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伴随着音乐文化交流节目《声生不
息 ·宝岛季》的收官，华语流行音乐仍在
余音绕梁，海峡两岸民心相通的文化共
鸣依然情动于衷，令人慨叹与咏怀。节
目创新地以经典台湾音乐为媒，汇聚海
峡两岸音乐人的文艺心声，架设起两地
观众身份认同、情感认同、文化认同的
桥梁，激活了镌刻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
“文化密码”与“精神力量”。

为乐坛留声，为时代写声，为人民
传声，流淌在亿万观众内心深处的时代
金曲在《声生不息 · 宝岛季》中依次奏
响,华语音乐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与文
化记忆，让中国之声声声不息，更让中
华之情声声入心。

《声生不息 ·宝岛季》以歌会友，以
声凝心，以书写历史的笔触，全面梳理
了宝岛台湾音乐编年史，以此抒发同根
同源的家国情。借助乐坛往事的追溯，
宝岛与大陆的知名音乐人及观众展开
面对面的交谈，从青春的气息到深情的
回望，无论是歌手创作音乐的细腻感
受，还是风靡一时的音乐记忆，抑或是
动情动心的自我表达，跨越了海峡的时
空间隔，呈现出华语音乐文化源流交
汇、互生共长的艺术特色。

特别是经典新编、联合创作，赋予
了众多时代金曲全新的展现形式，经由
艺术化处理和创新化演绎的《鹿港小
镇》《恋曲1980》《高山青》《在水一方》
《知足》《后来》等经典作品，在大家的共
同欢唱中汇聚成记忆音乐往事、致敬青
春无悔的河流。不同代际两岸歌手的
对唱、联唱、重唱，既有浅吟低唱的深情
款款，也有高歌激越的炽热情怀。声与
声的复调、心与心的同频共振，让历经
风雨的音乐作品重新焕发出新的动感、
新的乐感、新的内涵。
“歌唱写下的是河汉江淮的志气，唱

出的中文是文以载道的责任”。亿万人
钟情，千百遍吟唱，当熟悉的乐音响起，
令人心动的旋律再度袭来，属于你、我、
他各自的那一首歌，跨越了时空，也铭刻

了岁月。不同代际的人们，各自咏怀的
青春记忆，与特定的年代回响璀璨在同
一个舞台。乐坛留声，积淀着时间重量
的华语流行音乐经典，曾无数次指引、鼓
舞、激励了一代代青年人。抒怀真挚所
爱，畅想美好生活，在《声生不息 ·宝岛
季》营造的艺术时空里最终汇成中华民
族的同一首歌，令人热泪盈眶，教人荡气
回肠。

节目中，既有对台湾流行音乐伴
随时代浪潮不断前行的艺术发展史的
细腻的书写，也有国人自强不息，歌以
咏志的文化自信史的深情记录。“呢喃
的心语，总能经过逾千公里的脐带流
入心脏。”从日月潭、101大厦、阿里
山、雾峰林家、淡水到金门，《声生不
息 ·宝岛季》在台湾的分会场连缀成了
一条富有深刻寓意的通道。这一路行
来的宝岛文化地标，台湾歌手在山巅、
海滨、故园中的每一次歌唱，是地理空
间上与大陆的渐近线，也是心理空间
上与大陆“百川异源、皆归于海”的血
脉情深。台北街头仁爱路、四纬路等
街名路牌，一时一地，处处可见中华文
明的基因与标识；浓郁的家乡口音，正
宗的乡愁美味，一餐一食，比比皆是中
华民族日常生活的福祉所系。以文化
“共振”呼唤“同根”，以时代“共存”汇
聚“同文”，美食记忆、故园思念和艺术
乡愁，一同构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情感纽带和艺术共鸣。

在跨越将近半个世纪的音乐与人
生、音乐与情感、音乐与社会的时代追
忆中，《声生不息 ·宝岛季》全景化展现
了华语音乐在海峡两岸互动中走向世
界的来时路、脚下路和未来路。节目在
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以播出，引发了
全球华人的巨大反响，向世界展示了两
岸音乐人携手赓续华语音乐文化的信
念与行动。相同的语言与文化血脉，孕
育出海峡两岸人民、中华民族割舍不断
的情义相连、心意相通，这正是华语音
乐“声生不息”的时代之声！

《声生不息 ·宝岛季》注重倾听人民
心声，“声生不息请回答”在街头开展的
面向两岸人民群众的文娱调查，不单纯
是节目的花絮，而是海峡两岸人民跨越
时空，交流互鉴的文化史、美学史。同
唱一首歌曲，同寻一段回忆，一个个或
不假思索、或略带沉吟的回答，一则则

令人期待的榜单构成，一次次饶有趣味
的谜底揭晓，是一首首歌、一个个电视
栏目、一波又一波流行文化所代表的时
代印记。众多平凡的观众以其真切、丰
富的收视体验、生命经验，支撑起两岸
人民共通的时代记忆。两岸人民数十
年来文娱生活的生动写照，何尝不是深
入人心的文化交流和文娱共赏的民心
相通！

从炫目的舞台到日常的生活，《声
生不息 ·宝岛季》扎根人民生活，汇聚人
民心声、社会需求、文化需求和时代需
求，极大增强了节目的社会容量与生活

质感，从青春中、从奋斗中为文艺创新
创造寻觅到丰富的艺术源泉，将音符带
来的短暂温暖，转换为持久而深沉的精
神力量。

历经20年的发展，中国电视文艺
节目从模仿借鉴、引进购买的阶段，成
功进入中国式原创的新阶段。从《声生
不息 ·港乐季》到《声生不息 ·宝岛季》，
“声生不息”以其鲜明的内容与形式的
创新，创造了中国式文化节目令人耳目
一新的新IP、新品牌、新样态，为主流
媒体的中国式自主创新探索开辟了新

赛道、提供了新启示、树立了新典范。
“声生不息”的成功启迪我们，唯有坚守
中华文化立场，坚持有格局、有特色、有
品质的创作原则，以美为媒，以艺通心，
方能持续推动中国式视听传媒优质内
容以文化滋养人心，为时代青年提供读
懂中国发展、感知社会脉搏、创造人类
文明新形态的有效通道，实现坚定文化
自信，增强文化认同的文化使命。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
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观点提要

所谓都市写作与都市文学，从表面上看似乎是
一个题材的概念与选择，是“写什么”的问题；但面对
当下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都市写作这个巨大的命
题，骨子里、核心处更是一个视野问题、观念问题和
格局问题，是“怎么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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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玩到潮玩：
被重新定义的艺术收藏

   版 · 影视    版 · 艺术

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都市

写作，是当下中国文学创作中面临

的一个现实课题。

“现代化”作为全球的一个公共话

语，我国也早已沿用，还是在上世纪60

年代召开的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就

正式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而

在去年召开的党的二十大上又格外强调

了我们建设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具

体来说就是具有人口规模巨大、全民共

同富裕、两个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五大特征。

这样一种设定的背后当是立足于我们自

身的国情以及对各国现代化状况研究的

结果。这也就必然对我们的文学创作如

何表现都市、书写都市提出了一些新的

课题以及新的要求。

毋庸讳言的是，无论是城市文

学也好还是都市文学也罢，在我们

的文学板块上目前至少都还不是

一个强项，或者说总体表现并不突出。

究其根源，这又和我们的国情和社会发

展的历史阶段以及客观现实紧密相关。

必须明确的是，城市文学也好、都市

文学也罢，固然是一个题材的概念但又

绝对不只是局限于此，甚至主要并不在

于此。如果仅限于题材的选择，那我们

始于晚明及这之后出现的《金瓶梅》、“三

言二拍”中的不少篇什以及《红楼梦》等，

将其归于“城市文学”的范围都似无不

可，也与西方文艺复兴后的时点大抵相

近。但中外文学史家却几乎鲜有如此认

知者，最多只是说在这些作品中开始出

现市民的形象及市井文化的萌芽。这样

一种判断的形成显然就不是立足于题材

而是隐身于题材背后的某种文化、某种

思维或某种被称为“集体意识”的东西。

《金瓶梅》也罢、《红楼梦》也好，其中

确有晚明之在中华土壤上开始出现并逐

渐兴起的市井生活以及所谓城市的雏形，

但它们的确都不是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所

处的和所想象、所应对的城市或都市。那

时的所谓城市从表面看上虽也是权力、财

富和信息的汇聚之地，但它们又的确不是

当时整个社会结构的中心。那时的中心

在乡村，乡村不仅是当时中国最根本的政

治和经济力量之所在，同时也还是文化的

中心。之所以这样判断，是因为当时我们

全部的精神文化，包括思维方式、价值判

断等等都是建立在以自给自足为根本特

征的小农经济土壤之上，无论是其出发点

还是落脚处莫不如是。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现代。新文化

运动的兴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成立、特别是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

改革开放之后，整个社会的中心才开始向

城市全面转移，不仅是物理空间广度上的

不断拓宽，更是在社会空间与精神空间的

维度上持续深化。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

是在社会文化上，城市或都市都开始逐步

获得覆盖性的统领地位。

尽管如此，我们的城市文学抑

或都市文学写作面对这样一些社

会层面或物质层面的巨变，其准备

显然还是不够充分与不够自觉的。

比如，自“五四”以来乃至一直延

续至今，我们的文学创作中始终存在

着一种“出走”与“回归”的现象，那就

是作品主人公因家乡的封闭贫困而走

进城市，又因城市的喧嚣竞争而回归

故土……尽管时代不同，背景不一，表

现方式有异，但骨子里的根系却几乎

完全一样。

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

初，张爱玲的“重新出土”竟然引发阵阵

欢呼，其缘由之一便是视其为中国城市

文学写作的佼佼者乃至第一人。姑且不

论这种评价是否确切，只是这个视角便

足以令人三思：果真如此还是哗众取

宠？但有一点几乎可以肯定，那就是我

们的城市或都市文学写作的土壤的确不

能称之为丰厚。

比如，即便是70后、80后乃至开始

冒头的部分90后，这些大部分天然就在

都市出生和生活的作家们，面对现代都

市的生活，他们的作为不仅不能说十分

突出，面目同样也不怎么清晰，而评论对

他们作品的解读也不时失语。

比如，自上世纪90年代末出现并持续

至今的那个愈加庞大的网络文学写作群

体，他们的笔下涉及都市者最多，但无论

是表现还是解读同样都远不尽如人意。

正是基于以上对历史与现状乃

至想象图景的种种观察，我们今天

来讨论与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

的都市写作，本质上就是要关注文学究竟

应该如何直面我们的生活已经发生或正

在发生以及还将发生的那些巨大变化和

可能；而面对如此种种的渐变或巨变，我

们的感受方式、思维方式、想象图景和价

值判断，如何走出长期以来存在于我们思

维中的小农经济及单一计划经济的传统

思维与价值判断？是否适应得了、跟得上

去、乃至呈现更加美好的未来？如果再放

大放宽一些，则还有一个目前开始出现歧

义的所谓“全球化”大背景。这些都是我

们在讨论“中国式现代化与都市写作”这

个命题时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下三点

我想无论如何都无从回避。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

过程。尽管国家已为此制订了“时间

表”与“路线图”，但目前显然尚在过程之

中，即便是抵达了阶段性的预期目标，现

代化其实仍然还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动态

过程。面对这样一项浩瀚宏大的社会发

展工程，作家们虽可以畅想结果，也更应

该重视这个漫长发展过程的一些重大历

史节点以及一些重要节点中的重大问

题与突出的社会现象。如前所描述的

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中，除人口规模

巨大是一种基本国情特征外，其余全民

共同富裕、两个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这四项

则皆属愿景一类，目前尚处在为之奋斗

的过程当中。以全民共同富裕这一目

标为例，尽管我们历史性地如期完成了

全国脱贫攻坚这一历史壮举，但距离全

民共同富裕这一目标则依然尚处于奋

斗过程之中。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人

与人之间贫富的差异——有的甚至还

是巨大，这依然还是当下社会整体存在

的客观现状。抵达我们的愿景显然还

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理应是我们当

下都市书写中应该关注的一个重大现

实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显然不是依靠

旧有的小农思维能够根除，而是只有在

中国式现代化思维的大背景下，依靠全

民的共同奋斗和通过社会治理制度的

现代化而逐步得以解决。

其次，现代都市固然是一个物理空

间，但对创作者而言更是一个观念与心

理的空间：观念是否抵达？心理是否存

得下？这是首要问题。还是以全民共同

富裕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为例，什

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现代社会的“共同富

裕”观？肯定不是平均主义，肯定是一种

有差异的共同富裕，这就是基本观念问

题。但多大的差异能称其为合情合理？

如何通过科学的社会治理制度进行一些

宏观调控与合理调节？……诸如此类无

不暗含着一个是否能够承受的心理问

题。对作家而言，只有科学认识到这些

问题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才能以一种科

学的眼光和健康的心理完成自己的书

写，从中传递出一种科学合理的价值观，

否则很难保证不出现某种自觉不自觉的

畸形的、甚至变态的笔墨。

正是基于以上两点基础性的认识，所

谓都市写作与都市文学，从表面上看似乎

是一个题材的概念与选择，是“写什么”的

问题；但面对当下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

都市写作这个巨大的命题，骨子里、核心

处更是一个视野问题、观念问题和格局问

题，是“怎么写”的问题。

所谓视野指的是写作者了解生活、观

察生活的宽度与深度，宽度是横向的，深

度是纵向的，作品的物理呈现上可以是一

人一户一村一镇，但作家的视野空间与心

理格局则需要更大的横向宽度与更厚实

的历史纵深。所谓观念指的是写作者的

价值取向，是简单廉价的同情所谓弱者或

仇视富人还是理性有序地建立多层级的

观察视野与价值取向？没有后者的理性

支撑，所谓中国式现代化条件下的都市书

写大概率都会沦为一句空话。

在这个意义上，称“中国式现代化视

野下的都市写作”更是一个怎么写的问

题绝非一句妄言，而是我们曾经走过的

路以及世界同行发展的历史所形成的有

益启示。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

以美为媒 以艺通心

潘凯雄

杨乘虎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都市写作”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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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音乐文化交流节目《声生不息 ·宝岛季》

重新认识明星和综艺的关系
《长安三万里》：
从大唐奔流而来的时光与诗情

既是写什么，更是怎么写

乐坛留声：
共绘青春好模样

时代之声：
联通同根血脉情

人民心声：
书写文艺好风景

▲从日月潭、101大厦、阿里山、雾峰

林家、淡水到金门，《声生不息 ·宝岛季》在

台湾的分会场连缀成了一条富有深刻寓

意的通道。这一路行来的宝岛文化地标，

台湾歌手在山巅、海滨、故园中的每一次

歌唱，是地理空间上与大陆的渐近线，也

是心理空间上与大陆“百川异源、皆归于

海”的血脉情深。

▼《声生不息 ·宝岛季》以歌会

友，以声凝心，以书写历史的笔触，

全面梳理了宝岛台湾音乐编年史，

以此抒发同根同源的家国情。

媒介权力反转后，越来越多的演员加入到真人秀的大潮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