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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央视中秋晚会上，谭维维演唱了一首重
新编曲的 86 版《西游记》片尾曲《敢问路在何
方》。9月14日，《敢问路在何方》曲作者许镜清
发微博对此表示不满，认为这是不尊重版权和
原创作者的行为，且歪曲了作品本意。

在 13日晚播出的央视中秋晚会上，谭维维
演唱了由郭峻江重新编曲的摇滚版《敢问路在
何方》，面目全非的改编遭到网友吐槽。14日下
午，《敢问路在何方》版权拥有者、作曲家许镜清
发文表示：“中秋晚会刚结束，我接了不少电话，
收到不少私信，对于擅自改编《敢问路在何方》
的行为各种想不通，今年的中秋夜，我整夜未
眠！这种未经本人授权就擅自改编歌曲，且歪
曲了作品本意，就算唱功再好，风格再炫，也是
不尊重版权、不尊重原创作者的行为。我不能
接受，也非常不喜欢。”

15日下午，许镜清再度发文称：“《西游记》

及音乐成为经典，是在人民群众认可的基础上，
通过广大媒体传播，得以传唱至今三十余载，这
是国人传承传统文化的良好表现。保护中华民
族经典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对此，很多网友
留言认为“改编不是乱编，希望相关各方尊重经
典，尊重原创”，并支持许镜清维权。

15 日晚，谭维维发文向许镜清道歉，她表
示：“作为一名歌手，我应该竭尽所能地去表达
好每一首作品。演绎经典歌曲，我始终带着热
情和敬畏！中秋晚会上很荣幸演唱了许镜清老
师的作品《敢问路在何方》，就没有演唱好作品
给许镜清老师道歉，希望下一次再有机会演绎
您的作品和自己真正参与到改编时好好推敲、
反复打磨，尊重您和原作者的意愿，以确保演绎
得完美！”

针对谭维维的道歉，有歌迷建议她以后无
论什么节目翻唱都要小心，吃一堑、长一智。

《西游记》片尾曲被改得面目全非 原作者难以接受 歌迷纷纷吐槽

擅改《敢问路在何方》谭维维道歉
《敢问路在何方》的改编事件再度反映出

一些音乐人版权意识薄弱的问题。记者就此
采访了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董娟律师。董
娟律师表示，音乐作品属于我国《著作权法》保
护的“作品”范畴，作品一经创作完成，作者就
成为该作品的“著作权人”，对作品享有著作
权。我国《著作权法》第 10 条规定了著作权人
对其创作的作品享有的 17 种权利，包括复制
权、发行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摄制权、
改编权等等。

从许镜清的微博内容来看，此前他对谭维
维的演唱和郭峻江的改编都并不知晓。

因此，谭维维和郭峻江二人的行为，属于未

经著作权人同意，擅自使用他人的作品，构成侵
权。

董娟律师指出，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
47 条和第 48 条的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
改编等方式使用其作品的，以及未经著作权
人许可表演其作品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
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
事责任。

因此，如果许镜清决定就此事进行维权，这
首重新编曲的歌曲将可能遭到禁播；谭维维和
郭峻江需要向许镜清公开致歉，并以发布声明
等方式达到消除影响的效果。

据《北京晚报》

律师：涉嫌侵权，可能遭到禁播
相关链接

如果说《闯关东》是一部前传，带来对历史
上真实的“闯关东”移民潮的探究与思考；那么
正在热播的《老酒馆》则是高满堂历经十年岁月
沉淀后，将中国人内心深处“家国同构”的终极
信仰进行的升级表达，将“后闯关东时代”的小
人物大情怀，用如椽大笔写就了这部“压箱底”
之作。

高满堂接受采访时表示，“写父辈的故事，
越写越有精神头”。创作近40载，高满堂初心未
改，“我愿意让创作速度慢下来，有了原创，中国
的电视剧才有长久的生命力。”

创作初衷：
演绎父亲的“老酒馆”

高满堂祖上从爷爷那辈开始闯关东来到大
连，他的父亲就在大连的兴隆街上开了酒馆，

《老酒馆》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从风雨如晦的
1928年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跨越近20余
年的历史风云。播出以来以浓郁的年代质感，
扎实精良的剧作，丰盈饱满的人物塑造，妙语连
珠的台词，吸引了众多剧迷网友热烈讨论。

高满堂记忆里最深刻的便是小时候父亲饮
酒后的美妙时光：“我父亲每次喝完酒都会拉起
他那把二胡，唱《空城计》就是喝美了；唱《徐策
跑城》就是喝得差不多了；如果再来一出山东吕
剧，这就是该睡了。”这让青少年时期的高满堂
对酒充满无限好奇。

“我虽然没看到他的酒馆是什么模样，但是
这几十年当中，他不断地描述着老酒馆里的故
事和他的为人处世。这个酒馆的模样其实早就
在我的心中存在，而且是光芒四射的。”《老酒
馆》故事中所传达的酒品、酒德、酒境、酒运，无
一不在将父亲于自己年少时埋下的种子开枝散
叶。“一个旅顺口，半部近代史”，怀着对历史的

敬畏，在父亲百年祭的时候，高满堂终于落笔开
始书写这个已在脑海中千回百转的故事。父亲
口中这些走南闯北的酒客，极富传奇色彩的人
生故事，豪气干云的侠义之情，激发了高满堂如
使命感般的创作欲望：“写父辈那个年代的故
事，写得畅快，越写越有精神头。”

人物塑造：
共同谱写“东北风俗画”

身为“闯关东”人的后代，高满堂一直致力
于用作品弥补历史记载的空白，为东北近代史
上那些默默无闻的平民英雄树碑立传。来老酒
馆喝酒的英雄豪杰既有义薄云天的侠气，也有

侠骨柔肠的情怀，上至末代皇后下至地痞流氓，
几十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共同
谱写了一幅海纳百川的“东北风俗画”。

在群像塑造和叙事结构上，高满堂采用了
以酒馆掌柜陈怀海为核心的多层结构：“陈怀海
相当于一个稳固的主线和枢纽，来往的酒客们
就是一根根纵横交错、相互融合的支线，这些人
物进出开合，收放自如。”这方舞台之上，形形色
色的角色轮番登场，陈怀海无疑是最亮眼的，他
在家为父，爱护妻儿；在酒馆为掌柜，关心兄弟；
在好汉街是主心骨，携老扶幼、扶危救困，是《老
酒馆》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人物。然而
陈怀海并非十全十美之完人，同样有着儿女情
长、七情六欲：一双儿女流浪在外，他心如刀割，

老泪纵横也无计可施；回东北找由麻子的复仇
之路机关重重，会犹豫不决，彷徨无助；面对日
本浪人黑木再三的挑衅，也会胆怯发怵，却依旧
义无反顾。“一个平凡的人，做出了不平凡的选
择，就是英雄。”就是这个原本平凡的陈怀海，在
民族危亡之际，隐忍大气，仁厚仗义，为朋友两
肋插刀，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高满堂直言：

“我想用我的艺术形象去感染观众，用他身上的
特质去充实现代人，让传统精神重新回归到我
们的新时代。”

作家寄语：
创作要像“老鹰抓地”

高满堂是土生土长的东北“糙汉子”，骨子
里天然有着吃苦耐劳的秉性，一部《老农民》，他
走访六个省份，采访二百多人才完成；为了《钢铁
年代》《大工匠》的炼钢工人素材，他甘愿待在钢
铁厂工作三年；而堪称封神之作的《闯关东》更是
历时十年之久，横跨黑、吉、辽三省，直至胶东和
鲁西南，行程达上万公里，在苦寒之地，只能蘸着
大酱吃豆腐充饥，半途疾病还差点让他命丧“北
大荒”的无人之境。对此，高满堂有着不以为苦
的精神头：“创作，应该深入生活，在坚实的大地
上起飞，像老鹰抓地一样，能抓起一把土。”

在追求“短平快”阅读体验和碎片化创作的
当下，有些新生代编剧已经无法像老一辈那样，
为搜集一部作品的创作素材吃苦受累。快餐式
文学特征正在影响着新一批的年轻读者和年轻
观众，高满堂对此不无痛惜：“他们有时过于依
靠自己的小聪明，故事缺乏扎实的基础。”于他
而言，生活永远能赋予自己源源不断的创作灵
感：“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生活是创作的源
泉，只有感受、触碰、历练，才有创造的冲动。”

据《北京青年报》

《老酒馆》编剧高满堂：写父辈故事 越写越有精神头

空巢老人过生日，满心欢喜地等待儿子到
来，按门铃的却是推销员；看似身体不错的老
人在家中摔了一跤，结果再也没能站起来；老
人学微信，问上大学的孙子，孙子却不耐烦地
摔门而去……这些似曾相识的画面，正是“老
龄化”问题的冰山一角。近日，我国首部人口
老龄化国情教育影片《一切如你》公映，将空巢
老人、认知症等现象集中展现在人们面前。

《一切如你》创造了电影史上的一个纪录。
16位参演的老演员平均87岁高龄，加起来超过
一千岁。秦怡97岁、于蓝98岁、田华91岁、于洋
89岁……吕中已经79岁，却是“年轻人”。

创纪录的还有这部电影的传奇阵容。秦
怡出演过《铁道游击队》；于蓝出演过《龙须
沟》；田华出演过《白毛女》《党的女儿》；于洋则
出演过新中国第一部电影《桥》。这些老艺术
家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丰
碑。然而，这部影片却是一部实实在在的小制
作。不但投资只有几千万，而且整部影片被分

成了 10 个章节，成了“微电影”。但听说要为
“全天下”的老人拍一部电影时，老艺术家们都
欣然答应，而且全部都是公益出演。

89岁的于洋和90岁的老伴杨静拿到剧本，
当即决定参加拍摄。为了保证效果，开拍前，
杨静特意准备了10条裙子。在电影中，两位老
艺术家饰演一对即将送孙子出国的爷爷奶
奶。剧本中本来没有老人的哭戏，但杨静真情
流露，哭到不能自已。

97 岁的秦怡原本早早就定好了角色。开
拍前两个月，老人因为意外跌倒而住进了医
院。原来的角色演不了了，老人坚持出演，最
终在医院完成了新角色的拍摄。

98 岁的于蓝在影片中饰演一位患有阿尔
茨海默病的老人。在拍摄时，于蓝睡着了。陪
同的家人将她轻轻唤醒后，拍摄继续进行。

91岁的田华从上午8点钟一直拍到了晚上
10点多，这十几个小时里，除了中午吃饭以外，老
人从没有要求过休息。她跟摄制组说：“给我两杯

咖啡，我就可以保证拍摄。”导演黄兆函看得泪流
满面：“我们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拍摄的。”

也是在拍摄这部电影时，黄兆函才猛然发
现，自己对爷爷奶奶太缺乏关注了。因为“代
沟”，年轻人不爱和老人交流。她还发现，社会
上对老人还存在许多偏见。有的人认为，人老
了就不中用了。有的人认为，人老了就该“养”
起来。实际上，老人的世界同样精彩。除了温
情，影片也在不遗余力地表现积极健康的老龄
观。比如在《出发吧，单车》章节中，老艺术家
张勇手就演绎了一个骑车远行、努力实现梦想
的老人。在《逆生长》中，牛犇和李明启饰演的
老两口住进医院，让远方的女儿吓了一跳。原
来，两位老人背着女儿，偷偷去做了“拉皮儿”。

影片出品人鄂俊宇认为，许多中年人对老
人的养老问题都会有一丝焦虑，甚至是愧疚。
而这部电影是呼吁大家多做一些“正确的事
情”。多一些陪伴，就可以减少一些焦虑，甚至
是遗憾。 据《北京晚报》

近日，由贾乃亮、邢佳栋、李纯、张赫等
主演的新时代军旅剧《空降利刃》开播。《空降
利刃》讲述了在实战化训练的大背景下，空降
兵某特战旅组建蓝军分队，出色完成各项任
务的故事。

剧中主人公“张启”人如其名，“重启”二
字可以说伴随他的整个军旅生涯，从王牌飞
行员到空降兵，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工作岗
位，张启毅然选择“重启归零”。而在现实生
活中，主演贾乃亮为了更好地诠释这个人物
形象，减重了 20 斤，同样实现了自己表演状
态的“重启”。为了更真实还原空降兵的故
事，在开拍前，剧组演员都进行了军事化训
练。贾乃亮也随着主创团队多次到军营中与
部队官兵同吃同住。拍戏期间，贾乃亮为减
重曾每天只吃一碗粥，还为角色克服恐高学
习跳伞。“有人问我拍完这部剧是什么感觉，
我说，老兵退伍时是什么状态，我就是什么状
态。” 据《北京晚报》

《一切如你》：16位老戏骨联手献上“老电影” 为拍《空降利刃》
贾乃亮减重20斤

《老酒馆》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