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国风国潮广泛影响当代人的衣

食住行用，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其

中，国风音乐聚集了人数众多的爱好者，也

吸引了研究者的关注。据 2022 年某音乐研

究机构《国风音乐内容生态报告》显示，2020
年至 2021 年，播放量过亿的爆款国风音乐有

51 首；国风歌曲播放量是 2019 年至 2020 年

的两倍多；播放量破百万、千万的作品数量

呈上升趋势。在国风音乐中，民乐与戏腔歌

曲占比最大。比如，据某视频网站调查统

计，唢呐成为该网站年轻人最喜爱的乐器，

相关视频播放量达 2.2 亿次；和戏曲相关的

视频播放量增幅达 275%。

国风音乐泛指带有传统文化元素的音

乐。近年来，中国音乐市场上不断出现中国

传统文化、传统民乐融入现代流行音乐创作

的现象。国风音乐作品在音乐表现形式上

包容多样，音乐风格以流行与古典曲风的多

元融合为主，在词曲格律、旋律线条、编曲配

器等音乐形态和表现意蕴上，呈现出浓郁的

中国传统文化气息。国风音乐这一潮流体

现了流行音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它正逐渐从小众走向

大众，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发展景象。

深入传统文化宝库，汲取
创新营养

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风

音乐最重要的文化资源，是孕育国风音乐这

粒种子的肥沃土壤。聆听国风音乐，某种程

度上有如一条引人探究传统文化的蹊径。

古典诗词中的意境与言辞章句中的古代人

物，熟悉的传统曲调与音乐配器，都能在国

风音乐中找到踪影。

国 风 音 乐 的 歌 词 与 古 典 文 学 关 系 密

切。古典诗词和传奇故事往往从人物形象、

叙事背景和审美意境上塑造着国风音乐的

风貌。如《惊鸿舞》的歌词化用曹植的名篇

《洛神赋》，《凤凰于飞》灵感则来自《诗经·大

雅》，《清平调》的歌词沿用李白的唐诗，古意

盎然。古典文学作品里的故事往往作为国

风音乐的叙事背景，如《悟空》《哪吒》《济公》

《嫦娥愿》等广受欢迎的作品，都脱胎于人们

耳熟能详的古典小说和民间传说。

历史长河中多彩绚丽的宫廷音乐、意境

深远的文人音乐、博大精深的民间音乐，以

及经过大浪淘沙、千锤百炼而留存至今的经

典民歌、曲艺、器乐等，也都赋予新生代国风

音乐创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和滋

养。《新贵妃醉酒》化用京剧音乐，给人以熟

悉的陌生感。《湖光水色调》不仅采用民族五

声调式和线性旋律的创作手法，还融入江南

小调的旋律语汇，描绘出春风和煦、烟波浩

渺的如诗画卷，使整首作品具有非常浓郁的

江南风韵。近一段时间来，一曲抒发家国情

怀的《赤伶》在短视频平台上成为“爆款”。

这部作品融入昆曲唱腔与念白，为曲中可歌

可泣的故事增添动人的韵味。

在编曲配器等创作手法上，广泛运用民

族乐器的多彩音色形态，也是国风音乐创作

吸收传统、彰显民族文化意蕴的有效路径。

比如，《秋风词》融合古琴、筚篥、碰铃、木鱼、

堂鼓等乐器，营造秋风之境；《君是山》使用

二胡、古筝等乐器，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天

地行》在流行编曲中突出竹笛等民族乐器音

色，轻盈灵动，曲中江湖少年的鲜活形象如

在眼前。

借鉴现代技法，融合多种
音乐风格

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国风音乐带

着当代人的审美旨趣深入传统文化宝库，同

时在旋律、编曲、配器等层面，积极借鉴、融

入现代音乐作曲技法。比如，在和声结构、

旋律律动与音色组合上，国风音乐往往融合

了节奏布鲁斯、摇滚、说唱等流行曲风，体现

出当代时尚审美趣味，节奏明快，旋律清新。

一些专业的音乐机构也正积极探索国

风音乐的表现空间，比如有的将戏曲原声和

电子作曲相融合，把昆曲、评弹、粤剧、京剧

制作成为国风电子乐；有的在埙、箫等民族

器乐基础上，加入更多后期制作，所塑造的

音乐形象更加富有律动，更符合现代人的审

美旨趣。

令人惊喜的是，我们看到在《声声慢》

《塞北江南》等国风音乐作品中，新一代民谣

歌手、传统摇滚乐队和苏州评弹艺术家、京

剧表演艺术家等跨界合作。昆曲、秦腔、粤

剧、京剧、黄

梅戏与摇滚等曲风

相碰撞，推动非遗音乐和流行

乐曲的跨界融合，也为国风音乐带来强有力

的创作风潮。音乐竞演节目《国乐大典》凸

显传统民乐与流行曲风的碰撞，这种创作手

法大大增强传统音乐的叙事张力与情感表

现力。经典音乐作品经过新一轮配器编曲，

糅合戏曲、吟诵、诗词歌赋等多种文化元素，

以时尚全新的面貌呈现给当代观众。

多产业联动，运用数字技
术融合传播

国风音乐的创造性和包容性，不仅体现

在创作思路和表现手法上，还体现在产业联

动与数字传播上。如今，国风音乐通过加强

和影视动漫等艺术的联动，积极运用数字科

技创新表达方式和传播手段，注重市场推

广，不断增强自身传播力。

近年来，《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大

鱼海棠》《白蛇：缘起》《哪吒之魔童降世》等

影视剧、动漫与国风歌曲、配乐联动，音画相

融以突出中国风格，孕育出《知否知否》《大

鱼》《前世今生》《哪吒》等爆款国风歌曲。电

影《闪光少女》更是直接以国风音乐为主题，

叙写民乐新生力量的校园故事，凸显传统民

乐创造性转化的更多可能。

国风音乐爱好者众多，几个主要的数字

音乐平台相继开设“国风专区”；各视频应用

和网站，也为国风音乐走入大众视野搭建平

台，相关视频播放量已达百亿量级。在演出

运营层面，国风音乐尤其注重线上线下的积

极联动。比如，2020 年某音乐网站主办的国

风 音 乐 盛 典 线 下 观 众 10 万 人 ，线 上 则 有

1600 万 人

观 看 ；同 年 ，几 家

音乐平台联合主办“2020 国风

新声集结令”，向全网征集国风原创歌曲、国

风器乐作品，挖掘国风歌手。可以说，国风

音乐的蓬勃发展与科技进步息息相关。通

过数字音乐、短视频、长视频、直播等多种数

字时代独有的制作与传播方式，国风音乐在

不断走向更多观众的同时，也不断提升创造

力和影响力。

从早期流行乐坛以《青花瓷》为代表的

中国风音乐，到今天热度不减的国风音乐，

无不以优秀传统文化、民族音乐为创新宝

藏，同时积极汲取符合现代审美的流行元

素。不断涌现的国风音乐作品，体现出创作

者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不断提升的国风音

乐传播力，则表现出当代社会开放包容的文

化心态、坚定的文化自信，以及优秀传统文

化的蓬勃生机。

文艺的民族特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

化辨识度。国风音乐现象的可喜之处，在于

既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发展另辟蹊

径，又从中汲取创新灵感，丰富了当代文艺

舞台。与此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国风音

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作品深层次文化内涵

的表达和审美意境的塑造尚有提升的空间。

深扎传统、面向未来，立足民族、放眼世

界，这是国风音乐的发展态势。期待国风音

乐紧扣时代脉搏，创作出更多深入人心、流

传久远的隽永之作。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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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国风音乐作品在音乐表
现形式上包容多样，音乐风
格以流行与古典曲风的多元
融合为主，在词曲格律、旋律
线条、编曲配器等音乐形态
和表现意蕴上，呈现出浓郁
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不断涌现的国风音乐作
品，体现出创作者强烈的文
化自觉意识；不断提升的国
风音乐传播力，则表现出当
代社会开放包容的文化心
态、坚定的文化自信，以及优
秀传统文化的蓬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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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

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

讲话中强调：“要把握传承和创新的

关系，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

重要源泉。”古与今、守正与创新，是

当代作家绕不过去的重要命题，这

一点在历史小说写作中体现得尤其

明显。

历史学者力求真实性，有一分

材料说一分话；而小说家的内心却

总怀有一种冲动，为历史多添加一

些戏剧性，尽量让它变得好看。真

实性与艺术性，这两者之间当然没

有非此即彼的矛盾，但仍然存在一

个平衡与调和的问题。

处理真实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关

系，是历史小说创作者绕不过去的

课 题 。 真 实 性 与 好 看 ，哪 个 更 重

要？过度拘泥前者，往往失之呆板

乏味；一味追求后者，则有篡改虚无

之嫌。历史文学的黄金平衡点究竟

在哪里？这些是我在创作《长安十

二时辰》《两京十五日》等作品的过

程中，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在我

看来，若要厘清真实性与艺术性之

间的关系，需要创作者加深对守正

与创新的认识。

“守正”，需要我们尊重历史真

实 。 历 史 小 说 与 别 的 文 学 题 材 不

同，它基于真正存在的历史，其文学

魅力，很大程度源于这种真实感。

譬如说，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无论

多么尊刘抑曹，也不会改写三分归

晋的历史进程；无论“状诸葛之多

智”到什么程度，也要面对诸葛亮出

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壮——这种无可

改变的史诗感，恰恰是《三国演义》

最具魅力的地方。与之相对照的

是，上世纪 20 年代，有人写了一部

《反三国演义》，大笔一挥，让蜀汉统

一天下，痛快是痛快，艺术价值却无

甚可观。足见对历史基本事实的尊

重 ，是 此 类 小 说 创 作 的 一 个 大 前

提。史实的皮之不存，艺术的毛将

焉附？

当然，再高明的历史学家，也不

可能百分之百地还原历史。因此对

于文学创作者来说，在把握“守正”

这个大原则的前提下，不可避免地

要在历史空隙中填入一些原创要素，通过发挥文学想象力，赋予

发生在古代的故事以现代意义，这就离不开创新意识。

所谓“创新”，并非凭空杜撰，它是一种基于历史真实的合理

想象，但这正是最考验历史小说作者的地方。作者必须充分了

解历史本身以及背后的逻辑，在真实的基础上加以推演，这才是

真正高明的创新。

我写历史小说有一个原则，就是要求这个历史小说的故事

情节，如果换到不同时代，就是不成立的。换句话说，我要写出

每个时代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两个要素就是对生活细节的

描摹和对当时社会观念的呈现。如果在这两方面能营造一种身

临其境的现场感，那么读者对小说中的“时代”就会有强烈的沉

浸感和体验感。在创作《长安十二时辰》这部小说时，我极力搜

寻有关唐代长安城的文献资料与考古成果，尽量于史有据。我

曾把长安城布局一坊一坊地敲进表格里，把每一坊的功能、典

故、所居名人做成一张地图，为的就是把长安城看清楚，从而在

小说中把一百零八坊的细节展现出来。如此一来，读者即使不

谙唐史，也会被这种巨细靡遗的真实性所感染，仿佛自己置身于

那时的长安城中。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他们所体验到的盛唐

气象，某种意义上却是真实的。

创新虽可以进行创造性的情节推演，虽可以在人物和故事

上“开脑洞”，但仍旧要在历史合理性所圈定的范围内驰骋。更

重要的是，历史小说的创新不只是技术性的创作手法，还必须具

备一种连接当下、关切时事的情怀，即小说的现实意义。我从

2019 年开始，一直在创作一部以医院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创作

开始后不久，我目睹了大量发生在身边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感人事迹，再回看历史资料，会发现苍生大医的精神一脉相承、

绵延至今。只有写出这种精神的继承性与时代性，让当今读者

读古而照今，才能凸显出历史小说的质感以及社会责任。

当史实得到尊重，才有充分的空间舒展想象、丰富内涵；当

历史逻辑得到遵循，戏剧性才会更令人信服，从而收到更好效

果。归根到底，历史小说的真实性与艺术性两者并臻，才能诞生

新时代的经典之作。

（作者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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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历经坎坷，仍葆有大爱，从事党

的教育事业 40 多年，追求理想，无怨无悔。

这便是李延国、王秀丽的新作《张桂梅》主人

公，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

梅，一位用生命和爱心托举少年学子的梦

想，培养出上千名山村大学生，为改善民族

地区教育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民教师。

这是一部致敬之作，是对张桂梅奋斗人

生的书写，对时代人物的礼赞，也是对教育

战线，特别是欠发达地区民族教育事业发

展的生动呈现。作品在时代大背景下展现

主人公的生命历程、思想情操和精神信仰，

还原了一位为党的教育事业无怨无悔、做出

不平凡成绩的典型人物，是一部真实感人的

人物传记。

张桂梅的事迹广为传颂，人们以不同称

谓讴歌她、褒奖她——她把 1600 多名大山里

的女孩送进大学，助她们圆了读书梦并学有

所成，她是“筑梦者”；她在一次次家访中，认

识到治穷先治愚，不能让山村孩子输在起跑

线上，要用教育“斩断贫困代际传递”，于是

成为读书脱贫的“宣传员”“攻坚员”；她用心

血感化学生，以微薄之力资助贫困生，让辍

学儿童重回课堂，用知识之光点燃她们心中

的希望，她是“燃灯校长”；她爱学生如子女，

多次捐献自己的积蓄，从“儿童之家”到免费

女子高中，像母亲一样拉扯孩子们的生活，

她是“张妈妈”。作品讲述主人公扎根深度

贫困山区，为改变山区教育落后面貌默默奉

献、长年坚守的故事，也探寻了她的思想动

力和精神之源。张桂梅说，她的人生渺小平

凡，是滇西大山一棵草。然而，她志在高远：

“如果我有追求，那就是我的事业；如果我有

期盼，那就是我的学生；如果我有动力，那就

是党和人民。”这种源于信仰的大爱，是时代

人物的精神特征。

这是一部充满温情爱意、形象生动的人

物传记。“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脱贫攻坚

楷模”、“感动中国”2020 年度人物等，每一个

荣誉背后都有感人故事。作品用丰富的细

节，书写这些荣誉背后张桂梅的真情付出。

在常年的家访中，她走进不同家庭，苦口婆

心做家长工作；为筹措华坪女高资金，她不

顾病体街头摆摊；每当身心疲惫时，她常与

故去的丈夫隔空倾诉……这些故事娓娓道

来，使一个倾情教育、爱护学生、追求完美、

全身心投入的人物形象，跃然眼前。

作品故事性强，近百个小标题“抓取”张

桂梅人生不同阶段的精彩场景。全书以第

二 人 称 讲 述 ，平 易 亲 切 ，充 满 交 互 的 感 动

——“你”用柔弱却刚强之躯，在滇西高原撑

起一片爱；华坪人也认可“你”，是“你”的坚

强后盾。如作品所写，“你拥抱大山，大山就

拥抱你。”在播爱与被爱中，在付出与获得

中，展现人物及其故事的情感温度。

人物传记是纪实作品中的大类，要想走

近大众、深得人心，需要有亲和力，需要有温

情温暖，也需要有优美朴实的语言。本书是

两位作家深入采访、用心创作的结晶，在叙

述上注重语言的形象感、现场感，注重情境

和心理交相烘托。在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

时，也注重捕捉红色基因树人铸魂的影响。

从当年听《红岩》故事、感动于江姐形象，到

领悟《红梅赞》的歌曲精神，再到一出以张桂

梅为原型的话剧《红梅》，对崇高精神的追索

和表现丰富了作品的内涵。

本书 30 万字，虽有冗繁、细碎之处，但整

体上轻快流畅，于平实之中写出光彩，可读

性强。叙述中偶有思想火花闪现，比如，对

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如何继续开展、文化

帮扶如何做到“既授人以鱼，又授人以渔”

等的思考。在塑造人物形象的过程中，如

能注入思想的厚度，对人物精神的表现将

更有穿透力。

平实之中 写出光彩
王必胜

《
张
桂
梅
》
：
李
延
国
、
王
秀
丽

著
；
云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

处理真实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关系，
是历史小说创作者绕不过去的课题。历
史小说的创新不只是技术性的创作手
法，还必须具备一种连接当下、关切时事
的情怀。历史小说的真实性与艺术性两
者并臻，才能诞生新时代的经典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