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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届七十的赵秀贞老太太纠结的
是百年老宅将被拆毁；老邻居何朴仁纠
结的是拆迁换来的房子能否让贫困的
女儿有个幸福生活；赵老太大儿子赵一
平纠结的是房子能使自己获得多少“财
富”；旧邻居杨建峰纠结的是自己入狱
的前科和邻居们不屑的目光；赵老太太
的女儿赵一和则纠结于自己即将瓦解
的婚姻及工作的转换——大幕开启，话
剧《北梁人家》就将舞台剧的主旨定位
在为普通人完成“宏大叙事”。

后来上场的人物赵一吉、何叶子、
方小方，也都在按照这个逻辑，各自完
成各自的人生命题：开饭店、交男友、追
女生。一个挂在墙上的“拆”字，将市井
的这些人物聚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互
相矛盾，又互相依赖的，具有质感的生
态系统。剧作者借助于小人物的生活诉
求，开始了大时代变革更新的“宏大叙
事”。

近年来，“宏大叙事”成了风气，很
多编剧都在找寻能够进行“宏大叙事”
的素材。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革命先
驱、学者名人，乃至于老字号、老企业、
著名的文化景点，甚至那些子虚乌有的
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中虚构的人物，都
被考古似地发掘出来，被编制成一省一
市的文化历史符号搬上舞台。

《北梁人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同样
是宏大叙事，但在具体创作上选择了向
经典作品看齐。它放低所有主要人物的
生活位置，选取老百姓所在意的常态化
的生活追求，不让人物去为政策、政治、
业绩代言。编剧努力关注每个人物的情
感逻辑，让人物按照各自的生活目标前
进。在表现他们特质的同时，毫不隐讳
地表现他们作为人物的缺欠，使人物满
带生活的质感。

以赵秀贞老太太为例，编剧重点表
现她倚老卖老的蛮横和怀旧，没有将其
放置在城市改造的对立面上。从剧情发
展看，她所有反对的行为只是她蛮横老
辣的一种处事状态，所谓“拆屋先拆我

——拆散我的老骨头”的表白，只是她
对自己行将老去的一种抗议。她所有攻
击别人的言词，其实就是她对衰老中自
己的一个总结。按她的说法就是“死不
起，活不明白的人”。同样，剧中的赵一
平、赵一和及何朴仁等的形象都有类似
特点。

作者用普通人的逻辑赋予他们生
命，表述这些普通人群落的常态化追
求，并以此作为剧本的血肉，使得舞台
演出充满了张力。不让人物进入代言的
位置，让人物自然地在舞台上行走，以
他们的行为和选择去印证价值和意义。

《北梁人家》以普通人物完成了“宏大叙
事”的总体追求，值得肯定和总结。

当然，对于剧本创作来说，写了人
物并不等于创造了形象，只有完成了人
物所有“背后”的内容，或者说完成了关
于这个人物的所有言说和叙事之后，观
众才能判断其是否具有形象意义。因此
不要简单地指责社会，不要着急于塑造
典型，而要写尽人物的艰辛，将努力和
失败看成是人们天天面对的事情。这
样，人物在社会中的任何沉浮都成了一
种自然的事情。做好这些准备，人物便
开始具有了形象性。

我们的舞台剧创作最为欠缺的是
人物的形象化逻辑。英雄有英雄的逻
辑，普通人有普通人的逻辑，小人物有
小人物的逻辑，但最为重要的是英雄、
普通人、小人物作为形象树立在舞台
上，一定有不普通、不一般的特殊逻辑。
这个特殊逻辑是对人物进行深度处理
的前提。大部分剧作所立足的“私情与
公理”的矛盾，远不能解释这些在生活
情感浪潮中起伏的形象。“宏大叙事”是
一种创作手段，问题的关键是哪个层面
才算“宏大”，才能构成形象性？《北梁人
家》的编剧走的是一条正路，但正路都
是充满荆棘的，由衷地期待作者在这条
路上继续前行。

（话剧《北梁人家》，内蒙古话剧院
出品，编剧林蔚然，导演吴晓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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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不管他们住在高
原、山地、平原、海滨，还是森林、草原，不
管他们选择何种生活、生产方式，也不管他们
的历史有几百年或几千年，他们都会创造出属
于本民族的独有的歌声。中国也不例外，我们
的祖先创造了自己的民歌，它们来自土地，植
根于土地。绿色的草原、森林，黑色的沃土，
黄色的高原，都有属于它们自己的歌声。

草原牧歌的悠长，黄土高原山歌的高亢，
江南小调的轻漫，劳动号子的雄浑，民歌将
天、地、人融为一体。它是人的制造物，又是
人的永远的精神伙伴，从“摇篮歌”到“绕棺
游歌”，在生、冠、婚、丧的每个阶段，民歌要
么在人的心中萦绕，要么从口中飘出；它是每
个人的又一种母语，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只要
听到自己的民歌，对故土的思念就会油然而生。

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民歌不吝赞美之辞。梁
启超曾说过：人 （最少也不是专门诗家的人）
将自己一瞬间的情感，用极简短极自然的音节
表现出来，并无意要它流传。因为这种天籁与
人类好美性最相契合，所以，好的歌谣能令人
人传诵，历千年不废。其感人之深，有时还驾
专门诗家之上。马克思说，民歌是唯一的历史
传说和编年史。而在英国学者威廉姆斯眼中，
一首民歌，就是一个超级的艺术品。

民歌蕴含着人类智慧的晶体，它天然去
饰，质朴无华：“上去高山望平川，平川里有一

朵牡丹；看去容易摘去难，摘不到也是枉然。”
（花儿：《河州大令》） 大气磅礴，苍茫开阔，
一个典型的西北高原之境。庄子说，天地有大
美而不言。民歌的美就是天地之“大美”的理
想境界。

民歌具有浓厚、强烈的地方和民族特色：
“盘算起亲亲跑口外，泪蛋蛋流得泡一怀；刮起
了东风水流西，看见了人家想起你；山在水在
石头在，人家都在你不在。”（山西民歌） 以无
生命的山、水、石反衬有思、有情的“亲亲”。
歌者似乎在问，连它们都知道应该“在”一
起，而人反倒不能相聚？它把人的期盼、思念
之情写到了一种极致。

这就是民歌。民歌无所谓长短，短者可能
只是一声慨叹，长者可以像 《格萨尔王》 和
诸族“创世纪歌”那样几十小时也唱不完。
在普通老百姓那里，唱歌就像平常说话 （即
古人所谓“歌咏言”“放情长言”）、赶路、
放牧、砍柴那样，早已是自己生活不可或缺
的 一 个 部 分 ， 是 一 种 惯 常 的 行 为 方 式 ， 即

“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之谓也。歌唱，
已经被自然地“溶解”到所有日常劳动、社
交、节庆、恋爱活动中了。

在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上，民歌作为民众艺
术的一种普遍体裁，曾经有过辉煌的记录。
从 春 秋 早 期 的 《诗 经·国 风》、 北 宋 时 代 的

《乐府诗集》，到明清之际的 《山歌》《挂枝

儿》《夹竹桃》 等，一代又一代有远见卓识的
文人雅士，为后人记录、编纂了大量的历代
民 间 纯 真 率 性 之 唱 。 它 是 中 华 民 族 擅 于 总
结、整理本民族文化遗产这一优秀传统的集
中体现。十分遗憾的是，它们大部分只记录
了唱词，而没有曲谱。即使如此，它们也同
所有的历史典籍一样，已成为我们民族的文
化瑰宝而永远载入史册。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民歌采录、整理活动始
于 20 世纪 30 年代末，前后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其主要特征是音乐家的直接参与，对数以万计
的、如璀璨夺目的珍珠一样的各地区、各民族
民间歌曲的采录、整理。在 20 世纪以前，并没
有人从音乐文化的理念做这件事，也不知道中
国有如此丰富的民歌遗存。

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是同自然科学领域
对物质构成规律的“发现”、考古学界对地下文
物的“发现”，在性质、意义、价值方面完全相
同的发现。我们发现并最终打开了以中国民歌
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音乐的宝库。这个宝库巨大
而丰富，也许大家还来不及全面探索其中的各
种奥秘，但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人文资源，民
歌在普通民众音乐生活中无可替代的地位，它
对中国各类音乐的滋润及广泛影响，已经是无
可争辩的了。

（乔建中，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
员，曾出版《中国经典民歌鉴赏指南》）

《奔跑吧兄弟》第四季播出接近
尾声，CSM52城收视率全部破3，最高
3.934%，CSM（中国广视索福瑞收视
率调查）全国网收视率全部破2，最高
2.71%，再次用数据证明它还是那个
当之无愧的现象级节目。面对观众的
更多要求，《奔跑吧兄弟》第四季用不
断求新求变的本土化创新交出答卷。

本土化持续创新

从第一季到第四季，如果要总结
《奔跑吧兄弟》这档模式引进节目热
度不减的秘诀，那当属本土化创新。
在原有模式的基础上，《奔跑吧兄弟》
进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改造，
并且这种改造创新的力度逐季递增。

在题材和创意方面，《奔跑吧兄
弟》力求将本土化创新做到极致，通
过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热点巧妙
结合，既向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传
统文化要灵感和创意，又紧贴时下热
点，在满足观众猎奇心理的同时传承
中国文明。

以刚刚结束的高考为例。6 月 10
日播出的《奔跑吧兄弟》第 9 期，便紧
扣该热点，以“金榜题名”为主题，设
了三大关卡，分别为强调胆识和力争
上游决心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强调持之以恒和积累的“冰冻三
尺，非一日之寒”；强调虚心听取他人
意见的“三人行，必有我师”。通过层

层关卡，观众很容易就能感受到传统
文化的独有韵味。

值得一提的是，《奔跑吧兄弟》本
土化创新之路，不仅体现在向传统文
化及社会热点要灵感，游戏内容设置
上也下足工夫。如第 9 期节目中设置
的第二关卡，为凸显国学的博大精
深，节目组让跑男团成员穿上蓝色交
领右衽上衣，端坐于案台旁，通过各
类词汇考题感受汉语言文化的精妙。
此外，在第4期青春校园特辑中，其设
置的背课文、猜答案也具有典型的中
国特色。

不流于对传统文化的蜻蜓点水、
浅尝辄止，《奔跑吧兄弟》巧妙借助游
戏环节将文化元素贯穿始终，并在挑
战过程中加大知识点含金量，让观众
通过嘉宾的参与深刻领悟传统文化
中所蕴含的精髓。

台网互动新突破

对于《奔跑吧兄弟》来说，既然定
位为一档合家欢的节目，那么年轻人
自然是主要受众。如何借助网络平台
与更多年轻人互动，及时收集反馈，
对一台电视节目来说也意味着创新。

在第 9 期节目中，《奔跑吧兄弟》
的台网互动实现全新突破。节目根据
微博上的网友评论，决定先撕掉哪位
嘉宾的名牌。录制当日，节目成员先
后发布微博，根据网友评论中出现在

最新一条评论上的名字，来确定各自
要攻击的目标。

这一创新，让《奔跑吧兄弟》开启
了全民参与户外真人秀录制的深度
互动模式。微博官方数据显示，当期
录制过程，节目成员累计发布20条互
动微博，产生181万互动量，平均每条
微博的互动量近10万次，相关阅读量
5061万，真正把网络互动融入节目。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配合，不仅
让观众拥有更多选择机会，更加自由
地选择观看时段和观看方式，也让网
友能够深度参与到节目当中去。在这
种互相推进的状态下，节目衍生出了
更加丰富的发展空间。

自 2014 年 10 月登陆浙江卫视，
《奔跑吧兄弟》以超高收视率和良好
口碑，引起各方热议。它也带动了国
内户外真人秀的风潮和发展。尽管
不是国内首档户外真人秀，但它却是
首档将户外真人秀做到极致，并让其
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得以最大化发
挥的节目，对电视行业有着重要的探
索意义和贡献。

中国电视行业长青节目严重匮
乏，能够产生持续价值并长期吸引观
众的节目少之又少。在吸收韩国优秀
模式精髓的基础上，凭借更接地气与
更符合国人观看需求的本土化改造，
以及新技术等创新互动手段的运用，

《奔跑吧兄弟》正在稳步前行，并在探
索中实现户外竞技真人秀的长青。

（文 纳）

1942年前后，延安“鲁艺”音乐系师生在晋、陕交界的黄河岸边采集
民间音乐时，从一位船工那里记录下来这首歌。当地船工大多从事“摆
渡”劳动，“摆渡”的节奏性不强，劳动气氛也比较和缓，所以这类“船夫
曲”也较为自由、舒展。20世纪 50年代初，这首歌曲收入《陕甘宁老根据
地民歌选》。近年来，一些电影、电视片用这首民歌的原始录音作为插曲，
一些大型歌舞晚会也将其作为独唱节目，使之在全国流传。

《黄河船夫曲》的歌词分上下两阙，上阕设问，下阕酬答。问句语言虽
质朴、平实，但立意高远，气势磅礴，从黄河的“弯”到“弯”里的船，再从船上的

“竿”到持竿的艄公……环环相扣，层层设问，构成了严密的逻辑体系；这
样的设问，实质上是代表全民族向自然、向历史发出诘问，给人以天地悠
悠、感慨万千的震撼。答句只把“你”改作

“我”，把“几十几”改成“九十九”，两个字的变
动就使歌词达到了叹为观止的完美境界。

“问答式”在中国民歌中颇为多见，但如
此之“问”之“答”似仅存一例。曲调与歌词相
呼应，句首的两小节五个音是全曲音调的浓
缩，接下去是四个基本重复的乐句，似呼唤，
似设问，又如自叹，仿佛要把我们民族五千
年的沧桑一泻而尽。最后一句的一个五度跳
进，突然使旋律转入新调，此时，一种不屈
的民族精神如异峰突起，永驻于天地之间。

6 月 20 日，首届中国
哈克文化国际研讨会暨
哈克文化人文历史纪录
片开机仪式，在内蒙古自
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
区举办。来自联合国中亚
考古队、纽约大学、北京
大学、KIP 国际学校、故
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所、内蒙古呼伦贝
尔市博物馆等近 30 位国
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出席
了本次研讨会。

哈克文化诞生于内
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草
原，因主要出土于海拉尔
区哈克镇而得名。哈克文
化 遗 址 1985 年 被 发 现 ，
2002 年正式命名。这是由
中国人独立发现的原始
文化类型。2004 年，经国
家文物局正式批准，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和
海拉尔文物管理所合作，
对哈克遗址进行了第一
次正式发掘。从遗址出土
陶片中提取碳末进行测
年，得知遗址最早的年代
为距今 7710±40年，并且
遗址上层包含有青铜时
代、汉代前后、隋唐时期
及其之后的文化遗存。

专家认为，哈克遗址
是呼伦贝尔草原地区难
得的一处早期先民及古
代游牧民族遗留下来的
聚落遗址，对研究北方草
原地区早期文化和古代
游牧民族的发展壮大，以
及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
文化关系具有极其重要
的学术价值。

（孙 懿）

“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
几道湾哎？

几十几道湾上有几十几
只船哎？

几十几只船上有几十几
根竿哎？

几十几个艄公哟嗬来把
船儿搬？”

“人人 （那个） 都说，
沂蒙山好，
沂蒙 （那个） 山上，
好风光。”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也难留，
手拉上哥哥的手，
送到哥哥大门口。”

《黄河船夫曲》《沂蒙山小
调》《走西口》《茉莉花》《康定
情歌》《太阳出来喜洋洋》《摇
篮曲》等脍炙人口的民歌，想
必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
在海外也流传甚广。反复吟
诵民歌，我们仍然能够感觉
到维系在古今之间的那种一
脉相承的感情和思维的链条。

【开栏的话】

在中国人的文化传承中，民歌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基因片
段。它可以是文字典籍，也可以是流动的音符；它可以雄浑
有力，也可以细腻婉转；它可以短如叹息，也可长如史诗；它可
以质朴无华，也可以登上大雅之堂。中国的民歌浩瀚如海，经
典曲目也是数不胜数。为了让更多海内外读者深入了解优秀
的中国民歌，本版开设“名家说民歌”栏目，邀请著名音乐学
家、长期致力于民歌研究的乔建中先生，引导大家鉴赏民歌。

首届中国哈克文化
国际研讨会举办
首届中国哈克文化
国际研讨会举办

不断求新求变

《黄河船夫曲》
乔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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