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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文艺生活周刊
《文艺生活周刊》创刊于2010年6月，是专注于音乐、戏剧、电影、摄影、文学、当代艺术、跨界文化
生活、两岸及中外文化交流等领域的全国性文艺媒体。
米拉拉（何畔）
文艺生活周刊主编
80后，长居北京。先后组建多个乐队并担任主唱，也曾参与拍摄电影；痴迷舞台与现场。2010年创立
《文艺生活周刊》前，曾先后就职于FESCO、摩托罗拉、微软、艾廻唱片等公司从事高级管理工作。
梦想不变，偶然与必然交织，于是文艺圈多了一个叫“文周”的东西，有些乌托邦，但也脚踏实地。
五年，成就一次完美的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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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人物专访                                                                                                                            宋冬野 　我差一点儿就把
《董小姐》给删了
痛苦的信仰　我希望我的心就是整个宇宙
余秀华　怎样的一次意外你才能抵达我
田沁鑫　我还坚持着像个女工一样
简媜　生老病死　如我如你
大冰　我是归人　不是浪客
桑格格　不拘绝律　自成一格
声音玩具　“爱是昂贵的”信仰
严歌苓　一个小说家的自我修养
李志　别把我和他们扯在一起
万晓利　音乐不是我的　我也不是她的了　                                                                                                李立群　念
念不忘　必有回响
马頔　想好好活着的人　没人想玩儿独立音乐的
赵雷　赵雷不红　天理不容
莫西子诗　赤脚唱歌的人　脚踩着的都是原野
黄盈　做记录社会历史的手艺人
许熙正　留下什么　就变成什么样的大人
叶锦添　人会消失　美不会
苏阳　依然有鲜花开在粪土之上
王小帅　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　                                                                                                            旅行团　于是我还
要唱歌
喻舟　真人喻舟
梁晓雪　有些音乐有些话　只给懂的人
万芳　老天要派万芳来唱歌
小娟&山谷里的居民　愿世界美而长久
王翀　戏剧新浪潮的2.0
钟立风　我的主业　就是生活本身
谭维维　生米总是会煮成熟饭的
第二章 摄影                                                                                                                                万斯Oneice　旅行中的光影
刘辰COCU　方寸之中
一个好人　沉醉
许炀　老厝
两只滚烫的肾TOM　浮象庙会
李红强　水经图志
桃米水　翡冷翠
Lara Shipley　Coming, going and staying
Martax　自由的颜色
肉腾腾　童年时
第三章 现场                                                                                                                              “两岸三地首届华人摇滚展”
纪念演出
“少年心气”丁可专场音乐会
沼泽乐队春季巡演
周云蓬“金色大理”弹唱会
那一年我们看到的朴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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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5分 设计瑕疵有些文字阅读困难 一本书采访这么多人能采访透彻？exm？ 
2、厚厚的一本，大部分是采访对话，并不爱。只是旁白写的都不错，喜欢文景的编辑和摄影～
3、很走心的专访 比前一本好读
4、比前一本好看點
5、陪伴诸多文艺爱好者走过了五年时间的《文艺生活周刊》作为停刊纪念和浦睿文化共同推出了《
乌托帮2，我们终将抵达》，独家收录了五年以来的访谈精华内容，回忆那些年的文艺记忆。里面有
朴树的演出侧写和@旅行团乐队 的点滴，还有宋冬野大冰万晓利田沁鑫等等等等值得一看的内容
6、噱头是，32位，文艺精英，访谈录，人民币85，2。涉及到近几来文化现象，文艺热点，文学素养
，文字游戏，光光这些确实足以打动一个文艺青年虔诚地翻阅。而过程是一篇又一篇繁复冗杂被设计
好了的对话，真正打动我的是小编们每次用心文艺又不矫情做作的极具煽动性的总结。
7、感谢蚂蚁送我的生日礼物
8、部分地方设计有瑕疵，阅读困难，整体学习到很多～
9、那麼文周也還有可能begin again嗎？惆悵。
10、书做得太丑了
11、文艺青年速查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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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自从摩尔在1516年提出乌托邦之后，这个词，就成为人们理想沉浮中不变的航标。然而在理想这条
路上前行，我们都会容易感到孤独、挫败、失落和茫然。又然而，总有些坚定地“理想主义疯子们”
，他们坚持理想、即刻行动，用一个又一个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什么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什么是“人生随时可以Begin again！”曾经，我们的生活中有一本专注于文化艺术领域的独立杂志，
从创刊之日起，便以观察者和发掘者的身份，去搜集、采访文艺圈中各行业大咖的故事：宋冬野、余
秀华、李志、万芳、朴树、谭维维、大冰、马頔、严歌苓⋯⋯他们，记录着歌手台前的光芒和台下的
孤独，作家书中的灵魂和笔下的荒凉，以及摄影师照片上的光影和相机背后的微眯的眼睛等等。他们
，与这些走在“时代边缘的理想主义者”们，一起在斑斓光彩的世界里前行，徘徊，再继续前行。这
本杂志，就是陪伴诸多文艺爱好者走过了五年时间的《文艺生活周刊》，作为停刊纪念，浦睿文化和
文艺生活周刊共同推出了《乌托帮2，我们终将抵达》，独家收录了五年以来的访谈精华内容，回忆
起那几年的文艺记忆⋯⋯  严歌苓王小帅余秀华痛仰罗琦宋冬野马頔李志声音玩具旅行团田沁鑫黄韵
玲谭维维⋯⋯他们是歌手，音乐人，话剧演员，戏剧导演，摄影师，诗人，视觉设计家，电台主持人
，他们是适中走在时代边缘的理想主义者。《乌托帮2，我们终将抵达》深度对话32位文艺大咖，他们
是这五年以来中国文艺圈的参与者，也是见证者。痛仰乐队&gt;&gt;&gt;&gt;&gt;&gt;&gt; 别做意义的囚
徒“你看，冬天阳气是内藏的，夏天很热，阳气恰恰是外浮的，热一定要用冷来制，伤心的事，不妨
用快乐的语调去写，这是一种更有力量的表达。”——桑格格桑格格人们都会想从“意义”出发，像
小学生作文一样总结中心思想，好像没有意义，就不值得被记住一样。“意义是个抽象而宏大的概念
，会有企图地扭曲人的记忆，因此我写作，一定要去意义化，”她说，“有趣就可以了。”“别做意
义的囚徒。”她说完这句话，自己就陷入了沉思，忽然又说起故事来。“你知道吗，如果要放老鼠药
，是不能说出来的。一旦说出来，老鼠就会知道了。有一次，我妈放老鼠药，我不懂，非要问她那是
什么。她就是不说。最后我威胁她：你不说我就要吃了！她这才很沮丧地告诉我事实。”在她看来，
“概念”“意义”就像是老鼠药，一旦把它说出来，压在身上，反而失去了本来的用意。这世界上有
太多的道理，看上去特别对，事实上是模棱两可，最后答案都得自己去找。找不到，也就算了
。&gt;&gt;&gt;&gt;&gt;&gt;&gt;&gt;臭牛× 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没人能知道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我才变得
浮躁，变得骄傲。这个东西只能自己去调，只能自己一点儿一点儿地看明白才行。——宋冬野宋冬野
有一阵儿觉得自己东西特好，还总结了哪儿好哪儿好，“哎呀，很难超越啊”什么的，特别浪催的。
自从我发微博发得少了，留下更多给自己思考的时间了之后，就慢慢明白了。不像以前发一条微博，
很多人觉得你很忙，不会去看评论，其实那个时候会去看的，等，就在那儿等，呗儿，刷一下，看两
条，呗儿，再刷一下，看两条。看评论的过程特痛苦：“你世界上最牛× ！”“你世界上最傻× ！
”夸你的人会用世界上最美好的词汇夸你，让你觉得你就是个神；骂你的人会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你
，让你觉得你还是死了算了吧。所以每天都是“啊！”“我靠⋯⋯”“啊！”“我靠⋯⋯”，但是还
是忍不住看。现在是不看了，现在是着实不看了。我觉得啊，臭牛× 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gt;&gt;&gt;&gt;&gt;&gt;&gt;&gt;&gt;&gt; “不是每一个诗歌都是宝贝”“诗歌是内心的事，和外界没
有任何联系。你看得懂是你的事，看不懂也是你的事，和我，和我的诗歌没有什么关系。”——余秀
华余秀华企图去抵达内心，这是自己也是别人的事。一边是躲进里面的人，正在进行的真实表达；另
一边则是被挡在外面的人，随之而来的善意揣测。可最让人着迷的，是这两者间相通却又未知的那部
分。想要去探究这未知，多半是因为“未知的探险总能让人保持那份原始的热情”
。&gt;&gt;&gt;&gt;&gt;&gt;&gt;&gt;“平行世界，多元生活”一个人的生命体验要有个出口，而且体验的
方式要对自己负责。旅行并不是生活的唯一，也没有必要把它上升到一个多么高的高度，它并不是包
治百病的万能金丹，它和我们的正常社交和日常生活没什么区别。——大冰大冰我倡导的是八个字：
平行世界，多元生活。我认为在一个人心智成熟、智力结构也相对完善的情况下，他应该尽量多地有
平行的身份和平行的世界，每一个身份都应该有独立的经济来源，独特的朋友圈子，乃至独立的生活
方式。我们终其一生，要挣脱的不过是生活惯性下的自我放弃。在理想这条路上前行，我们都会容易
感到孤独、挫败、失落和茫然。《文艺生活周刊》陪我们走过五年光阴，它用心对话文艺圈，诉说那
些文艺大咖们心中的小小天地。如今李志不再是那个唱着“hello你妈x的kitty”的愤怒青年；宋冬野也
从“董小姐”的热度中突围出来；罗琦完成了一场人生中迟到的演唱会⋯⋯《文艺生活周刊》也和要
与大家真正的说再见了。作为告别纪念册，《乌托有个帮2，我们终将抵达》凝结的不止是那些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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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宁静与躁动，也不是告诉你如何成为一位文艺青年，而是在带你感知感受这些文艺大咖的生活状态
与内心起伏。这本书承载着我们所有人的成长与梦想，我们都将一直行走在路上，乌托邦不在远方，
在我们的心中。这本书里，有回忆有心酸；有聚光灯下的骄傲；也有落幕之后默默流下的眼泪；我们
将文艺圈，180°平摊在你面前。
2、听说本书是作为《文艺生活周刊》停刊纪念，我不由得震惊了，很像问一声为什么？但是生活哪
里会有那么多的答案来告诉自己？记得我初看文艺生活周刊的时候，就不由得喜欢上了。因为里面常
常会收集很多各个文艺大咖的作品和访谈，让我能够在看到在音乐、影视之外另一面的他们。如今这
本《乌托有个帮2-我们终将抵达》却是停刊纪念，当这本五年的访谈精华放在了眼前，我们又能看到
怎样不寻常的文艺圈呢？文章依旧用了访谈的形式来对话文艺圈，包括了专访、摄影和现场三种视角
下的生活的另一种可能。不管是歌手、小说家、还是话剧演员，摄影师、诗人还是电台主持人，他们
都是这五年以后中国文艺圈的参与者、见证者。他们有的已经成名很久，有的才刚刚冉冉升起。不同
的是他们的工作、生活，相同的是他们的态度，是他们行动。就像书中说的那样：理想即行动，坚定
即抵达，人生其实随时可以Begin again。看到宋冬野的名字不由得想起他的歌曲《董小姐》，可是在
书中他却说，自己差一点儿就把《董小姐》给删了。看到严歌苓就不由的想到了《金陵十三钗》和《
陆犯焉识》，她却说《陆犯焉识》原来四十多万字，我删掉了十万字。还有肖全，有着中国最好的人
像摄影师的美誉，他说在一个念头升起的时候，自己追随这个念头，花了十年的时间，拍了这人的和
时光。三十二位文艺大咖、文艺精英，面对这些形形色色的采访对象，就如同在大街上不停偶遇人的
经历。看着他们的采访，就好像自己也遇见了很多个不同的人，看到他们的一些特殊痕迹，然后找到
了自己身上的一些似曾相识的影子。在理想这条路上前行，我们都会容易感到孤独、挫败、失落和茫
然。但是坚持下来了，回首往事，用一场促膝长谈的对话，让读者感受到了他们对于理想的坚定，感
受到了他们的脚踏实地。一个个的人物，一个个故事，每个作品都具有很强的独立性的，可以任由读
者去读解。有人看了这本文艺周刊会觉得看了聊天了好久，而我看了却是了解了很多作品背后的故事
。或许有些人我并不是很熟悉，可是文艺周刊既然采访到了，我也不由的上网去搜索了一番。一首首
的歌，一张张的照片，每一次的创作和坚持都是他们的进步。为他们的成功点赞，同时也不由的为那
句：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人生才刚刚开始点赞。每个人的故事都由自己去创作。这些大咖们能坚持
理想的事情，自己又何尝不能去坚持一下，然后给多年后的自己留下点什么。
3、庄子言：“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而在忘却之前，至少还能有为了忘却的纪念。三年前
，《文艺生活周刊》集结出版了创刊至100期的精华内容《乌托有个帮》，囊括文艺圈各路大咖，深情
盘点文艺那些事儿，让文艺青年一饱眼福，欢欣鼓舞。而当我们盼来《乌托有个帮2：我们终将抵达
》，虽然仍是相似的形式、深入而全景式地剖析与贴近艺者，现今的文艺圈里与彼时相看，已然换了
些新面孔，而那本令人心生向往的《文艺生活周刊》，则走到了停刊的尽头。当回读书中收录的近几
年人物访谈与摄影记录，在过瘾时不免有些伤感，理想仍在，载体无存。尽管内心有些不舍，自然无
妨于《乌托有个帮2》的精彩，特别是32位来自文艺各界精英的访谈集锦，每一篇都令人印象深刻。对
于记者而言，人物专访并不好写，首先是对于未知读者群的掌控，对于已知信息与未知信息的筛选与
火候皆是学问，既要让之前一无所知的读者快速进入状态，又要避免让粉丝读者感觉没有干货，觉得
不过是一篇泛泛的流水账。恰到好处的审美距离，适度的新鲜感，足够的深度皆是一篇好的人物访谈
所追求的境界。这样的挑战，对于某些本来就很能说的采访对象如主持出身的大冰，则变得更为艰巨
，说得已经够多，发展的空间必然有限。而在书中收录的大冰访谈，虽然大部分内容延续了一贯的大
冰形象——多元：“既可以朝九晚五，又能够浪迹天涯”，将访谈的重点放在大冰传奇的经历与多重
身份上。然而，当读到最后，提炼的观点与主题却让人眼前一亮，记者如是收尾：“所谓流浪，不过
是把路当成了故乡，是归人不是浪客。”人物专访的存在，既是打破文艺明星光环，实现“祛魅”的
过程，亦同样可能成为塑造形象的包装。避开令人不适的宣传，深入文化现象本身，才能让人读来难
忘。当采访的对象相对小众，比如是独立音乐人一类的独行者，如何凸显特色而不流于标签化，大抵
值得思考；而当采访对象已巷妇皆知，则要努力挖掘全新的角度。所以在采访旅行团乐队时，记者并
无心将之推广成大众的文化，而是借采访对象之口表达了自己对于小众文艺的观点：“独立音乐已经
成为暗流，气势汹汹，但依旧小众。”而在专访大导演王小帅时，记者抓住了时代逆行者的气质特征
，将其“一旦人云亦云就要质疑”的形象刻画地极为立体。翻阅厚重的《乌托有个帮2：我们终将抵
达》时，就像捧起一幅幅属于这个时代文艺模样的肖像画，每一幅都代表了文艺圈与大时代的一个横
截面，真实、多元，仿佛自己置身于画中。《文艺生活周刊》谢幕了，而有文艺情怀与理想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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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地理前行。哪怕终将告别乌托邦，在文艺的江湖中，明天依然可以再见。
4、这本书应该有一个大写的赞！不是因为《乌托有个帮2，我们终将抵达》是我迄今拥有的最贵的一
本书，而是因为它是最惊艳我的一本书。我的灵魂里是喜欢民谣的，但是这本书会让我想到民谣更深
层面里的东西。我熟知宋冬野的安和桥，熟知他的代表作《斑马  斑马》、《董小姐》《莉莉安》，
熟知麻叶油马由的《南山南》，熟知莫西子诗的《要死就死在你怀里》《不要怕》，熟知李志的《关
于郑州的记忆》⋯⋯可是这些作品都是他们大红大紫之前的作品，这些振奋人心，打动我们，令我们
动容到肝儿都颤的经典民谣，真的还会继续生长吗？我最担忧的是这个了。宋冬野和麻页油还有十三
他们，以前住在一块儿写歌，写好了会互相交流，在那种相对安静的时期，他们没名气，没忙碌，没
有实现心中的梦想，他们都想火⋯⋯在那种状态下，他们写出的歌，都是从心底流出的，从岁月的滋
味里感慨的。可是现在，他们都火了，于是，写不出好作品了。宋冬野说，总觉得现在写的歌特别装
，总是写了删，删了又写，总是不满意⋯⋯他们变了。环境也变了，时间也变了。一切都在改变，他
们怎么能不受影响呢？杨坤是我喜欢的一个歌手，没成名之前写的作品《无所谓》，许多年过去了，
终于有一首歌〈空城〉回来了，这中间也许只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加油！宋冬野自己都说，
不好意思带乐队出来演出了。凡是音乐节，都自己一个人唱。他说乐队演一场那么忙，五个人弄一身
汗，各种器材，提前一天来试音，挣一万块钱五个人分；而他一把琴唱一首歌五分钟搞定，拿十万⋯
⋯这怎么能平衡呢。他心疼乐队，可是真正的心疼应该是给乐队更多的工作机会，一万一万的持续挣
钱，乐队才能存活下去，否则活下去都是个大问题。宋冬野等人火了，更忙了，心态也受影响了，然
后好作品就更难了。你世界上最牛B，你世界上最傻B。他们陷于了两个极端之中。初心，变得那么难
守得住了。可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有始，但不好终了。李志说音乐没有贵贱问题，之有真假的
问题。我套用他的话，书评甚至文字也没有贵贱问题，之有真假的问题。甚至，一切都只有喜欢与不
喜欢两种结果，没有好坏，没有对错，没有其它。李志说我不强迫你去听我的歌，你不喜欢，你可以
不听。他说得真霸气，“单刀赴会”巡演的时候，在门口放一个琴盒，让大家随便往里面扔钱，很多
人没有扔就走了，但李志不在意这个。不装，你就是真的。他们搞民谣的这一群人的世界，好像跟我
眼前的现实是有些不一样的。可以吃得下各种苦，只要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就浑身都是力量，完全不
在意外界的眼光，那么幸福。纯粹的幸福。可是真的幸福吗？当他们火了这后，这个问题的困绕就来
了。当你强大了，当你有实力了，当你的机会更多了，也许困绕就来了。选择多了，得失就多了，想
的东西就多了，纯粹就远了。曾经的诗与远方的日子，一旦变成工作和远方，令人动容的诗名和曲子
，就变得特别装，特别演，特别假，特别不能理解自己了。而大冰不一样。大冰像一个绝对自由的人
，他有着各种职业选择，这个不喜欢了，就做另一个。他有各种卡，每个职业赚得钱，存放在不同的
卡里，互相不混用。这里不高兴了，绝不勉强自己，因为还有更多出口。大冰像天空一样自由，可以
徒步去西藏，可以开酒吧，可以当乞丐歌手。他说他不结婚，他也不为名利所累，几乎是说走就走的
人。有时候觉得大冰这样的人是非常不现实的，他的自由是那样的不现实，但是只有他能做得到。如
果你有流水一样的命运，又怎能叹息回不到那故乡。非常期待麻页油的短篇小说集，他在采访中说明
年会出书。一个写出《南山南》这样优美诗句的诗人，他的小说集是那样的诱人哦。我很感谢文艺周
刊，它给我们展开了许许多的另一面，一个更深层更角落的文艺社会。我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是了
解了那么多令人心碎的民谣歌曲背后的人，了解了他们许许多多的现状，然后发现这些曾经不怎么出
名的人，身上有着多么大多么美的能量。有诗有远方的中国民谣，何时走向世界？我们终将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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