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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档音乐真人秀节目，
《一路唱响》以嘉宾采风的方式
串联起不同城市各具特色的流
行音乐人和音乐作品，呈现出当
下地域流行音乐鲜活的生态和
城市的独特精神面貌，以清新的
格调和动人的魅力，带领观众感
受音乐的力量、表达音乐的灵
魂，体现了优秀综艺节目的文化
自觉。

《一路唱响》从历史的辉煌
起点出发，以《诗经》奠定了这次
创作的性质，“《诗经》就是三千
年前人们唱着的歌，《诗经》的采
风人想必是一路探访、一路听
歌、一路畅想”，以“诗就是歌，歌
就是诗”连接了音乐创作与采风
寻访这类活动的历史和今天，赋
予节目中“音乐探宝团”的行动
一个值得追慕的文化高度。以
成都杜甫草堂和上海百代唱片
公司原址小红楼作为今天的行
动起点，以“寻根之旅”开启当下
的行程，节目把意趣、格调和品
位提高到了与历史比肩的高度，
从这里出发，今天的故事也就是
明天的历史。

《一路唱响》的创作，扎扎实
实落脚于对当下地域音乐人的
发掘与呈现，所表现的音乐人和
当地的历史、文化、民生密切相
关，因而体现着对现实生活的真
切观照和温暖抚慰，也时时处处
流露着音乐对于人们生活的意
义。如大理女孩马悠悠在患抑
郁症时写下了歌曲《被遗忘在孤

岛的孩子》，通过音乐治愈自己；
成都的入选歌曲《新一天》所唱
的阳光和心情，道出了当地普通
人的典型情绪；上海的《乘风》里
那一句“被雨水淋湿的狗”，唤起
不少人的共鸣；“兰色花园”乐队
在为其成员的女儿演唱《宝贝》
的过程中，重拾音乐梦想，等等，
都在旋律里深藏着音乐人对当
下生活的感知、理解和日子的烟
火气，都是以音乐对现实生活与
人的心境进行真实写照与表
达。节目中所讲到的“聆听城市
的声音”，这声音正是当下城市
生活的脉动。

《一路唱响》关注音乐传承、
发展以及音乐观的问题。如成
都刘俊麟的乐队采风收集各民
族原生态的音乐，加以现代音乐
的融合，再输回相关地区去，这
项工作致力于民族音乐在现实
生活中的持续传承，非常有意
义。又如深藏在上海小马路边
的老任的爵士音乐学校、成都的
小酒馆，都体现着严肃音乐人的
文化责任感和对理想的坚守。
节目中李健在上海选歌时坚持
选择中文歌曲，他认为只有中文
歌才是“属于中国，属于上海”
的。这种音乐观的传达，为采风
之旅注入了自己的文化定位。

《一路唱响》也不回避音乐
人普遍面临的生存问题，即如何
处理谋生的工作和热爱的音乐
之间的关系，真实反映了当代流
行音乐人的生存状况。节目记

录了上海“羽果乐队”成员们下
班后匆匆赶来排练的情景，也通
过邀请演出对上海“兰色花园”
乐队的重新启动起到了助推作
用。

《一路唱响》的形式创新本
身也即是内容创新。采风在路
上，时间是流动的，空间是流动
的，思想是流动的，音乐也是流
动的……这“一路”上的种种“唱
响”，以富有动感的表现方式，为
音乐灵魂的呈现提供了厚重的
文化内涵，将环境时空与人的心
灵世界进行融合，呈现为一首首
动人的旋律，也呈现出纪实拍摄
所独具的感染力。节目的后期
制作颇有特点，以字幕为例，字
体、位置和出现的方式非常灵
活，其中有一些内容颇有点睛的
趣味，如宋秉洋唱完《知竹》，字
幕出现“熊猫因知竹快乐，而人
因知足常乐”，这种由音乐而体
悟出的生活哲理在片中多有表
现，传递出一种烟火人间古老智
慧的韵味。

一座城市当下的音乐，就是
这座城市灵魂的样子。《一路唱
响》注重刻画音乐人对待生活和
音乐的态度，并通过各种方式努
力推动地域流行音乐的健康发
展，这是节目创作的文化担当和
价值所在。它从一个独特的文
化视角向观众推介了这座城市，
同时也为这座城市的文化魅力
增添了独特的光彩。

据《解放日报》

“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
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清明
时节，当苏轼一首《望江南·超然
台作》穿越近千年时光，以流行
音乐的形式在央视舞台唱响，配
上宋代点茶技艺的画面，让当代
人也品味到了那个时代的风雅
与文艺。与此同时，节目中还有
诗人王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
出阳关无故人”的折柳赠别；
纳兰性德“茜袖谁招曲槛边，弄
一缕、秋千索”那种对故人的追
思……

4 月 5 日，清明之际，节目
《古韵新声·清明》在央视与观众
见面，用“文物展演+文化访谈+
古风乐舞”的形式，展现中华文
明的源远流长。当人气明星用
歌曲的形式将传世诗歌名篇缓
缓唱出，晦涩难懂的诗句被以更
直白的方式传递着。而在前一
日，总长10小时的《大美中国·
诗话清明》播出，以飞花令为线，
邀全国观众共赴了一场诗意之
约。

进入春日，与“诗意”有关的
综艺陆续开播。3 月 14 日，
《2022中国诗词大会》迎来收官
之战，决出了年度总冠军；而在4
月3日，新一季《经典咏流传》也

正式亮相，继续用“和诗以歌”的
方式，让诗词和音乐交融。有传
统文化的加持，加上具备现代审
美的呈现方式，让这些“诗意”的
舞台，成了出圈的关键。譬如文
化节目《古韵新声·清明》，播出
后在全网收获了30多个热搜。

自2016年开始，以传统文化
为核心的综艺节目爆款频出，精
品不断。随着此类节目的走红，
各大卫视纷纷打造垂直类文化
综艺，让适合搬上电视节目的传
统文化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圈
层。博物馆、考古、非遗、古籍
……各类聚焦不同领域的综艺
节目纷至沓来，而诗词类文化节
目，应该是其中最早走红的一
批。

说到此处，不得不提引发
了“ 诗 歌 热 ”的《中国诗词大
会》。自2016年开播伊始，该节
目通过对诗词知识的比拼及赏
析，捧红了不少热爱古典文学的
参赛者，也让“飞花令”这种风雅
的文字游戏被大众所知。无论
是被评为“满足了人们对古代才
女的所有幻想”的武亦姝，还是
历时四届终于夺魁的陈更，该
节目的年度总冠军都收获了极
高的知名度，丝毫不亚于当下

的流量偶像。随后，2018 年播
出的《经典咏流传》，将诗词文
化与流行音乐相结合，创新了
这一古典文化的舞台表达形
式，节目更邀请到不少音乐界
大咖，诗词之美配以悦耳旋律，
将国人自学生时代就熟知的千
古诗篇缓缓唱出，新鲜之余又
令人倍感亲切。

在这两档节目陆续走红
后，不少综艺晚会也开始融入
诗词元素。譬如在河南卫视最
为出圈的节目中，《洛神水赋》
应该排在前列。该节目采用了
水下舞蹈的形式，将文学家曹
植的名篇《洛神赋》中“翩若惊
鸿，婉若游龙”的洛神之美展现
得淋漓尽致。此外，综艺《国乐
大典》用传统国乐打开古诗词，
更显诗词的古典韵味。

在传统文化成为“流量密
码”的当下，影视节目的创作形
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将传统文化
发掘得更为细致和深入。流行
音乐、水下舞蹈、情景剧、民乐
……这些“诗意”的节目，将不同
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碰撞出更为
多元的可能性，也让屏幕前的观
众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和
活力。

近年来，从“汉服潮”
“诗词热”到国潮品牌的全
面开花，再到各类文艺创
作的争奇斗艳，起于传统
文化的创新风潮逐渐在全
社会蔓延开来，已经成为
一种蔚为壮观的文化气
候，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具体到电视领域
的创作，荧屏上涌现了大
量以国风为题打造的文艺
作品。这些作品将丰富多
元的传统文化寓于内容创
作之中，与流行文化和现
代元素碰撞融合出了一番
别样的文化景观。随着同
类题材创作如雨后春笋般
涌现，其中一批精品力作
将视角深入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肌理，沿着文化传承
与文化创造的脉络，进一
步地探索出了塑造“荧屏
新国风”的进阶范式。

在市场热度的推动下，
国风作品走进大众视野之
中，既有不少以国风为题的
影视剧、综艺节目和舞台剧
目，也有不少大型晚会推出
的国风节目，甚至还出现了
专门打造的国风主题晚
会。一时之间，国风成为文
艺创作领域的一大关键词，
给文艺市场注入了一股新
风，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
了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但在表象之下，暗藏的问题
始终触动着社会的忧思：创
作者鱼龙混杂，导致相应的
作品质量参差不齐；部分创
作形式大于内容，承载的文
化内涵不经推敲；一些热钱
的入场带来浮躁之风，让传
统文化沦为“一次性”消费
品。不少打着国风旗号的
作品看似描摹了传统文化
传承的热闹气象，却未能
完全支撑起优秀传统文化
的意蕴风骨，或在“高举高
打”中将文化品位弃之不
顾，抑或“挂羊头卖狗肉”
般操控流量、偶像、选秀等
资本游戏。令人欣慰的
是，时下的新国风文艺作
品不同于此，在创作路径
上呈现出显著的差异，不
仅抛却了贪大求全、浮于
表面的套路，更走出了将传
统文化混为一谈、不加区分
的误区。

新国风之所以谓“新”，
在于表达之“新”与内容之

“精”。实际上，对于大众而
言，传统文化是既远又近的
存在。这里所说的“远”指
的是其相对陈旧的表现形
式难以和现代大众进行广
泛对话，而“近”则是因其中
蕴含着对当下有巨大启迪
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
为准则。因此，如何给传统
文化换上当代人青睐的“新

衣”，又如何将其“内核”与
现代化表达扣合起来，成为
一道颇具难度又亟待解决
的命题。对此，当下的新国
风文艺作品或广泛融合舞
蹈、情景剧、舞台剧等备受
大众喜爱的艺术形态，或采
用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或
加入趣味游戏、深度访谈、
实地探访等环节设置，为观
众营造出具有沉浸感和体
验感的文化氛围。

与此同时，这些文艺作
品还将抽象的传统文化具
象为清晰可感的文化符号，
并从诗词歌赋、衣食器物、
民风民俗等微视角切入国
风的大主题，用稀松平常之
物铺展出立体生动的中华
文化画卷。当这些生活化
元素变成对话古今的载体，
传统文化与人们的心灵越
来越亲近。《衣尚中国》《国
家宝藏·展演季》《典籍里的
中国》《国乐大典》《舞千年》
等节目聚焦不同的国风垂
直领域，以深入浅出的内容
让观众充分领略传统文化
魅力；“中国节日”系列节目
则用绮丽的视听技术，编织
起一场场跨越时空的文化
奇旅……这些新国风文艺
作品秉持着简而专、小而深
的创作理念，虽只照见了传
统文化中的一隅极小天地，
却力求在其中深耕细作，由
点到面地做成了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大文章”。

新国风文艺作品为传
统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
交流、碰撞和融合创造了
绝佳的空间，进而在一定
程度上推动了文化的创造
和创新，这正是其具有的
另一重“新”之所在。在
《典籍里的中国》架构的
“穿越之旅”中，古老典籍
背后的历史再现于荧屏之
上，古人的智慧与思考也
随之投射进了观众的内
心；在《国乐大典》建造的

“国乐之城”中，传统民乐
与说唱、世界音乐、电子摇
滚等曲风相遇，碰撞出了
一首首扣人心弦的新国
乐；在《舞千年》打造的“艺
术盛宴”中，舞蹈成为了编
译和表达传统文化的语
言，传统舞蹈也一次又一
次完成了创作的突破。

“充实之谓美，充实而
有光辉之谓大”。当下涌现
的新国风文艺作品既有美
之内涵，亦有美之意蕴；既
在内容创作层面上突破了
既定模式的窠臼，又用别具
一格的创意激活了文化传
承的密码。更重要的是，它
们激发着文化创造和创新
的火花，让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得以焕发出别样的光彩。

据《光明日报》

用音乐呈现进行时的生活与心灵
□邢戈

“诗意”的舞台成为出圈的关键
□李雨心

新国风蔚然成风
□李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