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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 8日晚，汪峰在
某大型活动中自曝出道多年来的
经历和困苦，写歌几十年版权收
益仅60万元，表示不希望自己的
女儿进入音乐圈，并感慨“不能饿
死音乐”。

在回顾过往时，汪峰谈及自
己从为了音乐梦想辞去薪水不菲
的公职，组起最早的“鲍家街43
号”乐队，到成为独立音乐人后面
对生存的房租、饮食等困境。这
些过往虽然促使他创作出广为传
唱的《春天里》《北京北京》等歌
曲，但仍面临诸多生存压力，同时
也让他开始思考，音乐行业出了
问题，音乐人的穷是不合理的。

从 18 岁开始写歌到 27、28
岁，10年的时间，汪峰更加深刻地
领会到“原来音乐作品是不赚钱
的”，即使声誉提高，开始被大众
所知晓，从唱片上获得的收入也
不过是普通工薪阶层的水平，身
为创作者，却要依靠商演赚钱。
章子怡曾经问汪峰：“你的歌火成
这样，能带来多少收益呢？”汪峰
回答：“只靠版税大概1万元。”汪
峰打趣道：“这就相当于大家每天
出去上班是不拿工资的，下班之
后你开着车回家顺道拉两个人，
赚点生活费。”而谈到自己入行几
十年，数张唱片版权总收益仅60
万元，版权保护不到位，相当于损
失一架飞机，台下观众亦有唏
嘘。大牌歌手收入不及普通人，
让许多现场观众颇感意外。

（网易）

汪峰自曝
音乐行业收入低
不愿女儿搞音乐

今 年 春 节 的 时
候，一部央视纪录片

《我在故宫修文物》意
外走红网络。在花
痴、二次元、鬼畜聚集
的 弹 幕 视 频 网 站
Bilibili（简称“B 站”）
上，《我在故宫修文
物》的 点 击 量 接 近
200 万 ，6 万 多 条 弹
幕，豆瓣评分高达9.4
分，比同为爆款的纪
录片《舌尖上的中国》
还要高0.1分。

没有大牌也没有
小鲜肉，就是这样一
部波澜不惊的片子，
却可以通杀 70 后到
00 后，很多人看完一
遍，又再刷第二遍、第
三遍。

三集纪录片完结
后，网友们大呼看得
不过瘾，纷纷跪求导
演萧寒赶紧出续集。
导演一拍板，决定把

《我在故宫修文物》搬
上大银幕，他从纪录
片导演又成了电影版
导演。

11月8日，《我在
故宫修文物》的电影
版最终定档，一共 82
分钟，将于12月16日
正式上映。

《
我
在
故
宫
修
文
物
》
拍
成
电
影
了

本报讯 昨日，演员姚晨在北
京顺产得一女，取名小茉莉，如今
一儿一女，“好”事成双。

据悉，姚晨昨晨才入住医院，
二胎是顺产，宝宝重六斤七两，十
分健康。现年 37 岁的姚晨在
2012 年与摄影师老公曹郁在新
西兰完婚，婚后火速怀孕。第一
胎得一儿子，取名小土豆。今年
4月24日电影发布会上，姚晨宣
布怀二胎。

（新朗）

姚晨二胎产女
取名小茉莉

火了之后，近两万名

年轻人向故宫投来简历

纪录片火了之后，跟着一起
火起来的还有片中这群神秘高
墙内的修复师们。其中，网友们
最喜欢的“男神”——钟表组王
津师傅，在这次的电影版中也将
会有更多可供迷妹花痴舔屏的
镜头。

有数据显示，故宫的钟表馆
之前很少会有游客专门去参观，
但因为王师傅的修复手艺和魅
力，现在钟表馆已经成了故宫游
的必去参观点之一，今年的游客
量比以往翻了好几倍。

更夸张的还有今年的故宫
招聘，有将近两万名年轻人向故
宫投来简历，《我在故宫修文物》
明明就是故宫的招聘广告。不
少年轻的网友对文物修复心驰
神往：“王师傅还收徒弟吗？上
过大学的那种！”“我只想安静地
在故宫扫扫地就行，求收留！”但
故宫的招聘门槛非常高，最终在
近两万名应聘者中，只录取了不
到80人。

镜头之后，很多拍摄

都要打报告要审批

跟那些正襟危坐的严肃科
普类故宫纪录片不同，《我在故
宫修文物》讲的是文物修复师们
在故宫的寻常生活。修文物，也
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战战
兢兢。

在纪录片里，老师傅们云淡
风轻地说一句：“上寿康宫！”

“走，去慈宁宫。”随意得就像是
到哪个邻居家串门一样。还有

一个陶瓷组的妹子，故宫周一闭
馆时就在空无一人的太和殿广
场上骑自行车，上一个这么做的
人是一百多年前的末代皇帝溥
仪……修复师们会在故宫里喂
御猫、打杏子吃，这些果树有的
是上一代师傅们种的，更多是明
朝或者清朝人种的。他们还会
骑着电动车去宫外抽烟。这些
日常生活片段与故宫博物院本
身的博大悠久放在一起，形成了
一种奇妙反差。带着这种接地
气的活法，再跟手中静默无言的
文物对话。

纪录片导演萧寒当然是最
兴奋的人，这个40岁出头的山东
硬汉，最早是个主持人，现在是
浙江工业大学的副教授。1986
年他从老家来到杭州，毕业于中
国美院国画系人物画专业。

萧寒说，这次电影版的发
布，一方面是为了回应粉丝们的
热切期待，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
过自己团队的努力，让纪录片可
以作为一个真正的电影类型走
进中国的电影市场。

《我在故宫修文物》最早在
央视 9 套播出，总投资不过 150
万元，摄制组一共才7个人。这
么多精彩镜头，其实只用了两台
摄像机完成拍摄。整个纪录片
的拍摄时间前后共持续了4个多
月，全程跟踪拍摄。

说起来，要申请进故宫里面
拍摄，不容易。必须得按照烦琐
的程序走，相对周期很长。萧寒
举了个例子，摄制组想拍一组故
宫夜晚的星空镜头，就得去审
批，好不容易拿到了夜间拍摄许
可，结果一连一星期都是阴天，
等要再拍摄的时候，就又要重新
审批。特殊藏品的拍摄，也需要

提前打报告，比如需要用特写镜
头拍摄太和殿的龙椅，就得提前
打报告。当然也有申请被驳回
的，比如想要进地宫拍摄，考虑
到文物的保护，就没有被允许。

电影版跟原来的纪录片

有什么不同？

内容上，讲的还是中国延续
千百年的青铜器、陶瓷、钟表、木
器、漆器、百宝镶嵌、书画和织绣
等多种工艺，稀世珍宝的修复过
程，以及大师们的生活故事。

为了拍摄之前的纪录片，摄
制组拍摄的素材一共有100个小
时，其中一部分被剪辑成了三集
纪录片，还有很多精彩内容之前
没有用到，这次会用在电影版
上，除此之外，还补拍了少量镜
头。萧寒介绍，电影的整体气
质、节奏、剪辑和配乐都不同了，
叙事方式也去掉了之前纪录片
里的串联旁白。

担任这次电影版剪辑指导
的，是著名导演侯孝贤的御用剪
辑师廖庆松，侯导大部分电影的
剪辑几乎都是由他包办的；音乐
人姚谦担任音乐指导和电影主
题曲的词作人，对于这部纪录
片，姚谦完全是“路人转粉”，从
之前没听说过，到看完之后彻底
被征服，隔三岔五就要在朋友
圈、微博上安利大家快点来看。
直到一个朋友实在看不下去他
的刷屏，把姚谦介绍给了萧寒，
才有了接下来的电影合作。姚
谦还找来民谣歌手陈粒作曲并
演唱主题曲，盲人钢琴师黄裕翔
任钢琴演奏。在背景音乐的加
持下，估计看电影的时候又要备
好纸巾了。 （余夕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