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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在当下的武汉乃至全国，“抗疫”成为重中之重，故“抗疫

文艺”也应运而生，并成为越来越值得关注的文艺现象。这其

中，最便捷也是最深邃的是文学，有随笔、日记，还有诗歌、散

文一类；最直观也是最悦目的是美术，有油画、国画，还有漫

画；但最动听、最感人、最暖心的还是歌曲。“封城”后没有几

天，微信上便传出了抗疫歌曲，最早的歌曲大概是湖北或湖北

籍音乐工作者的作品，比如《生命之歌》（方石词曲）、《每人的

战争》（唐跃生词，姚峰曲）、《有一种力量》（苏虎词，金旭庚曲）

等。时至今日，抗疫歌曲已数以百计，呈现出较大的规模和体

量，并显露出全媒体、自媒体时代音乐传播的优势。其中绝大

多数是原创歌曲，也不乏旧曲填词的，并沿用了抗洪、抗震、抗

非典的一些作品；大多数是自发创作的，有的也属全国各地组

织的“一级响应”。这些歌曲虽然视角不同，风格各异，但主题

都是“抗疫”，焦点自然就是为世界共同关切的武汉。

坦率地说，让我最看好的歌曲还是那些来自武汉、没有

雕琢痕迹的歌曲，包括自发创作的。那些来自武汉的歌曲，尤

其是一些朋友特意发给我的歌曲，至少带给我三个信息：他

们是健康的，他们是坚强的，他们是乐观的。比如，近期点击

率极高的《武汉伢》（段思思、谭旋词，谭旋曲），来自武汉协和

医院的《无所畏惧》（原曲《no fear in my heart》，李钢填

词、演唱），武汉音乐学院推出的《明天依然最美》（夏琭、刘思

远词曲）和该院声乐系主任余惠承教授演唱的《最亲的

人》（冰洁词，孟勇曲），就传递出了这些信息。那些没有雕琢

痕迹的歌曲，说明他们的创作动机是纯

正的，其创作初衷并非为了展现其艺术

水平（但并不是说艺术水平不重要）；还

说明他们都是在自我隔离、相对封闭的

状态下进行创作的，甚至是在简陋的工

作室或琴房里录制完成的，同时他们也

是很守规矩的。比如，中央歌剧院黄越峰

演唱的《没有硝烟的战争——献给抗疫

情的英雄们》（朱小松词，刘锡津曲）就像

是这样完成的。这些自发创作的歌曲至

少说明创作者是自觉自愿的，仅是受爱

心驱动的。比如，年近八旬的老音乐家韩

万斋作词、作曲的《疫情是命令，人民是

天》即如此。当然，组织创作的意义更为

重大。比如，北京方面推出的《坚信爱会

赢》（梁芒词，舒楠曲，雷佳等演唱）、《最

美的温暖》（李劲词、李凯稠曲，乌兰图雅

等演唱），上海方面推出的《手牵手》（抗

非典同名歌曲，廖昌永等演唱）等，充分

体现出了党和国家对疫情的关切，体现

出我国的制度优势。还有一类更是让我

看重，那就是我的战友们创作的歌曲，如

《天使的身影》（袁英词，张千一曲）、《中

国医魂》（徐安国词，孟宪斌曲）、《最动人

的是真情》（曹进词曲）等。哪里有险情，

哪里就有人民解放军的身影，哪里就有

人民解放军的歌声。这已成为人民军队

的光荣传统。其实，所有的疫情歌曲都值得尊重。

关于当下的抗疫文艺，也受到评论界的关注，一些已见

诸报端。大多是褒扬的，但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甚至已引

发争论。这都是正常的。在我看来，在当前这样一个十分严

峻的情势下，那些艺术上的高下优劣似乎已经不是最重要的

了。只要动机是善意的，只要是真心挺我大武汉，而不是借

机炒作自己，或是出于商业目的的，怎么赞誉都不为过，也没

有必要去过分指责，毕竟这些歌曲都是一种爱心的表达。这

是我对当下抗疫歌曲评价的基本

认识。

大凡灾难来临，都有歌曲相

伴。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就有歌

颂人民解放军抢险救灾、牺牲奉

献的歌曲，只不过那时没有今天

这样的制作手段和传媒体系，所

以大多只能体现在纸面上。1991

年淮河抗洪、1998年长江抗洪、

2003年抗击非典、2008年汶川抗

震救灾中都有相关歌曲产生。

1998年抗洪中的《为了谁》（邹友

开词，孟庆云曲），如今已成为一

首经典歌曲，那声无需回答的“为

了谁”一直沿用到2008年汶川抗

震，沿用到当下的抗击疫情，充分

表达出我们党的初心和人民军队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通过这首《为

了谁》，足见关注灾难和灾难中的

人民，歌颂抢险救灾的英雄，已成

为我国、我军优良文艺传统。此次

抗疫歌曲中，不少都是在歌颂战

斗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尤其是部

队医务工作者。比如，张千一谱曲

的《天使的身影》和海军推出的

《无名天使》（周志方词，平远曲）

就表达出了对战友的崇高敬意，

同时也热情歌颂了这场“战役”中所有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

人们。还有不少歌曲将视角投向了隔离在方舱医院、家中或

某个特殊场所的人们，给他们以鼓舞和力量，并给予了死难

者以哀悼。这是难能可贵的。当下武汉以及所有疫情较为严

重的地区，在精神上究竟需要什么呢？是怜悯、安抚、慰藉，还

是鼓舞、打气、激励？我想这二者都很重要，因为人的情感是

复杂的，不可齐一。我们可以为死难者默哀，可以给被隔离者

以安慰，更要为那些无私者、无畏者和“逆行者”祈祷，为奋战

在一线的英雄们打气。既要国家情怀、宏大话语，又要悲悯情

怀、平民视角。这二者都有助于战胜灾难。说到抗疫歌曲的音

乐形态和风格，我以为，那种摇滚风格和rap风格的东西，或

许可以少一些，尽管它们更能获得青年人的喜爱。但这种形

态和风格所标识的文化形象，与当前抗疫的整体凝重感似乎

还不大匹配。作为一种旨在战胜灾难的抗疫歌曲，在词曲上

还是平实一些的好。

自抗疫歌曲喷涌而出以来，我一直想把它和此前的抗震

歌曲、抗洪歌曲、抗非典歌曲归为一类，并作为类型的概括，

却一直没有想出一个合适的名词，将其称之为“灾难歌曲”也

不大合适。好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对这类歌曲的总体特

征有了一些思考。除了那种独特的人文关怀和传播“正能量”

之外，这类歌曲的一个突出文化特征就是“战时文化”特征。

所谓“战时文化”特征，就是因陋就简、因地制宜、通俗浅近、

重词轻曲和追求短平快。抗疫就是一场“战争”，一场“战役”，

故央视等主流媒体都选择了“战役”的谐音，将此次抗击新冠

肺炎病毒表述为“战‘疫’”。的确，当前举国上下正在党中央

的领导下大打一场“抗击新冠肺炎的人民战争”。就比如说

“封城”，这个词就是一个常用来描述战争状态的词，但当下

这个词却成了一个高频用词，说明我们已进入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的非常时期。这种非常时期，就像加了

引号的“封城”，颇有一种“战时状态”的意味。故抗疫歌曲中

就有了以“战争”为题的歌曲（《每人的战争》和《没有硝烟的

战争》），由此许多抗疫歌曲就显露出因陋就简、因地制宜、通

俗浅近、重词轻曲和追求短平快的“战时文化”特征。因为只

有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只有通俗浅近、重词轻曲和短平快，

才能及时服务于抗疫斗争。不难发现，许多歌曲一听就知道

是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录制的，不是大乐队、大录音棚的大

制作，因为词曲作家们没有条件去做那么细致的工作了，只

有退而求其次才能将歌曲创作出来、录制出来、传播出来。这

种“战时文化”特征，也可以理解为百年来中国红色音乐（包

括解放军音乐）的一个优良传统，值得我们去继承发扬。这也

是笔者为何更欣赏那些小制作的原因。当然，就像“封城”一

词加了“引号”一样，这里的“战时文化”也得加一个引号。

疫情尚未消退，歌声还得继续。愿有更好的抗疫歌曲鼓

舞斗志、缓解焦躁、哀悼逝者，伴随我们取得抗疫的最后胜利。

在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之际，作为疫情中心

的武汉以及此刻仍然坚守在这座

城市里的人们，他们的“日常”与

“生活”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在这

个社交媒体主导的刷屏时代，身

在武汉的普通人用微信、微博等

已经记录这场大疫之下太多的承

受与担当、牺牲与坚守。面对这

样一场全面参与的战“疫”，主流

媒体，尤其是国家级媒体不应当

缺席。而融媒体短视频《武汉：我

的战“疫”日记》正是央视纪录频

道这个国家级纪录片平台在疫情

这场大考面前交出的一份答卷。

与传统纪录片相比，《武汉：

我的战“疫”日记》无论是内容还

是形态都十分接地气。节目素材

全部由每集的主要人物用手机拍

摄和讲述自己在武汉的日常生

活，而这些人物都是此刻依然坚

守在武汉的普通人，其中有奋战

在救治一线的医生、护士、军人，

也有普通市民、快车司机、媒体主

播、打工者、外国人等。每集时长

不超过5分钟，内容大多是日常

的生活场景、见闻和对话，但这些

平凡的镜头所记录的每一个画面

却是如此具有真实感和亲和力，

因为正是这些影像所展现的成千

上万的普通人的温暖坚守和默默

努力，支撑起了武汉这座英雄城

市不倒的防线，也支撑起了我们

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希望。

这种从日常普通人视角出

发的短视频影像与正面展现疫

情前线的英勇和奉献构成了这

场抗疫斗争的一体两面。如果

没有前线的奋斗和担当，后方的

坚守无法持存，而同样如果没有

后方的坚守，前线的奋斗也就失

去了后盾和方向。无论是奋战

在治病救人一线的护士、火神山医院的建设

者，还是坚守岗位为市民送去温暖和鼓舞的

广播主播，以及因为疫情在家陪伴父母的快

手作者，每个人都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

坚守着自己的位置，做着平凡却又伟大的事

情，保护自己、家人以及这座他们所深爱的

城市。

正是因为这种扎根日常的普通人视角和

贴近移动媒体时代传播规律的独特节目形

态，《武汉：我的战“疫”日记》在跨平台播出后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展现出极强的传播

力和影响力。该节目的成功播出得益于从创

意、制作到播出过程中的一系列创新思路。

纪录频道与总台视听新媒体中心和湖北广播

电视台等传统媒体，以及快手等短视频平台

同时展开深度合作，共同征集作

品，向有潜力的视频作者定向邀

约，专门定制反映拍摄者自己以

及身边人日常生活状态的短视

频。这种做法打破了传统纪录片

制作的模式限制，既打通了纪录

片与新闻题材之间的边界，又强

化了传统电视媒体与新媒体平台

的深度融合与合作，充分发挥了

跨屏短视频在反映重大现实题

材，尤其是突发事件方面的优势。

这种创作实践也得益于

2019年下半年央视纪录频道一

系列改革创新举措，央视纪录频

道依托总台“5G+4K／8K+AI”

的优势，秉持“中国故事，国际表

达；中国价值，全球视野”的理念，

全力打造国际一流纪录片顶级制

作、融合传播的媒体品牌。其中

的关键举措之一是推动纪录片以

“小而美”的形态呼应新媒体时代

的市场和受众需求，不仅推出了

一系列剪辑包装时尚、符合年轻

观众审美的力作，也在反映中国

社会变化发展的现实题材纪录片

方面持续发力，佳作频出。改版

后的纪录频道呈“长、中、短、微”

的纪录片形态分布，其中极具创

新意义的是主打融媒体短视频风

格的新纪录片形态的《9视频》和

《微 9》时段。相对于时长 15分

钟的《9视频》，专为移动端打造

的《微9》短视频产品，时长只有5

分钟，更贴近移动媒体小屏传播

的短视频形态。这两个时段的设

置为专业纪录片人和短视频爱好

者提供了一个创作融媒体短视频

的平台，让作品以用户视角在电

视端多频次滚动的同时，在移动

端广泛传播，成为具有高势能的

全媒体短视频内容。

这种媒体融合创新的改革

思路和创作机制为《武汉：我的战“疫”日记》

这类能对突发事件做出快速反映的短视频

的出现提供了机遇。也正是因为打通了传

统电视与移动媒体终端之间的边界，短视频

这种特殊的新的影像传播形态才成为可

能。这种创新不仅使得宏大叙事背后的普

通人和日常细节能够进入国家级主流媒体

的视野，也使着力引领主流价值观、构筑社

会凝聚力的主流媒体具有了更强的传播力

和亲和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主流媒体探

索纪录片创新之路的过程中，《武汉：我的战

“疫”日记》只是一个起点。我们有理由期

待，随着改革创新的不断深入，未来会有更

多反映社会现实、体现基层视角的优秀短视

频不断涌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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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歌曲及其评价和阐释抗疫歌曲及其评价和阐释
□□李诗原李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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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3版）
阅文集团通过起点中文网发布“我们的力量”征文大赛公告，短短数

日后台涌入4000多位作者报名，大多数为“90后”网络作家。山东网络

作家包子二爷生于1993年，她的网络小说《你好普通人》取材于当下这

场没有硝烟的战“疫”，呈现出很多抗疫现场的鲜活细节，真实感人。李开

云正在创作的新小说《国家战疫》根据真实新闻事件改编，故事中，一场

突如其来、不明原因、可以人传人的致命病毒席卷一座城市，在口罩厂打

工的王大强，无奈拿着老板发来抵工资的30000个口罩，踏上了一场令人

啼笑皆非的旅途。此外，《武汉我为你加油》《武汉加油》《在前线奋斗》等基

于真人真事的现实题材作品，《急诊科的夜班故事》《宅在家里的100天》

等从不同视角勾勒特殊春节的都市小说，也都收获热烈反响。

在征集优秀作品的同时，阅文集团也从历届现实题材征文大赛获奖

作品中遴选围绕医生、警察等特殊职业的小说进行重点推送。近期，阅

文旗下各平台的医疗题材小说如志鸟村的《大医凌然》、真熊初墨的《手

术直播间》阅读数据增长明显。众多读者在书友圈自发评论“武汉加油”

“感谢医生的辛勤付出”等，彼此加油打气。

各省市作协及阿里文学、中版大佳网、凤凰网书城、连尚文学逐浪

网、掌阅文学、17K小说网、火星小说、华语文学网等网文平台也相继启

动战“疫”征文，号召网络作家围绕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人员的感人事迹

开展主题创作，宣传防疫抗疫一线的感人事迹，讲好抗击疫情故事，展现

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的精神风貌，为疫情防控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网络作家耳根创作的诗歌《伟大的战役！》入

选黑龙江作家网推出的“以笔为剑——黑龙江作家抗击疫情文学作品

选”。齐齐哈尔市作协副主席、网络作家梧桐私语在小说《我的右脑搭错

线》中设计了一线派出所民警抗击疫情的情节。网络作家一纸虚妄的最

新连载作品《青山几重》以主人公守护山林、拒吃野味作为主线。网络作

家韩梓涵创作诗歌《抗疫情，保通信》和有关抗疫的小说《我的爱，二十四

小时营业》。网络作家任恩硕发表文章《疫情发生后，我的故事》。山西网

络作家手握寸关尺创作现实题材网络小说《当医生开了外挂》，吸引粉丝

热烈追读。

文学战“疫”，书写的是大爱，传递的是力量。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

够共渡难关，夺取这场战“疫”的最终胜利！

（程天翔）

新时期以来，为人们称道的舞蹈作品绝大

多数是新编的古典舞，如《千手观音》《飞天》《虞

美人》《爱莲说》《铜雀伎》《粉墨》等，而当代舞蹈

作品的数量极少，更不要说反映当代生活的作品

了。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一是当代生活为

观众熟悉，形与神稍为“不似”，就得不到观众的

认可；二是纷繁复杂的当代生活因还在进行之

中，能反映当代精神的人和事还没有经过时间的

淘洗而积淀下来，若所表现的内容和时代精神卯

榫不合，便自然不能引发当代观众的共鸣。

这样的难题，却被一个基层文化工作者上

海松江区文化馆副馆长顾风庆破解了。他近年

致力创编的当代舞蹈剧目《小笼师傅》《老陆和

他的孩子们》《爷爷的浑堂》《高考》《大饼油条

豆腐浆》等，无一不受到专家们的高度赞扬和

广大百姓的由衷欣赏。许多观众说，顾风庆的

舞蹈既感到亲切，又让人激动，看了几次也不

嫌多。取得这样的艺术效果，经验是什么呢？笔

者以为有三点。

一是叙写普通人的故事。首先是要讲好故

事。顾风庆的舞蹈作品虽然都不长，一个舞蹈

大约只有七八分钟左右，仅是“小品”而已，但

是它们的内容都是由一定长度的故事构成，如

《老陆和他的孩子们》根据松江民间皮影老艺

人的真实经历改编，讲述了一位信念执著的民

间艺人用一生的精力和心血，守护着皮影艺

术，千方百计拯救这一历史悠久现在却濒临失

传的皮影表演技艺的故事。其次，要讲普通百

姓的故事。舞蹈本来就是俚俗的、大众的艺术

形式，但在近几十年中，却被一些艺术家们刻

意地将它置放在所谓“殿堂”里，与普通百姓的

审美趣味愈来愈远了。老百姓感到隔膜的主要

原因，是作品里见不到自己的生活，更看不到

自己的影子。顾风庆继承了我国舞蹈的传统，

所取之材基本上是市井民众的生活，《爷爷的

浑堂》摹写的是底层百姓“泡澡堂”的事情，《小

笼师傅》所讲的则是上海南翔小笼包师傅指导

徒弟们剁馅、压皮、捏包的制作过程和食客们

品尝到小笼包子后的快乐情景。

尽管叙事不是舞蹈的长项，但是舞蹈也须

讲故事，只有依凭着故事，其思想主旨才能得以

体现，其动作才会具有逻辑性，人物之间的关系

才会清晰可辨，内容才会曲折有致而引人入胜。

没有故事，往往会使观众看得一头雾水。而讲普

通百姓的故事，能使舞蹈作品保持“下里巴人”

的质地，让普通大众觉得所舞的是自己的故事、

自己的生活，从而达到“众和”的目的。

二是反映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顾风庆

的舞蹈作品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和”。

《大饼油条豆腐浆》展现了上海弄堂邻居们购

买大饼油条豆腐浆和吃早餐时普通而又动人

的其乐融融的生活场景，人们吃着油条、喝着

豆浆、听着评弹、唱着滩簧，或聚在一起相互传

播着新闻，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表

情。《爷爷的浑堂》不仅描摹了江浙一带人们喜

欢泡澡堂、搓背与以澡堂为公众场所而拉呱交

流的风俗，更重要的是表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

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在这里，人们可以和

街坊、朋友亲密地接触，无拘无束地谈话，可以

彻底地放松身心，还可以通过相互为对方搓

背，增加人与人之间感情的浓度。这就是中国

人，这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态度，这样的舞蹈画

面，比起任何文字，更能让人感受到、也更能让

人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核。那么，当代中国

人的精神风貌又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高度

的自信心。顾风庆的舞蹈作品契合当代中国人

的精神风貌，具体的表现就是“乐观”二字。我

们看他的大多数剧目，都会为剧中人快乐的情

绪所感染，他们热爱生活、热爱工作、热爱亲

人、热爱生命。无论是动作、音乐、表情，还是整

体风格，都能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并激发

出对未来的美好期许。

三是从生活的动作中提炼出具有当代美

学精神、能够表现真情实意的舞蹈语汇。取材

现代生活，难度在于如何用舞蹈这一形式艺术

地表现生活，而且还要得到普通观众的赞赏。

将顾风庆的做法分解出来，大体上有三个，一

个是从现时的生活动作中提炼出舞蹈性的肢

体语言，二是表现出当代的美学风格，三是组

织舞蹈语言为抒情服务。《老陆和他的孩子们》

的肢体语言就是从皮影戏艺人的提线动作和

“影人”的反应动作中概括出来的，而《小笼师

傅》的肢体语言更是通过对制作小笼包子动作

的夸张与美化而成的。提炼出来的动作，之所

以能让今日的观众悦目，是因为它们具有了当

代的美学风格，即简练、干净、生动。更难能可

贵的是，顾风庆的舞蹈语汇能准确地表达出人

物深厚的情感。《爷爷的浑堂》中，爷爷给孙子

搓背的慈爱之情，孙子给爷爷洗脚的孝亲之

情；《再和你“合”张影》所表现的4位退伍排爆

兵与一位牺牲战友的生死之情，等等，无不让

观众动心动容。

虽然顾风庆的舞蹈作品已经得到了专家

的赞誉和观众的欣赏，但笔者建议他日后只要

在两个方向上着力，一是为专业性较高的舞者

编舞，二是为非专业的大中小学的学生、热衷

跳舞的社区老百姓们编舞。尤其第二个方向由

于不为编舞界专业人士关注，说不定会做出更

大的成绩来。

艺 谭

他让舞蹈走进了百姓的生活他让舞蹈走进了百姓的生活
——谈顾风庆的当代舞蹈作品谈顾风庆的当代舞蹈作品 □□朱恒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