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有源头活水来”
——从大型原创音乐节目《国风超有戏》看传统文化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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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风”一词源自中国最早的诗歌

总集—— 《诗经》。随着时代发展，“国

风”的内涵与流行趋势逐渐融合，进而

成为深受当代年轻人喜爱的艺术形式乃

至生活方式。短短二字中蕴含的文化精

髓、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在 《国风超

有戏》 这类作品的广泛传播中，被不断

诠释出更丰富的含义、焕发出更盎然的

生机。

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

型原创音乐节目 《国风超有戏》，成功

登录 CCTV-1 综合频道。它以全新的

节目模式、优质的视听表达和多层次的

文化内涵，让传统与现代交融碰撞出绚

烂的连绵星火。

把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旋律以及青

春态审美高度融合，是这档节目给人的

第一印象。戏曲可谓高度综合的艺术形

态，音乐、舞蹈、美术、诗歌等艺术形

式汇聚一堂，呈现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

中特有的“合和之美”。《国风超有戏》

抓住了这个精神内核，从“音乐”入

手，以“文化”为径，沿着“仁义礼智

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耻勇”的脉

络，联结起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

在立足传统、融和古今的框架设计

下，节目从家国、诚信、友情、爱情等

不同维度挖掘出了九个“共创主题”，

为接下来国风音乐人的创新之旅奠定了

基调。在已播出的 《国风超有戏》 第一

期 《高山流水》 中，音乐人斯斯与帆和

花僮将苏轼名篇 《记承天寺夜游》 谱写

成 国 风 歌 曲 《梦 承 天 寺 夜 游》， 结 合

“戏腔”演绎了百年前苏轼与张怀民明

月下“秉烛夜游”的风雅悠然；歌曲

《风华绝代》 里，音乐人李斯丹妮霸气

的说唱与井胧高亢激越的歌声，共同讲

述了上官婉儿与太平公主的传奇友谊。

诗词名篇与历史故事中都蕴含着中华传

统文化对友谊的歌颂，对知音的向往。

这种美好的情感正通过当代年轻音乐人

的歌声跨越着古今时空。

据 统 计 ，《国 风 超 有 戏》 第 一 期

《高山流水》 在 CCTV-1 的收视成绩为

同时段综艺节目之首。尤其受到年轻观

众的喜爱——15-24 岁受众收视率周环

比 上 升 31% ； 25- 34 岁 受 众 率 上 升

29%。节目微博相关话题阅读量迅速突

破 2 亿。

《国风超有戏》 的收视成绩，很大

程度上源于节目样态的全新探索——首

先，国风音乐人带着自己的“国风态

度”，以及之前创作的优秀国风歌曲登

台亮相。接下来，音乐人畅谈自己的创

作理想，并进行自由组队。“真人秀”

与“综艺秀”的节目样态有机融合，镜

头真实纪录下他们的分歧与共鸣，调动

观众情感共鸣的同时，也增强了环节推

进的戏剧性动力。最后，音乐人根据当

期 “ 国 风 命 题 ” 完 成 一 场 “ 共 创 实

验”，颇具震撼地将节目推向高潮——

立体呈现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高度融合

的创演舞台。

《国风超有戏》 的成功，不仅在于

形式，更在于其立体丰盈的精神内核。

高纬度的跨界碰撞很大程度上拓展了综

艺节目的表达边界。作为一档创演类节

目，“创作者”是灵魂所在。《国风超有

戏》 挖掘和汇集了知名国风音乐人、戏

曲青年演员等百余位嘉宾。他们熟悉和

擅长的领域不同，在碰撞和交流中，迸

发源源不断的灵感火花。与此同时，戏

曲名家王珮瑜、何赛飞、小香玉，知名

音乐制作人捞仔，文化学者杨雨等七位

不同领域、不同圈层的业界翘楚，组成

一个特殊的“朋友圈”，以不同视角阐

释文化主题，解读音乐精神。创作与评

论、戏曲与音乐——多种维度的跨界碰

撞交相辉映，为节目注入鲜活生机的同

时，很大程度上拓展了视听表达的深度

与广度。

如果说“创新”是这档节目的根基

和硕果，那么“技术”则是它得以成功

的 必 经 之 路 。《国 风 超 有 戏》 以 “ 数

字+艺术”“传统+科技”的多元手段，

营造出多场景、全开麦的视听盛宴。视

觉方面，淡雅中国色加上多场景、多元

化、沉浸式的“国风音乐小院”的情境

设计，展现了“一步、一景、一国风”

的东方写意趣致。删繁就简、移步换景

的舞美形式更加聚焦“国风音乐创作”

的 本 真 底 色 ， 回 归 舞 台 本 身 ，“ 小 而

美，雅而精”的国风韵味给观众带来纯

粹独特的沉浸式全新体验。更值得一提

的是，《国风超有戏》 基于 AIGC 的底

层 技 术 ， 开 发 Face to AI 的 技 术 框

架，以戏曲中的“赵云”作为形象基

础，打造出了总台首个国风 AI 数智人

“国小风”。“国小风”带着传统文化的

深深印记走在科技前沿。他的出现无疑是

“传统+科技”的一次精彩呈现。

在传播方面，《国风超有戏》 探索着

一条融媒体时代的立体途径。比如，每期

节目都会诞生两首国风新曲。这两首作品

会在央视频“CMG 戏曲”同步推出，面

向广大网络观众征集点赞留言，新媒体观

看量将作为重要指标影响歌曲最终胜出

——能否收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华戏

韵 金 唱 片》。 在 新 媒 体 平 台 上 ， 观 众 欣

赏、交流的同时，也参与并影响着节目进

程，极大程度上提高了节目的传播声量。

“ 问 渠 那 得 清 如 许 ， 为 有 源 头 活 水

来。”《国风超有戏》 展现了戏曲深厚的文

化底蕴，以前沿科技为传统注入活力，其

结成的累累硕果不仅是一档优秀的文化综

艺节目，更是一系列全新的国风作品。

这是硕果，更是火种，蕴含着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守正创新、继承发展的生机与

活力。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副主任）

汽车驶入鄂州鄂城区岳石洪村，我

放眼四周，是巍峨苍翠的青山。花溪水

被矮坝截住，清亮亮的水形成小瀑布，

在阳光里像晶莹剔透的玻璃。到了山腰

的茶坊，鸟鸣山幽，鲜氧漫溢。山野气

息和书的气息像潮水般向我涌来。我试

图与那种神秘的气息沟通，融合。

傍晚来临，我们沿着新修的沥青公

路漫步村庄，一栋栋白墙青瓦特色民居

错落有致，点缀在油菜和树木之间。细

听，山林里有啾啾鸟鸣隐约传来。春天

的和风吹着白云。周围环境优美，有袅

袅的香气环绕，有多彩的蝴蝶在油菜地

上飞舞。蝴蝶从花丛中飞起，把梦留在

最深最醇的芳香里，引发我们无穷的

想象。

这一切如春日繁花般绚烂。从今日

鄂州高质量发展气魄来看，我特别想寻

找历史的渊源。历史的人和事，由远及

近，宏阔而苍凉。岳石洪村位于鄂城区

汀祖镇、东方山东麓，矿产资源丰富，

经历代开采，生态破坏了，四周山岭乱

石林立，一片光秃，常遇雨暴发山洪。

为征服洪水，其先祖将此地取名为“岳

石洪”。漫步在“举人沟”，这里的溪流

让我们进入想象，那是梦幻般的意境，

颇为赏心悦目。

桃花开了，水倒映着树木、花影，

灯光、明月和繁星散发着晕光。我们想

到 了 白 居 易 的 诗 句 ：“ 人 间 四 月 芳 菲

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这一时刻，我

们再欣赏大山里的村庄，我坚信，那里

一定有我们痴迷的东西。我又有新的课

题思考了。历史给予村人荣光，也给予

他们自信，同时也有哀伤之感，这里有

现代人的追念。

这里的风景朴拙而深奥，极有韵

味，极为独特。没有冷硬的姿态，只有

温暖的瞬间。遥望鄂州东方山，那是无

限陶醉的神情。鸟群消失在遥远的蓝天

里，总让我想到农民的道路。

千年古村岳石洪村，山峦多，平地

少，造成人均耕地面积严重不足，因为

这些地理上的劣势，让岳石洪村一度贫

困 ， 靠 卖 柴 度 日 。 到 了 上 世 纪 70 年

代 ， 岳 石 洪 村 迎 来 了 一 个 “ 高 光 时

刻”。昔日，村里为了求生存、得温饱

而开矿，矿山产业兴起，村里的经济开

始腾飞。所以说他们依矿而富。可是，

资源总有枯竭的时候，人再强，也强不

过自然的意志。

关掉矿山，重新再来，这是何等壮

阔的选择？我们在思考，在追求人的现

代化的今天，我们怎样理解绿水青山的

生态转型？这雄壮而灵逸的大山，会给

人无穷的灵感。无须焦虑和绝望，生存

的真相不是一个，只要转变观念，还会

打开生存的新天地。举人沟的清泉回来

了，流水清甜，哺育大山的躯体和万物

生灵。我们感觉，独特的自然风光，以

及悠久的历史文化，让岳石洪村呈现出

一股隐逸气质。儒释道三教文化相互独

立又互相补益，儒家讲入世，道家讲出

世，关键在“进”与“出”间找到平

衡，岳石洪村打造的正是这种文化，让

疲倦的游客重新连接大自然，感受人间

烟火，疗愈身心。

文化氛围，照样吸引游客。比如湖

南益阳，周立波的故乡清溪村。作家书

屋的建设，明显带动了乡村旅游。

刘醒龙兄的书屋和工作室就建在岳

石洪村里。他题字的“举人沟”，那是

历史留下的文化印痕，举人已逝，幽

思永驻。乡村振兴不仅催生了民宿产

业，而且改善了农村的人居环境和生

活品质。图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阅读

照亮灵魂，灵魂携带的光芒足以逾越世

界的每个角落。如今村里由塑形开始

了 文 化 铸 魂 ， 岳 石 洪 村 需 要 重 铸 村

魂。作家走进山乡，可以说是文学赋

能乡村振兴。

山村巨变惊呆每一双探寻的眼睛。

这天上午，我们参加了村里一家民

宿的开业庆典。锣鼓、唢呐声音以及乡

亲们的欢声笑语。这民宿有普通人的意

趣和情怀。人们诗意地栖居在这里。每

个时期，人们是辛劳的、奋斗的。游客

来 了 ， 人 们 把 诗 意 的 栖 居 寄 托 给 未 来 ，

然而人的真情，却留在了心中。

村庄在喧嚣中睡去了，山上书堂的

灯却亮着。山风逝去的方向，文化和精

神的痕迹是清晰的，隐藏在充满传奇的

创造里。花溪流淌着平和与柔情，开矿

的岁月花溪断流了，我想如果它不曾离

去，又怎能看到村庄淋漓尽致的慈爱之

情？分析山村的内部世界，花溪瞬间打

开了我的心扉，让我翘首遥望。人与人

有缘分，人与村庄也是。我喜欢这个美

丽的小村。他们在蜕变中新生，人活着

的 意 义 就 是 不 断 寻 找 意 义 。 可 以 想 见 ，

这等对意义的追寻，让他们的追索与艰

辛交织在一起，便构成鄂州人精彩的故

事。生活是负累的，繁琐的，也是充满

情趣的，需要我们认真发掘这种情趣之

美 。 我 们 要 善 于 采 撷 ， 善 于 与 美 对 话 ，

善于在历史的风景中找到新的风景。

我们绷紧的神经经历了一次峰回路

转的惊喜。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

便成了路。岳石洪村由农家乐到民宿的

转变就是最好的例证。在岳石洪村，我

们看见了鄂州人奋进的身影。生活以它

无与伦比的壮阔，告诉人们永不凋谢的

秘诀。

刘醒龙与李遇春的文学对话活动结

束 ， 下 午 的 阳 光 从 书 屋 房 顶 上 退 了 下

去。这里的一草一木迎来了夜晚。夜晚

的 一 束 荧 光 ， 照 亮 了 书 堂 ， 照 亮 了 人

心。我听见了溪水流淌的声响，将记忆

自拔于困顿的山峦，将光明播撒于每一

寸光阴。心里的，梦里的，存在的，缥

缈的，该留下的总会留下，该走的化为

尘埃永远消失了。离开鄂州，告别岳石

洪村，这些景观闯入了我的梦乡。小村

充 满 故 事 ， 明 天 会 有 辽 阔 的 相 遇 与 永

恒。我想，这样的好地方还会再来。

（作者系河北省作协主席）

花溪花开
关仁山

中国传统节日大多有自己固定的应节戏：中秋节的嫦娥奔月，七夕节的牛

郎织女，中元节的目连救母。比如前些天的端午节，传统上，端午节的应节戏是

《白蛇传》。今年央视的戏曲频道专门制作了特别节目《戏韵端阳》。我以为这节

目必然又会从《白蛇传》入手，没想到，节目竟然不是普普通通的应节戏。

应节戏是戏俗，戏俗是中国传统民俗之一。这个节目真正想向人传递的

不是简单的戏俗，而是节日丰厚的民俗：一开始是嘉宾们一起射五毒，中间

有嘉宾向外国友人介绍端午节特色的草药香囊，中国人的应节戏以及最初

出现的五彩缯……

这些内容，远比听全本的《白蛇传》或者看各剧种火爆的《盗仙草》更能

让人感受到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丰厚的文化内涵。

中国古人以阴阳看待万物。自然数从一到九，单数为阳；五个阳数里，五居

中央。五月初五，两个阳数中的端正者重叠，所以端午又称端阳。很多戏曲唱词

里把端午节称为端阳节，最有名的大概是越剧《白蛇传》的“断桥”一折，白娘子

深情款款地提醒许仙：妻为你，端阳强饮雄黄酒。

大部分中国人已经形成了端午节和《白蛇传》之间的条件反射，因此也

认定了雄黄酒是拿来喝的，可是当代的很多雄黄酒瓶子上醒目地注明“切勿

食用、不可饮用”，看起来那就是专门提醒熟悉《白蛇传》的顾客。

实际上，雄黄酒最主要的功能并不是饮用。古人没有花露水驱蚊露，端

午节时，家长们会把雄黄酒抹在小朋友的额头、面颊，那是帮他们避蛇虫鼠

蚁用的。只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雄黄酒一度淡出了人们的生活，很多年

轻人已经不知道它的真实功用了。再加上《白蛇传》的影响力，如果厂家不做

特别醒目的标识，估计真的会有很多人去试着喝一碗雄黄酒。好在，现在雄

黄酒又回来了。就像很多传统的端午节习俗也回来了。

曾经看过苏东坡一阕描写端午节情景的《浣溪沙》，下阕是：彩线轻缠红

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佳人相见一千年。

看这阕词时心神摇荡，非常羡慕北宋端午节的风雅：佳人们臂缠彩线，鬓

插小符，美得让诗人高唱“千年等一回”。可惜，这情形现在看不见了。

可事实上，这个民俗也正在回来。

节目一开始就再现了“彩线轻缠红玉臂”的情景。主持人给众位嘉宾分

发五彩缯，向大家解释它的寓意。那是五彩丝线编成的线圈，无论男女都戴

在手腕上过端午节。近几年，这五彩缯也重新流行了起来，不仅是节目里，大

街小巷也有很多年轻男女“彩线轻缠红玉臂”，加上近十年越来越盛的汉服

热，恐怕“小符斜挂绿云鬟”重现也不远了。

只是，有些民俗回来了，有些民俗却渐行渐远。

传统有句民谚:“吃了端午粽，才把棉衣送。”端午节一般在夏至日前后，

端午节之后全国入夏。从此天气热，蚊子毒，蛇虫鼠蚁肆虐猖狂。故而端午节

的民俗大多与驱虫避蚁、祈求安康有关。

古人没有驱蚊水风油精，菖蒲艾叶是最天然的驱虫植物，门上插菖蒲有

重要的实用功能。这行为本非仅属端午节，可节日总是能给日常生活赋予仪

式感，渐渐地，门上插菖蒲成了端午节特殊的视觉标志。

这情形已经基本在当代城市的楼宇里绝迹，超市里也不见菖蒲卖，以至

于，节目里的几位外国友人只能津津有味地听中国朋友向他们介绍这民俗，

却看不到家家户户插菖蒲的情景。

门上的艾草不见了，粽子盒里却多了些咸鸭蛋。不知何时咸鸭蛋和粽子

成了焦不离孟的 CP，都快成新的端午节民俗了。传统的民俗向肥美鲜香迈

了一大步，但仍不该舍弃以往苦涩的艾草香。一点甜里一点苦，这样的味觉

记忆才更符合端午节的文化面貌。

就像中国人坚信，要保持长久的幸福安康，就必须保留些关于艰苦的记忆。

据说，端午节这天屈原念着《怀沙》自沉汨罗江，端午节的种种民俗都与

他有关：划龙舟是争相拯救他，敲锣打鼓是为了驱赶水中蛟鼋之属不要侵扰

他，包粽子是为了喂饱鱼虾去保全他。

端午节的第一文化名人不是白娘子，而是屈原。那是中国文人心中的一

个坚实的意象，已经融入民族的灵魂。在中国的诗文佳作、传世名画里，屈子

行吟题材的图画远比嫦娥奔月多。中国人的文化基石不是神话，而是历史。

屈原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学史人物，他的精神早已深深影响了整个中国。

参加节目的外国友人说 ，他们最初知道的端午节是其英文“Dragon

Boat Festival”直译就是“龙舟节”。外国人看到的是各地华人划龙舟的喧腾

热闹，却不理解龙舟竞渡的深意。《戏韵端阳》第一个真正的表演节目是吟诵

屈原的《九歌》，一开始就把节目代入了端午节的文化渊源。

过去的戏俗并没有把屈原戏列入端午节的应节戏。可是当代已经有了

戏曲剧目《屈原》。也许，以后可以每到端午节就在各种节目里吟诵屈原的辞

章，把《屈原》发展成端午节新的应节戏，甚至将吟诵楚辞发展成端午节新的

民俗。今年的《戏韵端阳》是一个开始，希望明年端午节能看到的也不再仅是

《白蛇传》，还能看到《屈原》，看到中国戏曲推动一项端午的新民俗。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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