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识
马条

责
任
编
辑/

罗
玉
珍

美
术
编
辑/

左

骏

校
对/

马
晴
春

2
0
2
3

年3

月1

日

星
期
三

▼2
2
5
9
3
7
7
6

YI WEN

06

记者：说起来，株洲跟克

拉玛依都是一座工业之城，

您是第几次来株洲？能否说

说 株 洲 这 座 城 市 给 您 的 印

象？

马条：我是第一次来株
洲，株洲给我的第一印象便
是烟火气，前一天晚上我在
株洲随便去了一家馆子，点
了几个菜，觉得特别好吃，这
让我感觉到这座城市的亲
切。食物是一座城市的气质，
饭菜做得好，能让人感受到
这座城市的善良和温暖。

记者：你为长沙创作的

一首歌曲叫《夜不休》，以后

有机会给株洲也写首歌？

马条：给株洲写歌要看
缘分，如果株洲有什么东西
打动了我，我就会把它写下
来。比如我写《夜不休》的时
候，是因为我去了长沙的解
放西，那里车水马龙、灯火通
明，人挤人那种热闹。我看到
这种景象就特别有感觉，于
是就把它写出来。以后有机
会，我能再次来到株洲，感受
这座城市的温暖，以及城市
空气中弥漫的那种暖洋洋的
气质，这让我特别舒服，如果
心中的感受能再多一点，灵
感或许就来了。

《中国奇谭》是短片集，由八个植根
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立故事组成，包括：
《小妖怪的夏天》《鹅鹅鹅》《林林》《乡村
巴士带走了王孩儿和神仙》《小满》《玉
兔》《小卖部》《飞鸟与鱼》，在观众面前铺
陈开一个极具中式想象力和审美魅力的

“妖怪”故事集。
其中故事纵览古今、展望未来，从古

代故事到科幻想象、从乡土眷恋到唯美爱
情、从生命母题到人性思考，展现着中式
想象力、承载着中国民族文化与哲学。整
个系列涵盖了中国古典文化和现代美学
的方方面面，用不同的故事和表现手法展
现了国漫的水准。从第一集中那个又衰又
可爱的“打工小猪妖”身上，观众的心牢牢
被抓住了，在那有血有肉的角色和故事
中，人们看到了国漫久违的魅力。

《中国奇谭》第一集《小妖怪的夏天》
一经播出，就得到广大网友的一致赞美，
评分一度飙至9.6分，故事脱胎于古典四
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不仅让人觉得亲
切熟悉，在《小妖怪的夏天》中，故事流畅
而有深意，角色塑造十分成功。结尾几分
钟，唐僧师徒四人终于出现，在一个反转
中，猴哥仍是那个善良无敌顶天立地的超
级英雄，这英雄是如此朴实接地气，没有
夸张煽情。这集看完后余味无穷，营造了
无限的情感共鸣。观众在《小妖怪的夏天》
中看到了复杂又纯真的情感，画面设计与
剧情设计无一不让人惊喜，一时间掀起狂
热的讨论度，观众对国漫的期待值也升高
了。之后《鹅鹅鹅》的上线也不错，喜欢的
很喜欢，不喜欢的也直言不讳，甚至在网
上批评这集动画氛围诡异、画面阴森、不
适合孩子观看，对此口诛笔伐。但从关注
度和质量上赢得了观众的心。

我本以为接下来的几集也会非常精
彩，这种热度会持续下去，但看了第三集
我并不喜欢，个人觉得平庸至极，后面几
集，各有优点，但缺点更明显。总而言之，
有几个还不错，比如《乡村巴士带走了王
孩儿和神仙》《小满》。但故事确实都不如
《小妖怪的夏天》，从美术、内涵、主题、深
度等方面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中国奇
谭》高开低走，甚至可以说烂尾了。虽然
可以看出导演都是有艺术追求的，也在
片中做了很多努力，但脱离了好故事的
支撑，就像丧失了灵魂与核心的一盘散
沙，作品是破碎的、虚弱的。《中国奇谭》
一周一集，从第三集开始，慢慢失去了之
前的关注度和赞美，只能说仍是本土动
画的一种探索吧。

下面是从网上摘取的一些网友的看
法，从不同角度评论了一下《中国奇谭》，
见仁见智，各有道理。

●网友“WonderKK”：又一部高开
低走的合辑短片

从最开始媒体铺天盖地的吹捧，各

种“文艺复兴”“国漫崛起”的标题，各种

视频解说，衍生的表情包、周边，到后面

几乎没什么讨论热度了，剩下的不是吐

槽就是尬吹，高开低走无疑了。

第一梯队：毫无疑问《小妖怪的夏

天》《鹅鹅鹅》《小满》是优秀的，并且真正

契合了国漫在观众们心中期许的样子。

治愈系风格和传统动画的另一个视角；

又或是奇幻故事的中国风演绎，为此我

还特意去翻看了《续齐谐记》中关于阳羡

书生的部分，原文平铺直叙，再次感叹创

作者们的审美和艺术表现；《小满》是一

个风格鲜明的关于童年阴影并随着成长

自愈的故事，放在第五集算是给了我继

续看下去的动力。

第 二 梯 队 ：《林

林》，中国

版狼人故事，似乎引入了“驯化”的概念，

像是一个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故事套

路相对简单，但结构完整制作精良。

第三梯队：《乡村巴士带走了王孩儿

和神仙》和《小卖部》是地域色彩浓厚的

两则故事，都是从周边生活环境着眼，小

乡村，小胡同，故事较为普通。

第四梯队：《玉兔》《飞鸟与鱼》，无力

吐槽，一部科学设定没有任何一点经得

起推敲，仅仅只是借助了嫦娥和玉兔的

外壳挤进奇谭的大框架下；一部受外来

糟粕影响太深的烂俗爱情套路，直接把

《中国奇谭》拉胯。

●网友“漫慢”：谢谢《小妖怪的夏
天》我还能给《中国奇谭》8分

第一集《小妖怪的夏天》封神，10

分；第二集《鹅鹅鹅》很有意境和创新，10

分；第三集《林林》是个完整的故事，9

分；第四季《乡村巴士带走了王孩儿和神

仙》和第五集《小满》剧情节奏比较慢，情

节比较简单，7 分；第六集《飞鸟与鱼》在

我这里大概只有 5分。

●网友“琳”：高开低走，艺术逐渐脱
离故事

看前 2 集，我那激动呀！以为国漫复

兴有望。结果哎，后面都是画风有余，故

事不足。《林林》略显平庸，《小满》的艺术

性可，但有些地方情节显得拖沓无味。

《乡村巴士带走了王孩儿和神仙》和《小

卖部》题材类似，只能说是中规中矩中带

点趣味吧。科幻题材真是绝了，《飞鸟与

鱼》那个我都以为是托关系混进来的，

《玉兔》作为压轴，本来满怀期待，结果我

一个理科生看得非常痛苦，除了艺术性

还好，故事性、哲理性、严谨性没一样拿

得出手。木偶戏本身就比较民俗，民俗就

必须老少皆宜，注重故事性，《阿凡提》

《镜花缘》哪个不是趣味性和故事性十足

又略带讽刺？你这故事老套，毫无新意，

就是披了张科幻皮的雪孩子。

●网友“考拉在窗后”：中国人的浪漫
《小妖怪的夏天》：社畜、觉醒。大历

史小人物，《西游记》读了多少年，讲的都

是唐僧师徒四人降妖除魔的主角故事，

可里面小妖精的故事都被我们忽略了。

小猪妖在职场被熊主管、狼总监压榨多

年后觉醒，坚持做一只善良的小猪妖，故

事简单却又十分巧妙，其中和猪妈妈典

型的中国母子式的对话也非常感人。人

生海海，走上什么样的人生道路都取决

于我们选择何种态度去面对。

●《鹅鹅鹅》：寻找、选择与欲望
鹅山不大，鹅笼不小，我们自以为困

于外物，其实外物不过如此，我们只是走

不出一层套一层无尽的欲望。“世态渔洋

已道尽，人间何事不鹅笼。”画风和故事整

体感觉就是中国传统志怪小说，每一个志

怪小说都是一个点子而引发的一个故事，

其核心是留白，每个人对故事的理解都不

相同，这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是众生相。

●《乡村巴士带走了王孩儿和神
仙》：城市化、现代文明冲击

农村孩子目睹着乡村城市化的变迁，

看着时代的车轮在这片落后的土地留下

的印迹。无论是乡村传说中荒诞、安适还

是恐怖的部分都纷纷而去，只剩下现代文

明错位而生硬地试图填补地图的空缺。

●网友“今天吃饱了吗”：中国故事
里还是有希望的，期待更多的“小妖怪”

不苛求的话，看看还好，尤其前两

集，真的太棒。后面有几集也不错，看《小

妖怪的夏天》时我真的很惊喜。这样的故

事给未来的国漫树立了榜样，给了观

众非常感动和欣慰的营养。好的

艺术品并不一定要多么复

杂，但一定要真诚，且尊

重作品创作的逻辑，

至 少 不 要 不 伦 不

类，不要在主题

上 太 幼 稚 和

刻意。

珍惜当下
好好生活

——观《狂飙》有感
刘雯

最近火遍全网的电视剧《狂飙》

已经大结局了，大家更多的感悟是：

高启强的前半生就像我们大多人前

半生的真实写照。他开始是最底层的

鱼贩，一个老实人。可生活中处处受

人欺压，面对现实，他没有选择的余

地，为了自保和保护家人，为了生存，

他必须往上攀爬，选择一条能对抗邪

恶的道路，其实这一切都不是他最初

的本意，当他攀爬到拥有选择能力的

时候，却发现选项还是只有一个，最

后一步步被逼得变成一个坏人。

无论高启强这个人物属性好坏，

这部剧的剧情从开头到结局，都是有

温 度 的 ，高 启 强 是 个 有 温 度 的“ 坏

人”，他对爱情和亲情都始终如一，他

不嫖不赌不花心，自始至终都对家人

照顾有加，对老婆也是温柔有爱，对

兄弟更是有情有义，现实里又有多少

人可以做到这些呢？相信也正是高启

强身上这些点引起了我们普通人的

同情。

虽然《狂飙》大结局了，可我们还

意犹未尽，高启强确实是十恶不赦

的，但是他对待亲人和爱人的那份情

却是真的，一个好人最后变成杀人放

火的犯罪分子，让我们反思，究竟是

因为什么。

其实，人的一生本就错综复杂，

生活的本质也就是一次次的选择，不

同的选择造就不同的人生。人生本就

无两全之策，等人到中年再回头看，

尽是遗憾和后悔，所以，不管我们在

何时，站在人生的哪个岔路口，都要

明白“落子要慎重，人生无悔棋”，一

定要珍惜当下，好好生活！

评论

《中国奇谭》高开低走
艺术逐渐脱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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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给，把该给的给给，给路途中拉你
一把的人。给给，把该给的给给，给酒桌上
劝你少喝的人。给给，给一个望着你远走，
夜半归来为你留门的人……”一曲民谣歌
曲《给给》，马条不知感动了多少人。

2月15日，马条把这种感动带到株洲，
保利城市岛屿音乐季——马条《飘·谣》巡
回演出在神农大剧院惊喜开唱。这位来自
克拉玛依的民谣歌手，靠生活写歌，用民谣
谈情，现场除了演唱《给给》，他还给株洲市
民带来《封锁线》《秋语》《塔吉汗》等众多经
典之作。

在演出前的间隙，马条接受《株洲日
报》记者采访，与记者聊了他的成长、他的
坚持、他的音乐与他的感动。他说，音乐是
他的信仰，值得他用一生去追求。

记者：说起来，你的经历还挺传奇的。放

弃了当年大家羡慕的稳定工作，走上音乐的

道路。能否说说，你是如何走上音乐道路？为

何对音乐如此执着？

马条：我上学的时候就喜欢上音乐，工作
后觉得弹吉他特别酷，本来想到北京学吉他，
然后回去接着工作。结果一到北京，整个人沦
陷了。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音乐对我而言就
像一种信仰，除了音乐以外，别的都不重要。为
了音乐，我辞去老家的工作，选择留在了北京。

对于辞去老家稳定的工作，我从来没后
悔过，那种一眼就能望得到的头，对于我而
言，千篇一律，索然无味，我不想一生就这样
过去。但音乐不一样，音乐会让你一直探索，
让你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求知欲。哪怕我到了
80岁，我对于很多类型的音乐还是搞不定，
我依旧会有好奇心，这才是我要的生活。

记者：你写了很多经典歌曲，创作的歌曲

《给给》《花儿》《傻瓜》《封锁线》《秋语》，首首

都是经典，姚晨说您是“宝藏老男孩”，对此您

怎么看？

马条：我倒不觉得自己很宝藏，因为像我
这样的人太多了。我身边有很多非常优秀的
音乐人，他们的作品都非常好，有时候我觉得
跟他们相比我还很欠缺。可能姚晨觉得我的
歌曲给她带来惊喜，给了我“宝藏老男孩”的
称谓，在这里我要谢谢她。对于我而言，姚晨
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好演员。

记者：因为音乐，你被更多人所认识。你

觉得你幸运么？

马条：我认为自己非常幸运，我觉得我没
做什么，在民谣圈子里，比我有才气的，或者
更资深的音乐人特别多，可能是阴差阳错，让
处在小众状态的我，被更多人所知晓。其实对
我而言都无所谓，小众也好，大众也罢，我好
好做我的音乐，把作品呈现给大家，大家喜欢
也好，不喜欢也好，不是我能决定的，我只能
在创作这个关口上，把好自己的关。

记者：你希望自己被更多人看到么？

马条：我有这个愿望，但是在走的过程中
会顺其自然、听天由命，好多事情不是自己能
够左右的。

记者：在 最 近 热 播 的 综 艺《我 们 民 谣

2022》，张玮玮唱了一首《米店》，演唱现场你

哭了。说起来，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因为音乐而

流泪，你是否还经常被音乐所感动？

马条：我经常被音乐所感动，不光是听了
张玮玮的《米店》。《米店》的歌词写得太好了，

“他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拿着命运”，那种对生
活犹豫不定的黯然心情，太感人了，写得非常
好，歌词一下戳中了我的内心。

感动我的还有周云蓬的《九月》，歌词是诗人
海子写的诗，那首诗很美，他是拿着灵魂和大自然
对话的人，他的诗和周云蓬的曲一出来，现场的听
众都会受不了。民谣有一种特别的美丽，在于它歌
词的文学性，说不定在哪里就会触动你。

参加综艺《我们民谣2022》，触动我的东
西还有很多，除了音乐之外，还有残酷的赛
制、淘汰离去的人、残酷的人生。当然我还因
为哭，被提名为最佳流泪奖，最终获奖的却是
陈粒，只因为她比我多哭了两次。

记者：现在很多歌手都是通过综艺被大

家所知，正如你，在《中国好歌曲》上被大家所

认识，最近又通过《我们民谣 2022》重回公众

的视野。你觉得，综艺对歌手有啥影响？

马条：综艺对于歌手而言，是一个展示自
我的平台，其实我对于参加综艺，也是一个慢
慢接受的过程。我去参加综艺《中国好歌曲》
的前一年，节目方就找过我，那时的我犹犹豫
豫，觉得在综艺上唱歌不那么艺术，等到我真

正参加综艺以后，我觉得在综艺上向公众表
达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于公众表达不准确，或者来到综艺后
你的作品不够好，没有厚重的文化底蕴，分分
钟你就会被淘汰。参加《中国好歌曲》让我学
到了很多，认识了很多有才华的人，那些知名
歌手有如此成就绝非偶然。

在综艺里，你只有凭借自己的作品往前
走，作品够好人气才能旺，然后才能继续走下
去，否则自然会被淘汰。在《中国好歌曲》中，
我幸运地走到最终的决赛，这个过程对我而
言是一次巨大的历练，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
机会。以后有机会，我会继续参加综艺。

记者：你为了歌曲的流行度，刻意根据大

众的口味而创作吗？

马条：绝不。如果我是一个开饭店的，我
一定按自己的品味做菜，无论你爱不爱吃，我
会一直坚持自己的口味，哪怕最后倒闭了，我
也绝不妥协。做音乐也是如此，如果一个画家
流行什么画什么，他就不叫画家，充其量是一
名画匠。

记者：为何巡回演唱会取名“飘·谣”，这

个跟自己的歌曲和经历相关么？

马条：“飘”是一种状态，从我 20多岁到
北京玩民谣，那时候我们被叫北漂，当时我就
觉得“飘”“谣”二字特别有意思，也符合我的
音乐气质，特别符合我在路上的这种状态，所
以巡回演唱会取名“飘·谣”。

“我希望被更多人看到，但过程中会顺其自然”

谈自己

谈音乐

“做音乐我会一直坚持自己的口味，绝不妥协”

谈株洲

“如果感受能再多一点，
我会为株洲写首歌”

马条，出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

依市，中国内地民谣男歌手。2004年，签约太

合麦田，并为老狼、叶蓓等歌手创作了歌曲。

2007 年，推出个人原创民谣单曲《花儿》。

2008 年，推出个人原创民谣单曲《塔吉汗》。

2009 年，推出首张个人同名专辑《马条》；同

年 7 月，出演邵泽辉执导的话剧《那一夜，我

们搞音乐》。2010 年，获得“第十届华语音乐

传媒大奖”最佳民谣艺人奖的提名。2011年，

凭借专辑《你找错了地方》获得“第 11届华语

音乐传媒大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最佳摇

滚艺人奖。2012 年，推出第三张个人音乐专

辑《高手》。2015年，参加 CCTV-3《中国好歌

曲第二季》的比赛，成为刘欢组学员；同年，

签约树音乐，成为旗下签约艺人。2016年，推

出第四张个人音乐专辑《篝火》。

影评

民谣歌手马条来到神农
大剧院惊喜开唱。株洲日报
全媒体记者/温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