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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女王》播出过半程，豆瓣评分
已从最初的7.9稳步上涨至8.2，热度也
大有“出圈”之势。当然了，同样以传媒
业为故事背景的《以爱为营》“滑铁卢”，
也多少为《新闻女王》的走红造了势——
前者如何让女主角作为传媒人的专业素
养臣服于霸总偶像剧泡泡；后者中的男
女主角就如何为了搞事业争地位而“断
情绝爱”。

不管是佘诗曼、马国明领衔的演员
阵容，还是紧凑酣畅且不断反转的剧情，

《新闻女王》确实让人眼前一亮。《新闻女
王》的走红，有其必然性。作为一部反映
传媒业的剧集，故事讲述了一家本土电
视台新闻部中的职场之战。相比于时下
依靠场景、服饰与嘴炮凸显专业性与“高
大上”的所谓职场剧，该剧的主配角展现
出了职场人该有的事业心与基本素养。

拿三位主角来说，佘诗曼饰演的文
慧心、马国明饰演的梁景仁与李施嬅饰
演的张家妍，展现了三种不同的传媒人
形象，或者说是职场人形象。文慧心敢
打敢拼，秉持追寻新闻真相但无所不用
其极，尤其是在精英主义作祟下，常有操
弄真相之举。而在报道“英国脱欧专题”
中一战成名的梁景仁，在晋升黄金时段
主播后，反倒放弃了“专业”与“权威”的
正统，转而在娱乐化、炒新闻的道路上一
骑绝尘。比起台前业务的精进，显然他
在幕后的社交运作中更加如鱼得水，从
而为公司拉来不少赞助。选择不卷入权
力纷争的张家妍有着良善与赤诚之心，
但也曾动念为获取信息而试图偷看伴侣
的职业机密。饱满的人物塑造，带给观
众久违的写实感。

然而，说是“写实”，剧集又为了戏剧
效果，存在不少令人匪夷所思的不专
业。比如，文慧心为向上司争取职员，
竟在直播中以“罢录”相要挟，与对方僵
持直至倒计数秒。又比如，已晋升主任
的梁景仁，在打压文慧心时所采用的，
仍是给提词器做手脚等低劣伎俩。再
比如，剧中的记者不是能在救援人员赶
到之前就进入事故现场，就是能在不做
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冲入火场调查
事故原因。看起来是坐实了文的“女强
人”、梁的“真小人”与其他角色的“拼命
三郎”人设，但也以牺牲社会真实为代
价。

如此职业剧，尽管修正了诸多偶像
剧中“恋爱脑”“悬浮油腻”的设定，但也
似乎偏航到了另一条“失真”的道路上。
剧中所展现的几方角力，也纯粹成为只
是调动戏剧冲突、吸引观众收看的伎
俩。这样的职场剧能够在当下拥有相当
人气，某种程度上是观众对于更低阶悬
浮剧集所累积反感的爆发。当大众这种
情绪性的反馈逐渐退去，就会回归到对
于作品的客观公允评价。不得不说，这
样的《新闻女王》，是《珠光宝气》、是《宫
心计》、是《溏心风暴》，但显然不是港剧
曾引以为傲的“职业剧”。

在如今全球的电视剧创作均由电视
台主导逐步转向平台化主导的过程中，
相比于资本在 IP、明星、营销上的大手
笔，对于潜力题材的敏锐嗅觉、完备严苛
的演员训练体系与接地气有温度的写实
态度，是“手艺人”对抗“大厂”的核心优
势。期待《新闻女王》的热播，能够激励
后来者，重拾传统亦革除弊病，共同推进
当下的中国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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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女王》：
在写实与悬浮之间

田歌、山歌、小调、吹奏乐、丝竹乐、鼓吹乐……79
个音乐类非遗代表性项目，每一个都是来自远方的古
老声音，每一个都是源自灵魂深处的律动，每一个都散
发着苍劲的生命活力。

近日，由文化和旅游部、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的2023中国原生民歌节在江西省上饶市、赣州市、鹰潭
市举办。作为近年来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
民歌盛会，本届原生民歌节展现了音乐类非遗传承发
展的新图景。

“乡音土调”登上大雅之堂
河曲民歌《黄河扳船汉》、蒙古族呼麦《游牧欢歌》、

哈萨克族民歌《阿克斯衣萨》、侗族大歌《祖公落寨》、回
族宴席曲《妻儿回》、壮族嘹歌《谷禾连着芯》、鲁西南鼓
吹乐《包楞调》……2023中国原生民歌节上，全国近400
位传统音乐类非遗传承人，为观众带来一场场“最炫民
族风”演出。

在历史上，如果跟宫廷音乐、文人音乐比较，民歌
等民间音乐被认为是一种“乡音土调”。民歌确实

“土”，这里的“土”指的是本土与地方特色。一方山水
孕育出一方民歌，一方民歌承载着一方文化。青海花
儿、陕北信天游、川江号子、侗族大歌、壮族嘹歌、蒙古
族呼麦……每种民歌都与当地的山、水、人有着密不可
分的血脉联系，而且已经成为当地的地域文化符号。

从民歌中我们可以探知当地的自然环境、人文地
理、文化特色。以在本届民歌节上亮相的回族宴席曲
为例，它最早可追溯至宋元时期，是产生于当时的一种
民族民间散曲。宴席曲是回族婚俗中的重要内容，通
过回族宴席曲可以窥探到这个民族的社会政治、经济
生活、思想道德、宗教信仰、文化传统、艺术审美等各方
面的丰富内容。不仅如此，很多民歌还是中华文明绵
延传承的生动见证，是联结民族情感、维系国家统一的
重要基础。

中国原生民歌节是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保留举
办的全国性节庆活动，每两年举办一届，由文化和旅游
部与举办地省级人民政府共同主办，2019年、2021年已
分别在云南、重庆成功举办。随着一届又一届全国性
民歌节的举办，民歌这种“乡音土调”登上了大雅之堂，
越来越多的民歌传承人被看见，越来越多的民歌作品
被听到。

民歌新唱“潮”起来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张天彤说：“民歌具有口头性、

集体性、地域性、民族性、即兴性等特征。”原生民歌的
创作过程大多是即兴的、偶然的，它反映了人们最自然
的生活状态以及人类内心最原始的冲动和最真实的情
感，正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原生民歌的创
作主体，多是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和系统化音乐教育的
劳动群众，因而歌曲没有过多的艺术加工和技巧性修
饰，也没有规范的程式。这让民歌曲调无拘无束、古朴
自然，但也缺乏感染力和传播力。

专家指出，要想让民歌在现代社会重新唱起来、活
起来，须思考如何为原生民歌带来新唱法，如何将原生
民歌艺术化、舞台化，使其更加富有艺术感染力。

本届民歌节，大多数作品都经过了词曲作者的艺
术加工。表演时，不再像过去那样仅仅靠歌者用嗓子

吼、喊、唱，而是配以现代乐器伴奏以及情景表演、舞蹈
艺术、多媒体视频等，表达劳动人民内心原始冲动和真
实情感的同时，也给听众带来美的享受，从而产生洋洋
盈耳、余音绕梁的艺术效果。

其实，很多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民歌作品，都经历
了艺术化的过程。比如，《弯弯的月亮》将古典、民族元
素与流行音乐进行嫁接；《康定情歌》融合了《溜溜调》

《跑马溜溜的山上》的旋律和内容；《在那遥远的地方》
由作曲家王洛宾融合藏族民歌《亚拉苏》、哈萨克族民
歌《羊群里躺着想念你的人》、维吾尔族歌曲《牧羊人之
歌》创作而成。

词曲作者在创作上不断为民歌开辟新空间的同
时，一线歌手也在不断探索尝试民歌新唱法。比如，谭
维维将摇滚曲风融入民歌演绎，让民歌更加时尚；龚琳
娜将戏曲不同行当的唱腔融入民歌演唱，给人带来耳
目一新的体验；廖昌永将民歌与歌剧巧妙融合，保留传
统之“核”，塑造现代之“形”，用世界通行艺术语言展现
中国民歌的魅力。

融入现代生活方有活力
民歌是源自生活的艺术。比如，劳动号子就是劳

动者在体力劳动中，为统一步调、协同使劲所唱的歌。
现代社会，体力劳动大都被机器取代，劳动号子失去生
活的土壤，自然无用武之地，成为需要被保护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

不过，与固态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同，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活态传承塑造了它的变异性和特殊性。也就是
说，非遗可以通过一定的改变来适应新的生活，并在新
的生活中找到新的传承载体、获得新的生命力。

“我们要做的就是为民歌接入一条连接现代人生
活的‘数据线’，让民歌与现代人的生活发生关系。”在
一次民歌研讨会上，民歌表演艺术家雷佳这样说。

过去的民歌表演主要在剧院、音乐厅举办，采用的
多是晚会化的形式，而2023中国原生民歌节开闭幕式，
都选择在旅游景区举办，同时还创新举办了多场进社
区、进乡村、进文化场馆的展演活动，让民歌及传承人
与观众零距离接触，推动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

不仅如此，为了让民歌融入现代人的生活，本届民
歌节还鼓励各行各业的民歌爱好者参加民歌表演。“表
演者年龄跨度大、行业涉及广，不仅有传承人、艺校学
生，还有群文工作者、民间艺人、农民、教师、公司职员、
退休人员等，年纪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5岁。”文化和
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兰静介绍。

效果显而易见。民歌节期间，在鹰潭龙虎山景区，
游客谢荣观看了闽西客家十番音乐《怀古》、兴国客家
山歌《打支山歌过横排》、嘉善田歌《搡水草》、酉阳民
歌《酉阳啊啦调》、晋北鼓吹《大得胜》、冀中笙管乐《翠
竹帘》等多个民歌表演，感觉既新鲜又惊喜。“以前一
听到非遗，总觉得又老又土，没想到这些民歌这么好
听，可惜平时很难听到。”谢荣有个愿望，“希望以后在
生活中能够经常听到民歌。”数据更有说服力。短短
四五天时间，本届民歌节吸引了线上线下2000余万人
关注。一位民歌节工作人员坦言，“这在过去不可想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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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民歌：
越过山水乡野 古音焕发新声

江西省宜黄县属山区，过
去常有猛兽出没，人们上山砍
柴时，用镰刀敲打禾杠并吆喝
同伴以吓退猛兽。后来，吆喝
声渐渐演变成矮腔山歌《卓望
山歌》，敲打禾杠的动作演变
成《禾杠舞》。图为宜黄县群
众文化工作者跟随《卓望山
歌》的节奏表演《禾杠舞》。

喻建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