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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2020央视元宵特别节目，在正月十五央视“一黄”如约而至。

正如医护人员坚守在病房病区，公安民警把守在枢纽街头，交通环

卫社区人员值守在大街小巷，在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攻坚战、总体

战、主动战的战线上，履责尽职奉献担当是各行各业的一致使命。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2020央视元宵特别节目的

播出，不仅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恪尽职守的表现，也是集合在央视

平台上下的文艺工作者对国家民族深挚情感的表达。如期，是信心

的彰显；准时，是敬业的呈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在抗击疫情关键期，准时抵达的这台特别节目，无疑是夯实传媒界

和讯息场域的定海神针，起到了校正大众情感体验和社会情绪表达

方向和目标的巨大作用。

2020央视元宵特别节目，是自1985年开办以来，第一次以特
别节目的形态呈现给观众的元宵晚会，也是36年来，央视第一次放
弃已经准备好的节目体系，重新筹备迅即编排演播的元宵晚会。
2020年央视元宵特别节目在我国晚会节目史上，因为开创了很多

独特而必将留下特别的印记。而所有这些独特之处，都显现着中华

文化“乐与政通”的本色。

这是央视历来绝无仅有的不带现场观众的晚会节目。在节目
进行中，镜头画面特别显示出央视演播室里空荡荡的观众席，音
频讯道里也没有热烈的掌声。组织观众并不难，安排音效也容易。

但这里的“缺席”和“无声”更有价值。因为守约，元宵晚会来了；因

为守规，避免人群聚集，观众席上空了。遵循国家规定，通达社会

人情，今年的元宵晚会，没有把观众安排在现场，而是安置在心怀

里，这里有的是“虚实相生”的大道。现场演出时，虽然没有观众，

演员要面对零度现场反应，但有的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厚道。

齐聚舞台，演职员们也有传染的危险，并肩出场，却没人戴着口

罩。通过屏幕看舞台，荧屏前的观众不会没有担心，更能感受到演

员们的担当。

这是历来诗朗诵占比最多的一届元宵晚会。“诗言志，歌咏言，

声依咏，律和声。”“诗歌合为事而作。”《相信》《你的样子》《中国阻击

战》直接以诗朗诵标名，而那些配乐而歌的歌词，又何尝不是诗呢？

在“你看见了什么/记住了什么/为什么感动/又为什么彻夜难眠”的

设问中，在《相信》展开的场景里，有父母子女，有前线家居，有病区

社区，有花甲弱冠，有深深的担惊，更有铿锵激励。在衬映《你的样

子》的大屏幕上，《相信》中吟咏到的“你我他”，呈现为钟南山、刘丽、

张定宇、胡明、袁兆文、尚思孟和武汉市民约唱《我和我的祖国》时的

千窗灯火。如果说《相信》以设问出句，那么《你的样子》就是作

结——“你的样子就是中国的样子！”这些白话诗，重叙事、轻韵脚，

却在直呈的表达中充盈着蕴藉。有韵的诗词在歌中，那是《天耀中

华》里的“踏平那前路崎岖，为梦想和衷共济”，《你有多美》中的“我

知道那一阵阵厮杀，把你拼得伤痕累累，那一天天的救援，让你累得

身心憔悴”，《好儿好女好家园》段落间的“山那边、水那边，生我养我

大河山，天这边、地这边，风光独好大画卷”……“诗歌合为事而作”，

当举国出征时向崇高致敬，在危难迫近处与民族同行，细听深思

2020年元宵特别节目的诗与歌，无不复沓着《国歌》的大意。

这是历来加配纪实场景最多的元宵晚会。在整台节目的进程

中，处于舞台背景处的大屏幕始终是节目体系里的最重要的“角

色”，这个“角色”的核心定位是纪实。在这个贯穿的纪实影像体系

里，有定格照，有长镜头，有访问素材，有抓拍录像，有移动的手机片

段，有定位的摄像成片；有运输机旁的画面，有车间中流水线场景，

有社区里救护的对答，有病房内的往来，有高速公路上的奔驰；有上

海的站台、福州的宾馆、山东的菜地、内蒙古的货车、武汉的街景和

天安门的箭楼；有“出题的不是我们，我们去答题”的话语，有“第一

是医生，我还穿着军装，又是党员，任何一个身份都要义不容辞往前

冲”的回答，有“你不能因为身边的战友倒了就结束这场战斗”的独

白，有“隔离病毒但不隔离爱”的慰问语……纪实影像的运用使整场

晚会节目的抒情、表意、说理都不离于时事、实事和事实，因而也使

这台晚会具有了史诗的品格。

2020年央视元宵特别节目注定是即时收视人群最少的元宵晚
会，因为在它播出时，数千万同胞正奋战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但
它也注定是我国历来电视文艺节目中最具艺术本色、历史价值和精
神涵养的作品。为大爱发声，为冲锋定格，为英雄塑像，为国家祈福

的这台节目，起到了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巨大作用，接续了我

们民族文化中“乐与政通”的优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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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配合抗疫斗争的进行，中国文艺界展

开了形式多样的创作活动。这其中由央视电

影频道与武汉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特别节目《两地书》，自2月3

日播出之后，便引起了强烈反响。充分彰显了

文艺在民族艰难时刻就是凝聚力、动员令和

战斗力的特殊存在价值，很好地发挥了文艺

的宣传鼓动作用、力量团结作用和精神感召

作用。

反映抗疫斗争中的人本精神

一切的文艺创作，归根结底都是关于人

的演绎，因此，最终都要回归人本精神。古希

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就曾说：“人是万物的尺

度”，并把“人”视为考察和评价社会关系和谐

与否的惟一标准。人本精神就是要以人为本，

对于文艺创作来讲，首先要有人文关怀。短视

频特别节目《两地书》虽然每期只有短短的8

分钟，却生动刻画了一位位令观众印象深刻

的抗疫英雄，这其中有奋战在火神山医院建

设一线的建筑工人、毅然离家支援抗疫前线

的医务女兵、身患重症却忘我坚守在抗疫阵

地的主治医生……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个个

感人故事，为观众建构起了心在一处、患难与

共的情感认同。

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不仅仅是武

汉人民的事情，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事

情，每名中国人都有职责和义务来保护武汉

这座城市和可爱的人民。《两地书》以此为出

发点，每期选取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鲜明

个体。正是他们这些拼命硬干的人、舍生忘我的人，

成为我们国家的真正脊梁。节目把人和事有机融合

在一起，在事件的讲述中把个体的伟大之处娓娓道

来，让观众始终坚信，无论你身在何处，身居何位，只

要能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就有能力也有信心取得

抗疫斗争的最后胜利。文艺创作需要肯定并展现这

些个体在国家、民族面对重大危机时的无私奉献和

担当精神。以人为本、以民为本，还原人的主体地

位，弘扬传承人本思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文

化传统被唤醒，节目反映了抗疫战斗中所体现的人

本精神。

彰显抗疫斗争中的集体精神

面对顽固的疫情，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行动，用

各种各样的文艺形式宣传防控知识，讴歌感人事迹，

为打赢防控阻击战凝聚力量，彰显了各自行业的集体

精神。节目《两地书》正是借用视听传媒的特殊表现形

式，通过影视演员为抗疫前线的英雄写信（读信）的方

式，树立起影视界的集体意识和家国情怀。“一封来自

电影人最温暖有力的信，对应一个发生在抗疫期间的

动人故事”，这让疫区的同胞坚信，他们并非在孤军奋

战，而是有一个更为强大的集体在背后关注和支持着

他们。节目中所建构的这个集体，表面上看，似乎是一

种个体对个体的单线行为，实际上通过媒体的传播，

明星的效应，形成了“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审美效

果和社会效应，使得全民同声相应、并肩作战的凝聚

力更加深邃而宏远。另外，短视频节目还制作了后续

的人物反馈，使这个集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更加牢

固、强大。诸如第一期节目《筑梦》播出后，栏目组又不

失时机地做了一期人物回访。观众可以看到，演员郭

晓东、主持人蓝羽和几位建筑工人在电视中同一画面

的分屏显示，无疑让之前建构的广大和深厚的集体关

系更为牢固。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正是

这些军人、科学家、医生等等最可爱的人

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众志成城”的壮

歌。在这些集体中，画家们拿起画笔，用

线条和色彩讴歌白衣天使们临危不惧的

品格；音乐家们创作了一首首抗疫歌曲，

用旋律唱响中国精神；作家们以“笔”为

枪与全国人民一起共战疫情。文艺界不

同形式的创作，显示了这种集体精神强

大的爆发力和凝聚力，反映了新时代文

艺家和祖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担当

奉献品格。

构筑抗疫斗争中的国家精神

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每当中华民族

面临灾难和危机的重大时刻，文艺创作总能够与现

实同行，与时代共舞，构筑国家精神，奋力抗击危难。

何为国家精神？面对疫情，国家精神就是越是艰险越

向前的无畏精神；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战斗

精神；是守土有责、慷慨赴死的牺牲精神；是救死扶

伤、扶危济困的人道精神；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

大爱精神……这些精神，定格成了巍巍中华行稳致

远、浩浩文明源远流长的气象。在抗疫战斗中，涌现

了一群群英雄人物，发生了一桩桩感人故事。特别节

目《两地书》将这些故事转化为一个个动人篇章《筑

梦》《忘我》《出征》……每个故事都在传达一种大爱

无疆的中国精神。正如《出征》的读信人李光洁所言，

“负重前行，其实就是负爱前行。”读信人那一段段发

自肺腑的温情嘱托、一句句感人至深的关切问候告

诉我们，疫情面前可以隔离开病毒，却隔离不了全国

人民对武汉的关爱，隔离不了“本是同根生”的牵肠

挂肚。

众志成城抗疫情，文艺界从大局出发，用优秀文

艺作品记录伟大时代，讴歌伟大人民，奋力将文艺作

品写在抗疫的主战场上，为最可爱的人抒怀和抒情，

为民族的脊梁礼赞和放歌。疫情发生以来，《武汉，你

好吗》《挺住，武汉！》等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应时而

生，传递着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共渡难关的决心。

不仅如此，身居海外的华人华侨，当得知祖国

同胞身处危难之时，也纷纷伸出援手。四海一家、

普天同心汇成了新时代的钢铁长城和国家精神，这

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战胜危难的有力武器，助推中

国人民在历次磨难中总能戮力同心、砥砺前行并行

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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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出征》
演唱：杨魏、玲花、董宝石、石头、郑棋元

诗朗诵《中国阻击战》
朗诵：张国立、金玉婷、郭涛、凯丽、张嘉译、温玉娟、刘劲、陶红

诗朗诵《相信》
朗诵：陈道明、徐帆、濮存昕、宋春丽、吴京安、史可

诗朗诵《你的样子》
朗诵：白岩松、刚强、欧阳夏丹、贺红梅、水均益、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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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文明古国，无一不是由一条大江或者大

河孕育而生，黄河之于中华文明也是如此。黄河

孕育了我们的十四朝古都和欧亚的丝绸之路。而

音乐作为文化发展的产物，更是文明的内蕴承

载。我们不难发现，不少历史文物中都保留着音

乐的印记，它们记录着文明，也被文明所记录着。

此次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宝藏》2020新

春特别节目《“黄河之水天上来”国宝音乐会》以

音乐为引线，串联起黄河沿线从发源地到入海口

9个省份的国宝历史记忆，不仅是对沿黄两岸历

史文化的创新解读，也是在新时代传承弘扬黄河

文化的有益探索。

黄河作为我们的母亲河，是生命的给养，也

是华夏文明的源头活水。千百年来黄河奔流不

息，黄河文化亦从未故步自封。就像我们的音乐

所塑造出的特质，以海纳百川的方式兼容并包，

吸收内化多彩文明，不断传承发展，始终焕发出

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黄河之音 和而不同

这次在《国宝音乐会》中，我和中央民族乐团

的艺术家们共同演奏的是一曲独具黄河韵致的

《丝路载乐》。这首乐曲的灵感来自于一尊国宝级

的“唐三彩载乐骆驼俑”。这件文物来自大唐，它

是在骆驼背上支撑起一方舞台，由7位乐手各执

不同的乐器，围坐演奏，而另有一位舞者翩然起

舞，自在神态栩栩如生。我们在《国宝音乐会》舞

台上的表演同样也是7位乐手和1位舞者，是对

1300年前这段骆驼背上的音画一对一的复现。

这件国宝上的8个乐俑几乎都是汉族人，但

是他们手上拿的乐器有西域的，也有中原的。比

如琵琶、箜篌这些都是西域传来的，而笛、箫、笙

都是我们中原的。结合其他史料信息，有专家推

断，这个8人乐团演绎的应该就是流行于唐玄宗

开元、天宝年间的“胡部新声”。“胡部”指的是西

域的胡乐，“新声”就是有了新的发展。通过这一

件文物，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大唐兼容并包的

气象，以及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化繁盛，我想这也

正是黄河文化千百年来的鲜明底色。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黄河的开放包容，孕育出了八百里秦川。《诗经》

在此发祥，14个朝代在此建都，丝绸之路由此开

启。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传承弘扬传统文化、民族

音乐，也决不能因循守旧，一定要坚持开放包容

的心态，去交流互鉴，才能让我们民族的艺术立

于世界音乐之林，不断发扬光大。

文化自信 创新表达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曾在世界各地演出。先

后到访过欧洲、美洲、澳洲等五十几个国家及地

区，曾为40余位外国元首演奏。不论是在杭州

G20峰会、博鳌论坛、“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中韩

建交25周年等重要演出中，还是在纽约林肯中

心、卡内基音乐厅、比利时欧罗巴国际音乐节等

国际音乐舞台上都曾回荡着中国之声。当我在这

样的场合演奏时，是特别有底气的。

韩国总统文在寅携夫人来华访问时，他们听

到《丝路飞天》的演奏会起立惊呼，没想到千年的

琵琶会有这样的表现。琵琶也摇滚，民乐正青春，

中国的民乐同样可以很现代。就像“胡部新声”带

给我们的启示，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不断融合世界

音乐语汇，中国的音乐就会一直进步。

文化自信首先源于对传统的热爱，而更好的

文化传承需要不断创新。坚守传统是我们必须要

做的，没有传统就没有根。在音乐的道路上，我们

走得越远就越觉得传统和经典的可贵。前人传下

来的宝贝，需要一代一代传下去。像琵琶经典曲

目《十面埋伏》，至今都是后人难以超越的高峰之

作，所以说古人真的了不起。但是每个时代有着

不同的表达方式，创新是我们在当下必须要做

的。面对当代人、年轻人甚至外国人，我们要用当

代的语言去诠释琵琶，创新融入更多新鲜元素让

他们去喜欢，实现更好的代入。

国乐正青春 演绎“中国节”

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离不开年轻人的身

体力行，如何让当代年轻人爱上传统文化、爱上

国乐，是我们文化工作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成为行走的传统文化

潮人。像故宫文创、非遗文创成为年轻人的新宠；

众多汉服爱好者经常盛装出行与古建筑相映生

辉，成为我们身边一道亮丽的风景线；B站上有

很多年轻人通过弹幕为《国家宝藏》打call，直言

表白“此生无悔入华夏”；一曲《水龙吟》引发网友

刷屏，微博视频播放量近4亿……这些很好地说

明了，当下年轻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仪式感、体

验感、想象空间是有强烈需求的，而我们要思考

的正是，如何通过跨界、混搭、创新、创意去实现

更好的对接。

2020新年伊始，我的下一个计划就是用音

乐的方式去演绎我们的“中国节”。春节、七夕、

端午节、元宵节……都是很有仪式感的中国节

日。我们要尝试用当代的、立体的、年轻人喜闻

乐见的方式，打造具有沉浸体验感的节日，将时

尚创意注入到传统文化中，让传统节日焕发出

当代活力。

创作谈

《“黄河之水天上来”国宝音乐会》

多彩文明汇聚黄河文化之音
□赵 聪

中央民族乐团副团长赵聪演奏《丝路载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