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

年间，广州人民为反抗外国侵略和改造社会

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也 在 广 州 城 留 下 了 大 大 小 小 的 革 命 遗 痕 。

除上所述，还有黄埔军校旧址、三元古庙、杨

匏安故居等等——从这些地方出发，认识一

个近代革命的广州，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恤孤院路上的广州记忆

福邻摄

看戏是古人的主要娱乐方式。明清时

期的紫禁城内有很多戏台，其中规模最大

的是位于宁寿宫区域的畅音阁。畅音阁是

一座三层戏台建筑，从上到下的戏台名称

依次为福台、禄台、寿台，而寿台还有台阶

通往地下。每层戏台的面积约 200 平方

米，可容纳数百名演员表演。

皇帝、大臣及后妃为看戏的主要人

员，他们除了欣赏演员的表演外，亦需要

获得良好的听觉效果。不仅如此，皇帝

通常坐在戏台对面的阅是楼内看戏，其

位 置 与 戏 台 间 隔 一 个 数 十 米 宽 的 小 广

场 ，而 后 妃 们 则 在 戏 台 两 侧 的 廊 下 看

戏。古代没有扬声器或现代化的音响设

备，那么帝后如何能够清晰地听到乐器

的演奏声和演员的说唱声音呢？畅音阁

有着简单科学的“音响系统”，可满足各

个听众的需求，以下进行解读。

首先是空井的共鸣效果。现场勘察发

现，畅音阁寿台的木地板下有地下层。该

地下层与地面用木板隔离，仅留出入口，形

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地下层在中央及

四角各有一个地井，中间的为水井，其余四

个是空心土井。这四个空心土井，就形成

了畅音阁的“音响”，可产生共振，并形成共

鸣的效果。在日常生活中，共振是一种十

分普遍的自然现象。一个具有弹性的物体

在受到外力的作用之后便会发生振动，物

体的性质不同，其共振的节拍就有所不同，

而当外力的振动节拍与这个物体自身固有

的振动频率“合拍”时，物体便会产生大幅

度的振动。比如一个人荡秋千，另一个人

推，推的人只需每次秋千到达最高点的时

候施加一点力，就可以把秋千荡的很高。

这个事实表明：只需周期性的施加一点力，

就可以维持一个很大振幅的振动，前提是

施加力的频率必须符合这个系统本来的振

动频率。可见，共振就是利用振动频率的

“合拍”来有效地积聚能量而增强作用的效

果。畅音阁的四个空井就相当于四个共鸣

箱。共鸣箱的箱体和其中的空气，也可以

看作一种特别的“秋干”。当乐器或演员发

声时，会引起空井产生共振效果。但是空

井与秋干明显的区别，秋干只能和某种频

率发生共振，空井却可以同许许多多频率

发生共振。这样一来，不同演员、不同乐器

发出的不同频率声音，首先对四个空井进

行“推引”，很快使空井一起振动，然后它们

一起扰动空气，便有较大的声音向外传播，

起到了音响效果。实际上，这种音响原理

早在战国初期就得到了应用。如《墨子·备

穴》记载：古代士兵在城墙根下每隔一定距

离挖一深坑，坑里埋置一只容量有七八十

升的陶瓮，瓮口蒙上皮革，让听觉聪敏的士

兵伏在这个共鸣器上听动静，遇有敌人挖

地道攻城的响声，士兵不仅可以觉察到敌

人，而且还可根据各瓮瓮声的响度差可以

识别来敌的方向和远近。这种蒙上皮革的

陶瓮的扩音与畅音阁地下层的空井扩音的

原理完全一致。

其次是水井和藻井的混响效果。在这

里，水井是指位于畅音阁地下层正中位置

的水井，而藻井则是指位于寿台天花板正

中的往上凹进的构造。水井和藻井均能产

生混响的效果。声音在传播的过程中如果

遇到了障碍物会被反射回来，这种现象称

为声音的反射；被反射回来的声音再次被

我们听到，就形成了回声；若声源停止振动

后由于声音的反射使得声音依然在传播，

使我们还能在一定的时间内听到声音，这

种现象称为声音的混响。混响是重要的声

效方式，如果不加混响，声音会发干，听觉

效果就不佳。自然混响恰到好处，让人在

听觉上有愉悦感，合理的延时不仅不会产

生音染，还会让声音更加清晰。混响是由

于声反射引起的，而畅音阁的戏台主要通

过水井和藻井实现反射并产生混响效果。

水井的水位高低，可以调整混响音调的高

低。水井的水越多、则水井中形成的空气

柱振动频率越小，因而反射演员的声音越

低沉浑厚；相反，水井内的水越少，则水井

中形成的空气柱振动频率越大，所以反射

出演员的声音清脆明亮。另畅音阁的藻井

犹如一个倒扣的大缸，只不过不是封闭状

态。这种大缸可以将演员的声音汇集，再

集中反射出去，突出了声音的混响效果。

此外，畅音阁环形建筑布置方式能增

强声音的响度和强度。从平面布置来看，

畅音阁戏台两侧是大臣、后妃看戏的封闭

长廊，对面是皇帝看戏的阅是楼，整个建筑

群是一个封闭的环境。如《平定台湾战图

清音阁演戏图》描述的就是皇帝在承德避

暑山庄内的清音阁看戏的场景，其建筑布

局与畅音阁建筑群非常相似。这种封闭、

近似环状的建筑群布置有利于声音的传

递。戏台上演员的声音可在上述建筑的区

域内反射，有利于听觉接收。而紫禁城建

筑的建造通常是磨砖对缝的墙体和光亮的

琉璃瓦，有利于声音的反射，并减少声音的

吸收，使得各个听众产生良好的听觉效

果。这种建筑布置方式，既符合了建筑设

计美学要求，也利用了声音的反射特点，有

利于对声音的合理“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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