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以严肃姿态出现的
刘欢偶尔也有性情中人的
一面，前几日，在高晓松作
品音乐会上唱至兴起，他解
开头绳，如同重金属主唱一
般疯狂甩头。

新京报：你是怎么想到
要为《甄嬛传》做
音乐的？

刘欢：我确
实 很 多 年 不
干 这 事 儿
了 ，太 辛
苦 ，

上
一 次

做 这 样
的 音 乐 还

是 1995 年 的
《胡雪岩》，这次算

是 被 郑 晓 龙 拉 上 贼 船 。
我对中国古典题材挺感兴趣
的，这次想做一点新 的 尝
试，有些歌曲和音乐中和
声、转调的运用，还是挺有
颠覆性的。

新京报：郑晓龙导演怎

么让你动心的？
刘 欢 ：我 俩 在 1993

年 《北京人在纽约》时
就认识了，这么多年的
交情，他对我很信任，我

也相信他的作品。我很看
重做这个东西是不是值得，
如果是好作品，我可以为它
再加把火。郑导的作品前期
都很到位，故事梳理得特别
好，也很紧凑，其实这种故事
拍出来是很容易注水的，但

《甄嬛传》剪得很紧凑，有些
集甚至整集我都加不进音
乐，连个空当都没有给我留。

新京报：写音乐的过程
困难吗？

刘欢：当时我在美国，我
太太先看了改编完的剧本，
我也了解了大致的人物情
况。回来做音乐的时候，七
十多集，弄了三个多月。动

手前我还特意去横店看了一
两天，主要是看场景，因为音
乐的声场大小要尽量和场景
大小一致，不然会不舒服。

新京报：你自己平时看
电视剧吗？作为一名观众，
你觉得《甄嬛传》吸引你的地
方是哪儿？

刘欢：电视剧有时跟着
我太太看，我自己平时很少
看。最初我对《甄嬛传》有一
点疑问，原著时代是不确定
的，郑导坚持把它和具体年
代关联起来，一开始我觉得
没必要，因为不确定年代可
以信马由缰地来，美工、服装、
音乐会有特别大的创造空间。

但现在看来，郑导是对
的，故事变得很扎实、有可信
度。我觉得故事编得太巧妙
了，前朝的人和事都是真的，
后宫的都是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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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愈亮相春晚、推出《甄嬛传》原声、助阵高晓松；解析音乐行业现状，谈个人生活

刘欢 唱片已成笑话，也要坚持做下去
接下“甄嬛” 用音乐为好作品加把火

配乐现状 作曲的酬劳远不及演员
新京报：和你之前的影

视剧主题曲相比，有人认
为，《甄嬛传》的歌不太容易
传唱。

刘欢：一开始郑导也有
点怕曲高和寡，他说我净写
些只有我自己能唱的东西
（笑）。其实我自己本来没打
算唱这个剧里的歌，我说，这
一屋子女人的戏，我唱什么
啊。郑导坚持由我来唱一
首，他说，那一屋子女人，不
也是围着一个皇上嘛！

我觉得词和曲有点不太
通俗，但这问题不大，因为这
个戏中的台词特别考究，我
不想弄一个大白话的歌，那
样会一下子跳出来了。再
说，这歌真有那么难吗？现在
剧组演员可都会唱呢。

现在有一个判别流行度
的标准，是被卡拉OK弄出来
的，认为只有好传唱的才能流
传，其实不是这样，惠特尼·休
斯顿的歌大部分人也唱不

了，但也不妨碍流传嘛。其
实很多很流传的东西大家是
唱不了的，要不然要职业歌
手干吗？

新京报：上 世 纪 90 年
代，影视主题曲全是大牌歌
手演唱的，现在越来越少了，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刘欢：原因很复杂：一
是，一般的剧组不愿意投入
很大；还有就是大家听不着，
电视台播的时候，一到片头
片尾，广告就套上了，有的只
是画面上贴个膏药，有的干
脆连声音都盖上了；还有一
个原因就是，现在媒体很分
散，观众的关注点很多，以前
网络远不像现在这么火，电
视台播一个好剧就万人空
巷，一个剧出来后，满大街唱
这个歌。

新京报：你说到剧组不
愿意投入很大，是为什么？

刘欢：这是由现在播出
平台的电视剧采购方式决定

的，采购方只看重名演员、名
导演，没人会因为音乐买一
部戏，有的制片方为了压缩
成本，就会牺牲一些部分。

如今一线作曲家给电视
剧配乐，一集的酬劳只有大
腕演员的几十分之一，录音
和制作费用就更可怜了。比
如我来做这个事，完全只是
因为我想做、喜欢做。

新京报：现在音乐环境
不太好，唱片公司也不景气，
宋柯都去做烤鸭了。

刘欢：他那儿我还没去
过。但我觉得他说的对，唱片
公司死了，音乐还没有死。唱
片都成笑话了，过去出唱片
赔本赚吆喝，现在连吆喝都
赚不到了。一张正版唱片只
能卖个几千张，十几亿人的
国家，这不是笑话吗？这次
最开始我都没想要出唱片，
剧都已经播了才有人想到。
就当给自己留个东西吧，还
是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正版。

《便衣警察》《北京人在纽约》《胡雪岩》《宝莲灯》《水浒传》……由刘
欢创作或演绎的影视剧音乐，多年来一直深入人心。最近，久未出手的
他终于奉上了新作——《甄嬛传》原声专辑。刘欢坦言，做影视配乐很辛
苦，但架不住“被郑晓龙拉上贼船”。作为一个资深圈中人，对《甄嬛传》
这部剧本身、对当下影视及音乐行业的现状，这位大哥也有很多话要
说。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刘玮

任教故事 学生选课需要“摇号”
新京报：自从你生病之

后，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里，
这两年你都在干吗？

刘欢：就家里待着吧，我
挺宅的。我之前也这样。现
在借着“甄嬛”大家还都能听
见我、看见我了。谢谢大家
的关心！

新京报：插一句题外话，
你在今年春晚上唱的那首新
歌，因为开头的那句“亲”，很
多人把它跟淘宝联系起来
了，你知道吗？

刘欢：我以前有时看到
一些地方用这个字，只认为
这是个网络流行词，真不知

道它是“淘宝体”。我自己还
真不淘宝、不在网上买东西，
觉得不安全。后来我才知道
这个词好像是“独家的”。

新京报：你平时的时间
都是怎么安排的？

刘欢：每年学校（对外经
贸大学）有三个多月的课，这
是雷打不动的。其他的时
间，随便。舒服最重要。我
教的课也不是给专业的音乐
系学生，是选修课，像科普一
样，学生都是纯兴趣，其实也
像义务（笑）。

新京报：你觉得做老师
对你的吸引点在哪儿？

刘欢：我从 1986 年就开
始教《西方音乐史》这个课，
古典艺术本身是很丰富的，
学生也有愿望了解，只是能
做这个事的人越来越少了，
又挣不到钱。我能做就继续
做吧，除了我生病那两年停
了一阵。每年能有一段时间
和学生在一起也挺有意思
的，我一直都坚持着。

新京报：每年选你的课
的学生多吗？

刘欢：还行吧，我们学校
最大的教室有三百多个座
位，报名都是电脑随机选的，
像摇号一样。

好在不是《北京人在巴基斯坦》

《北京人在纽约》配乐比《甄嬛传》更麻烦。我是后
期进入的，全剧组就我一人没去过纽约，而且当时为了
赶播出，时间很紧。但好在那是美国，还算熟悉，要让我
写个《北京人在巴基斯坦》就坏了，完全不知道怎么弄。

我记得晓龙和小刚当时帮我一起把设备拉到了
剧组后期驻地友谊宾馆，我日夜赶工。那时视频和音
频技术还都没有数字化，做东西比现在麻烦多了。

◀在《甄嬛传》之前，《北京人在纽约》也是由刘欢完
成全部配乐，这是一张至今听来都不过时的优秀原声。

■

配
乐
往
事

在今年央
视春晚上，刘
欢携最新作品
《大爱》重回公
众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