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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们的信念筑成新时代“心”的长城
——观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综艺节目《长城长》（第二季）

■张世超

歌词创作，是横跨文学和音乐两种
艺术形式的交叉领域，要求创作者既要
具备文学知识，又要对音乐创作的基本
规律有所了解。细品清心的歌词，的确
是把文学和音乐高度融合，让情感与诗
意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给人一种艺术
的享受。下面从几个方面谈一谈对清
心歌词的印象：

情感的真实性

歌词是歌曲中情感表达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也
反映人们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于是抒
发人们的内心情感也就成了歌词最基
本的特点。歌词如果没有真情实感，就
变成了口号，口号是不能引起共鸣的。

而清心的歌词，在情感的真实性方
面把握得很好。有的歌词简洁明了，直
接表达情感，让人一听就能够明白歌曲
所要传递的情绪。比如《抱歉了老爸老
妈》这首歌：“回家的时候总能看见/老爸
老妈路口的焦急/离家的时候总能感到/
老爸老妈心底的泪花”，瞬间把人带入
一种情境，感受到家的温暖和亲情的珍
贵。还有《宝贝，你还好吗》中的“不论
多累多苦/都要学会刚强豁达/不论万水
千山/不要忘记温暖的家”。既有父母对
儿女的期望，更有对儿女的牵挂与不
舍。而有些歌词则表达得比较委婉，需
要通过仔细品味和理解，才能真正领会
其中的情感，如：“多想唤回那远飞的雁/
日夜相守相依相伴/多想唤回那远方的
雁/相扶相携直到永远”（《祝福远方的
雁》）作者借物喻人，把浓浓的思念之情
表达得淋漓尽致。无论是直接还是委
婉的表达，都能够引起共鸣，让听众在
听歌的过程中感受到情感的共振。

语言的大众化

流行歌曲的歌词作为一种大众文
化，要求语言简洁，口语化。清心的歌词
不仅符合这一要求，而且具有新意，不说
别人常说的，而是说自己独有的句子。
他在《一起出发向远方》中这样写道：“给我一个出发的理由/我愿放下那手
中的繁忙/给我一张爱情的路书/我会把握好前行的方向”，完美诠释了轻松
愉悦的心情和阳光向上的精神状态。再比如：“听雨的时候总会想起/你熟
悉的身影/此时的你是否一样/也在那绵绵雨中”（《让往事随风飘零》）简单
的语言，直接把听众带入一种熟悉的场景，也把歌曲的情感逐渐推向高
潮。运用大众化的语言自然地表达，是清心歌词的风格，这一风格对流行
歌词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越自然、越朴素的语言，往往越能打动人。

韵律的自然美

歌词的韵律美是歌曲是否便于传唱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凤凰传奇
的歌曲之所以能广泛传唱，一方面是曲子的旋律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
歌词的韵律美，朗朗上口。这种韵律美，在清心的歌词中随处可见，最典
型的就是运用叠音增强歌曲的情感，增加回环往复的音乐美。例如：《再
遇故乡》中的“阵阵春风/绵绵细雨/片片芬芳/深深情谊”；《雁别草原》中的

“串串忧伤/鸿雁行行”；《春意》一首歌中还有这样的描述：“让风轻轻地吹/
让水潺潺地流/远山层层又叠叠/薄雾片片山间游”。

清心的歌词中还经常使用语气助词和叹词，如“啊，故乡，美丽的草
原/让记忆深深印在心中/啊，草原，美丽的故乡/把思念轻轻撒在风中”
（《梦中的草原》）；《雁归草原》中的“我就是那远飞的雁/风雨漂泊了多少
年/多想飞回那片蓝蓝的天/向白云倾诉心底的思念”；《感谢你美丽的深
情》中“在那飘雨的日子我们别离又重逢/点燃了岁月的沉寂我向你吐露
心声/那时的你无忧无虑青春又懵懂/是我让你宁静的心坠入爱的雨中”。
这些语气助词和叹词的运用，把内在的情感变成外在表现，在歌词中起到
了承上启下、增强情感表达效果的作用。

此外，歌词中还运用了大量比喻、拟人、夸张、对偶等修辞手法，这样
的修辞手法，彰显了语言的形象性、生动性，把歌词的思想表达得更加丰
富、鲜活，使听众得到更深切的感受。当然，清心的歌词并不过分夸张，追
求的是一种真实的感觉；也不过分修饰，追求的是大众、时尚化的语言和
自然的美感。

再提几点建议，仅供参考：
首先，能否增强歌词的故事性。我们不难发现，有些歌曲不仅通过旋

律和歌词来表达情感，还围绕一个特定的故事或主题展开，这使得歌曲的
情感更为丰富和引人入胜。比如《同桌的你》，会让人真正感受到什么才
是初恋的滋味。

其次，可以尝试把古诗词与歌词结合起来。现在很多流行歌曲在语
言上不太讲究规范性，更多是服务于曲调。如果能在适合的歌曲中，融入
一些古诗词的元素，不仅会提升流行歌曲的层次，还可以借助流行音乐所
具有的强大吸引力来传播古诗词，进而扩大古诗词的影响，让更多人了解
中国的文学艺术。其实，唐诗宋词中有很多现代流行歌曲创作所需的素
材，都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

此外，还可以借鉴现代诗的写法。在保证语言大众化的前提下，让意
象呈现得更轻灵、飘逸，提升语言的美感，使歌词具有更强的感染力。

歌词创作是一个深层次的个人创作过程，也是一个极具创造性的过
程，期待清心的歌词在真实、自然、诗意的基础上更完善，更加充满生命
力，凸显自己的特色。

日前播出的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大型文化综艺节目《长城长》，连续两
年创造收视长虹、掀起全国长城文化
热潮的现象，触发了人们对于长城文
化与精神的时代新思考。

记得第一季节目仅制作播出三
期，就已入选国家广电总局“2022年
重点节目展播”“2022年创新创优电
视节目大奖”等优异成果，凸显出这
样一个事实：《长城长》一举成为内蒙
古乃至全国广播电视台文化综艺节
目新品牌。去年 12月至今年 5月再
次呈现的第二季节目，进一步丰富赛
制形式、创新展现层面，拓展互动内
容、拨亮立意主题，揭示出长城文化
与精神更鲜活的时代内蕴，印证了长
城文化价值的持续升值，闪耀出筑牢
新时代生动可感的“心”之长城的时
代新光芒。

读懂、读活、读亮新时代人民心
中长城这部活态屹立的“大书”

《长城长》节目推出至今，起到了
传播长城文化与精神的独特作用。
尤其本季节目，趣味性的外景题目、
沉浸式的场景讲述、现场组队挑战的
竞赛模式、经典艺术片段演绎、嘉宾
名家的动情点评等，令整个场内场外
形成了共情共鸣的气场，现场参与
者、场外赏读者的经历，都化作了内
心光芒渐次明亮的难忘体验。

湖北选手万青华说：“每一道题
目背后都有一段历史、一个故事、一
种传统，使我深刻认识到，长城文化
的独特价值和重要意义。”云南选手
董纳感慨：“在我们探索文化的路上，
重要的是把时间拉得无限长，越积累

越深厚，享受这个过程才更重要。”
通过赏读长城，进而读懂长城、

读活长城、读亮自己内心和新时代人
民心中的长城，无疑是这季节目策划
的思想与智慧之光。正如文化解读
官郦波说的：“长城之长，不仅是空间
之长，还有更重要的时间上的价值。
我们的民族和文明在世界民族之林
和文化之群中始终保持领先，长城精
神就是重要支撑之一。”

郦波先生这里提到的“时间上的
价值”，显然蕴含了时代发展特质的
不断充盈、时代精神传扬的持续丰
沛，只有代代、人人都不断读懂、读
活、读亮长城这部活态屹立的“大
书”，长城精神才会成为中华民族和
文明永恒的“重要支撑之一”。这是
对长城文化与精神的鲜活理解，是本
节目对长城文化与精神时代性的精
准把握与贡献，其价值和意义远远超
越了节目本身。

凝心聚力聚情，铸牢中华民族新
时代信念的长城

长城精神是伟大的，长城文化是
厚重的，而饱含情感、意志脉动的长
城信念更是可感的千年奔涌不息的
大河，更应历久弥新。与时俱进，选
取身边感人事例，从不同角度讲述新
时代各族人民对长城的内心理解、力
量激发、情感凝聚、意志激励，是本季
节目内容呈现的鲜明亮点，展现了节
目与文化的时代温度。

一生从事长城修缮事业的程永
茂说：“在我心目当中，一定要把先人
留下的真东西修好、传承下去。”文化
解读官董耀会感慨地说：“在他身上

我们看到，这一伟大文化遗产传到今
天，无数的修缮者、每一个修建者，就
像长城的石头和砖一样，构建起伟大
的长城。”

这两段话道出了长城文化与精
神的内在魅力：不仅蕴含着责任担
当，更有着心之所牵、情之所系和意
志不变的力量。主持人郭慧给予了
动情的拟人比喻：“长城就像是一座
文化的富矿、精神的富矿，如果你对
它动真情、真动情，它一定会加倍给
予你、感动你！ ”

长城摄影家董旭明，专职拍摄长
城 40年，走遍了长城沿线。肋骨、腿
骨、头骨多次受伤、骨折，但他义无反
顾，从未止步。杨雨结合唐太宗李世
民的《饮马长城窟行》，表达了对董旭
明痴情不改、意志弥坚的赞叹：“这跟
古代将士其实也一脉相承、异曲同
工，历经磨砺然后养成百坚不摧、坚
韧不拔的精神，不正是今天仍要传承
和传播的长城精神吗？”

本季节目现场始终洋溢着乐观
阳光的态度和情趣，选手们互相感染
着，也深深感染着观众。法国 16 世
纪思想家蒙田曾说：“只有信念使快
乐真实。”本节目既是知识的普及、
文化与精神的浸润，也是共同与长城
叙情交心的快乐真实的体验。选手
程佳璇说：“大家一起高歌猛进也
好，一起折戟沉沙也好，都是一件快
意的事情。”更多的选手把自己参与
节目历练的收获化作了人生新的信
念的升华。

“齐心协力建包钢”“三千孤儿入
内蒙”“三易旗府为航天”等内蒙古光

荣故事，不正像长城修缮者、研究与
传播者们的事迹一样，无数个感情的
点、意志的点、豁达快乐的点，凝心聚
力聚情，共同筑起了历史使命担当与
时代信念力量的长城。

深植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共筑
中华民族是一家的亲情长城

本季《长城长》节目第六、七期，
分别邀请华语流行音乐作词人方文
山、中国香港歌唱家张明敏担任特邀
嘉宾，通过内容和情感呈现，使本季
节目在长城寓意、意义认识、情感渊
源的感悟上，有了新的拓展和亲情内
蕴的彰显。

方文山分享了他创作电影《长
城》主题歌和与中华传统文化相关的
作品的感受，“创作来自创作者的价
值观，当初我创作这样的作品，其实
就是对文化有种归属感。”一曲《我的
中国心》后，主持人刘钦问张明敏，在
心中“长城远不远”，他回答：“做梦也
想不到自己会来到长城，香港已经回
归二十多年了，我们更加喜欢我们伟
大祖国的长城。”

实际上中华民族历史的进程，就
是各地域各民族共享中华文化归属
感和认同感的发展史，也同时是各地
域各民族百花纷呈的成长史。广袤
的内蒙古、丰厚的北疆文化亦是如
此。葛剑雄由此感慨并这样阐述北
疆文化：“北疆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
部分，其价值观念、文化构架等和整
个中华文化是一致的。特别在近代，
他们共同为国家守卫和开发着北部
边疆。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发展到
今天的内蒙古，反映出中华文化中间
的地域性特色。”

而长城正是千年闪耀的中华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一家亲的纽带。董
耀会先生说：“中华民族今天的多元
一体格局，就是在长城这个带上形成
的。”这些感言和阐释都昭示我们，心
怀和深植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是从
内心深处和血脉中共筑中华民族是
一家的亲情长城的根之所系。

本季节目圆满落幕时，两位主
持人动情感叹：大家从四面八方而
来，甚至从世界各地而来，汇聚这个
舞台共同学习长城知识，共同来传
承弘扬长城的文化。这依依惜别与
眷恋之情，同样发自心底，同样来自
爱如长城、情如长城、意志如长城、
信念如长城的时代心声，这是节目
组和所有长城热爱者，也是全国各
族人民“心”之长城久远绵长的共同
回声。

（作者系内蒙古艺术学院教授）

初识兴安老师是在包头新华书
店，作家水孩儿为其举办的新书见面
会上。

恰逢初秋，凉意渐浓，老师穿着一
袭皮革质哑光色长衣，搭配民族特色
装点配饰，亲切而平易近人，儒雅且风
度翩翩，完全没有名家“端坐威严”之
感，他轻倚案前，执笔遒劲有力地为排
队的读者们在封面签上名字“兴安”。

了解兴安的人都这样来描述他：
他身上颇有文人风骨精神特质，追求
学问、博学广识；个性鲜明、儒雅大
度。兴安在文学艺术界享有盛名，他
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
理事，中国当代研究会理事，曾任《北
京文学》副主编，著有散文集《伴酒一
生》《在碎片中寻找》及评论近百万字，
主编《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大系》等几十
部著作。领略其作品的人都会有“简
练精确，充满对艺术的深度与思考”之
感。其塑造的水墨艺术作品韵味独
特，笔触深浅有致，构图简洁却极富表
现力。他的水墨作品被中国现代文学
馆、意大利贝纳通学术基金会、巴黎艺
术中心、古巴哈瓦那大学艺术学院等
国内外收藏夹珍藏。

出生于乌兰浩特的兴安老师对草
原上每一株草、每一朵花、每一匹马都
有着深厚情感，所以他眼中的乌兰毛
都草原是“舒缓的山峦、蜿蜒的河水趟

向远方，星罗棋布点缀的雪白色羊群
慵懒的在草丛间咀嚼回味”。如此悠
然和谐的场景，让品读其中的我轻翻
扉页，生怕莽撞闯入而惊走笔下的羊
群，蹑手蹑脚只怕脚底污泥染浊了清
澈甘洌的乌兰河，乌兰毛都草原上的
那条滋养生命的蓝丝带。

读者以为马是富有精神品格的，
自由奔放有“脱缰野马”、坚韧忠贞也
有“老马识途”，而对于牧民来说马更
如亲人一般，驮车、打猎、待骑、生产、
生活朝夕相伴。兴安老师阔别草原
许久，念念不忘的是“哒哒马蹄踏碎
石路清脆声音”“皑皑白雪里用蹄子
刨开吃被厚雪积压的枯草”，钟爱画
马的笔下姿态各异：“臀丰腰圆，膘肥
体壮、头颅壮硕眼睛里炯炯有神的科
尔沁蒙古马”“瘦骨嶙峋，下颚抵在青
砖上翕动着鼻翼向外张望的马”，看
过文中兴安老师作品插图，不禁赞
叹，寥寥几笔勾勒，马的神情形态跃
然其中，没有运用复杂的绘制技巧，
只将急缓压抬笔触，便可准确概括画
中马的特点，这可能就是黄宾虹谓之

“法备气至，气至则造化入画”之意
境，也是书中兴安老师所述“我不是
画马的人，我是一个用笔墨、用心养
马的人”，更是兴安老师文中借用那
逊兰保诗句“无梦到鞍马，有意工文
章”的自我写照。

上篇“天性如此”中展现在我眼前
的是作者真实与想象的完美契合，真实
的是文字中激荡着的北疆情怀，想象展
现的是作者高超精湛的水墨艺术技艺，
还有很多如同书中的记忆，根河墨绿染
色的原始森林、乌兰布和晶莹剔透的砂
砾、乌兰哈达的红柳和殷红斜阳，仿佛
在讲述从远古的草莽时代到如今新时
代的幡然巨变，尽在《天性如此》中娓娓
道来。

中篇兴安老师以“得意而忘乎于
形”起题，我从字面理解是：得到了题中
奥义，便不在乎外在的形式也可传神表
达。这不禁让人想起金庸小说里“无招
胜有招”的理念；道家哲学中关于“形意
相解，以意取形”的辩证思想。而纵观
兴安老师所著文字、水墨画作品展现出
对艺术的见解无不是“看其透，窥其穿”

“逐本溯源方得真谛”也恰叹如此，曰此
题不可谓不妙。

后文又以大量篇幅点评多位著名
画家画作特点以及讲述每一个作品背
后耐人寻味的人物故事。西昌古城曾
是后来与齐白石、张大千齐名的马骀先
生故居，兴安老师书中赞叹其作品《赤
马瘦黑马肥》“线条精准，而又极富表现
力”精妙而构思独特，同时也感慨其高
洁人品。“最富有探索精神、最具专业素
质”的画家冯秋子，“她将女作家的敏感
细腻引入绘画练习和创作中，将抽象化

的文字转换为可视性的图像”是艺术的
高级表达，即兴安老师所讲“见画睹
字”，用新的材料、倾注细腻的情感，将
文字含义汇入画中娓娓道来，会有“过
程更像是一次精彩的水墨表演”的感
慨。

有人曾这样评述人生：“如果把人
的一生比作四季，那青年时求知、求
学、习艺时期便是人生中最美的春季，
因为它充满浪漫与遐想，也交织成长
的喜悦与烦恼”，兴安有幸在大学时代
遇见赵杰老师，此后也有更多机会了
解自己赏识自己的赵老师。印象最深
刻莫过于赵老师“他是除学术研究之
外，几乎没有其他个人兴趣爱好”“全
身心扑在研究事业上”。可以想象这
样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对作者后来文
学事业的耕耘有着多么深远的影响。
而今将其写入书中也是对老师深深地
怀念与感恩。

值得一提的是，兴安老师后来在
《草原》杂志也发现、挖掘了蒙古族小
伙阿塔尔，而阿塔尔也不负所望成为
一位有代表性的青年作家。有人一直
疑问兴安老师本是一位作家缘何喜欢
上了画画，书中结尾兴安老师给出如
此回答：“绘画比文字更能准确表达我
的内心”，而他又补充“文学永远是我
的后盾，给予我丰厚的滋养与根基，也
给予我创新的勇气和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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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琪

《天性如此》：深情而优雅的艺术盛宴
■郭超

书书文评点文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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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广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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