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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达人地花

他，爱看夕阳下如烈火一般
的晚霞，在霞光中，感受残阳抛洒
给人间的一缕缕炽热的余温。他
知道，这是金色太阳毫不吝啬的
奉献。如烈火一般炽热的霞光
里，我总看到他脸上洋溢着由衷
的笑容，或许是因为在夕阳与霞
光中，他又想起了自己那一段段
曲折又热烈的人生旅程。

他降生在罗浮山西麓、珠三
角东部、绿意苍莽的岭南腹地一
个普通的农家。人生的小船还没
有起步，便遇上了风浪；正青春
时，为免挨饿受冻，书包还没被焐
热，就被他拿去装野果、盛野菜，
咬着酸涩得打颤的牙齿，他满脑
子都是衣食无忧的梦想。

在时代烈火中，他编织着少
年的美梦，奔忙在田间地头，辛
劳在生产队的耕作队伍里，起早
摸黑地挣工分。十七岁那年，他
拥有了第一辆属于自己的单车，
开始用这辆整个生产队唯一的
半机械动力车默默地运送小狗、
小猫、蟋蟀、麻雀、蝉蜕、蛇、蝎
等“新鲜物”，到广州城里去贩
卖，并赚到了人生第一沓实打实
的钞票。

村里有推荐农村青年进城读
大学的指标时，他感觉自己超龄，
错过了；迎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时，他已三十五岁。但改革开
放的大门在珠三角一带打开时，
他坐上了青春末班车，当上了村长
和村支部书记，带领着无数跟他一
样眼里闪烁着积极火光的青年，相
信着双手能致富，劳动是幸福的源
泉。再后来，因为工作积极，态度
认真，他又当上了副镇长，带着全
村人、全镇人一起奔小康，克服了
大大小小的无数困难，迈过人生一
道又一道坎，直到光荣退休。

他，就是我的爷爷。如今儿
孙满堂的他，双眸依然像烈火一
样燃烧着，炯炯有神地关注着全
村和全镇的快速发展。每当夕
阳西下，他依然爱站在晚霞中，
面带笑容地看着天边那抹红彤
彤的云彩。

（指导老师 黄蔼北）

烈火青春
□马昊驰 广东广州市增城

区增城中学 高一（5）班

我有个同学是话痨，自习课黑
板上长期都写着他的名字。有趣的
是，一到写作文他却无话，每次考试
作文都得磨上近半个小时才勉强写
出几百字，最后编不出来了，干脆写
一些流行歌曲歌词来凑字数。连写
情书，他都得上网抄，因此闹了不少
笑话。

我另一个同学曾经也是个话
痨，但他却也是班上的写作高手。
他写的一部小说在班里俘获了大
批读者，每天都有人向他催更。平
时考试，只要作文要求里有“除诗
歌、散文外，题材不限”这几个字，
他就能写出一篇精彩小说并获得
高分。据说他妈妈是一名自由撰

稿人，经常写一些科幻或者玄幻类
的文章投稿给杂志。他正是受妈
妈的影响，从初中开始，也尝试着
写一些科幻类的小说或者文字，而
不再去夸夸其谈什么“国际问题”，
这才有了改变与收获。

其实我也是个话痨。但凡班
干部抓课上讲话的，十之八九会有
我。话多劳神，祸从口出，老妈说
对于我的“话痨”，只能下猛药才能
根治。于是，不管是周末回家，还
是暑假里，每当我一张嘴想给老妈
尽情八卦，她就会信手一指：“电脑
开着呢。”她是让我把要说的都写
下来，顺便练练打字。暑假里，老
妈又给我买了整套的《分类成语故

事》，勒令我必须全部读完，然后
每一篇都要写读后感。她说这样
才能确保我少说话，且说话、写
作文时还能熟练地用上成语。就
这样，我在高二时竟凭“语言实
力”勉强地当上了语文小组长。
自 习 课 上 我 也 很 少 再“ 畅 谈 人

生，指点江山”，更多是沉迷于做
题或者看课外书，甚至开始爱上
写作文。我这才发现，很多话原
本就是可以不说的，“沉默是金”
也是很有道理的。

所以，你若话痨，不妨作文。
（指导老师 王鸿滕）

我之前一直在想，奶奶那么
啰嗦，那么不可理喻，爷爷怎么
能忍她？

爷爷奶奶今年都85岁了，他
们退休之前都是教师。退休后两
人总是在争吵，准确地说，是我
奶奶一个人在吵。所有“战争”
都是奶奶发起的，“战争”的根源
几乎都是奶奶在想象爷爷几十年
前的风花雪月之事。我说她是

“想象的”，因为真的都是一些无
厘头的小事。比如，她说爷爷的
手帕怎么那么多，是不是以前哪
个女人送的？又说，爷爷早年曾
说过哪个女学生很聪明、哪个女
同事很漂亮，云云。

爷爷却越来越沉默。他一身
的病，动过两次大手术，所以衰老
得很快。近两年他还变得神志不
清，生活能力、认知能力都退化
了。大脑萎缩让他的语言能力也
越来越差，几乎不主动说话，问他
什么，不是摇头点头就是简短回
答。每天到了饭点就出来吃饭，吃
完饭就睡觉，要不就是在客厅里呆
坐，走路也很艰难，手臂没有力气，
有时夹菜都困难。

奶奶也是一身病。最烦人的
当然是她的“癔症”。她或许是
接受不了爷爷老了、病了的事
实，潜意识里总希望爷爷还是当
年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因此她
总觉得爷爷的沉默是不想搭理
她，是在想念别的女人。于是只
要一有空，她就无法控制地想象
着爷爷几十年前与别的女人有暧
昧的事，反复提及。全家人都不
堪其扰，但奶奶不但不认错，还
偏执地认为我们全家人都只帮着
爷爷。只有爷爷，对她一直保持
着克制与忍让，从没对她发过脾
气，有时行为、表情中还表现出
对奶奶的呵护，当然也包含对奶
奶的怕。

有一次，奶奶又在想象爷爷
以前那些子虚乌有的事。我故意
说：“干脆把爷爷送去老人院，这
样你眼不见心不烦。”奶奶一听
却急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
你爷爷，爷爷白疼你了。”父亲领
会了我的意思，也故意说：“你不
是一直说我们帮着他吗？这次我
们帮你，送他去老人院。”“不，不
要。你们不要这样对待他，他这

个身体，唉。”
可能真担心我们送爷爷去老

人院吧，从此之后奶奶不再说那
些胡话了。但与此同时，她也日
渐消瘦起来。我想奶奶或许是太
寂寞了，又或许是压抑了心情，
不禁心疼。想起李渔曾说“素常
乐为之事可以当药”，我便想让
奶奶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可她说
身体不行，没精力培养爱好。我
当时想，你没完没了地找爷爷碴
的时候，怎么精力就行了呢？当
然，这话我没敢说出来。

那天，奶奶因一些老年病住
院了。爷爷在家里一整天都过得
相当安静，然而他却显得十分焦
躁，像失去主心骨一样，惆怅又
彷徨。晚饭后，父亲在厨房里
洗碗，爷爷走到他身边，欲言又
止，终于还是鼓起勇气说：“我
想去医院看望你妈。”声音意外
的洪亮。最近一年多来，爷爷可
几乎没说过这样完整的句子啊。
但因为怕交叉感染，父亲拒绝了
他，说过几天再带他去。爷爷显
得很失望。

他颤抖着身子走回客厅，在

沙发上缓缓坐下，默默地望着窗
外万家灯火。看着没精打采的爷
爷，我故意上前跟他打趣地说：

“奶奶不在家不更好吗？没人烦
你了。”爷爷可怜兮兮地看了我
一眼，摇了摇头，竟再次很清晰
地小声说：“不是的。”

我有点愕然，突然有些明白
爷爷和奶奶的感情了。或许现在
支撑他们度过一个个踉踉跄跄的
日子的精神支柱，正是奶奶那些
无中生有的偏执，这表示她太在
乎他，也表示他对她的重要。而
面对奶奶的极端，爷爷只是沉默，
其实是因为他懂她啊。

在 盛 开 秋 海 棠 的 长
廊里，玫瑰的芬芳中，正
值 花 季 的 阿 玛 兰 妲 与 丽
贝 卡 同 时 爱 上 了 英 俊 的
调 琴 师 皮 埃 特 罗 。 当 丽
贝 卡 与 皮 埃 特 罗 互 许 心
意，阿玛兰妲只能深藏爱
意，写下一封封从未寄出
给 皮 埃 特 罗 的 情 书 。 当
皮埃特罗与丽贝卡订婚，
阿玛兰妲开始恐惧，于是
她对丽贝卡说：“你别做
梦 了 ，就 算 把 我 赶 到 天
边，我也能想办法让你结
不成婚。”她执拗的性格
开始初步体现。

当她一面使尽浑身解
数拖延婚期，一面冷静地准
备给丽贝卡下毒、最终成功
阻止了婚礼时，她对丽贝卡
说的一句话曾让我觉得简
直不可思议：“我已经手下
留情了，这三年我都用不着
杀你了。”但在接下去更深
入地了解了这个角色内心
世界时，我才慢慢体会到，
阿玛兰妲就是这样一个矛
盾的角色，对于欲望与爱情
的追求她可以不择手段，但
她心底却始终保留着对他
人的温柔。

这让我更容易理解其
后阿玛兰妲的所作所为。

当丽贝卡他嫁，皮埃
特罗渐渐感受到阿玛兰妲
的柔情，并发现了她那罕
见的、能体会世间万物美
好的感知力，两人真正心
意相通后，阿玛兰妲却微
笑着拒绝了皮埃特罗的两
次求婚。这导致皮埃特罗
在绝望中自杀。阿玛兰妲
也因内疚而自残，并在受
伤的手上缠上黑纱终生不
摘。阿玛兰妲这个人物身
上的矛盾在此时达到一个

高潮。
当她遇了另一个倾慕

者，同样已步入中年的马尔
克斯上校，尽管两人在盛开
秋海棠的长廊里相依相伴
了数年，但阿玛兰妲依旧拒
绝了对方的求婚，并疯狂嫉
妒自己一手带大的美人儿
蕾梅黛丝的年轻貌美。她
一面关紧房门为自己的孤
独痛哭，一面又坚持着心中
对美好与欲望的近乎原始
的追求。为此，她不受伦理
观念的束缚，也不惜承受良
心的谴责。但阿玛兰妲心
中的渴望其实是极端理想
化的。

故事中有一个特定的
地点——秋海棠长廊。秋
海棠的花语是苦恋无果，
这与阿玛兰妲两段无疾而
终的恋情相合。然而，因
为文化差异，我们并不能
确 定 这 是 否 出 自 作 者 本
意。但在两段恋情里，阿
玛兰妲明显都在完全无视
战火与硝烟的弥漫，一心
固守着自己的伊甸园，享
受 与 恋 人 相 处 时 的 温
情 。 秋 海 棠 长 廊 正 是 她
的 内 心 世 界 在 现 实 中 的
投 影 —— 她 向 往 激 烈 的
爱情与青春，却无法接受
马 尔 克 斯 上 校 因 战 争 而
潦倒，以及蕾梅黛丝青春
美 貌 而 自 己 终 究 容 颜 枯
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更
加深了她的恐惧。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阿
玛兰妲在拒绝马尔克斯后
会闭门痛哭。因为她清楚
地意识到，她对完美理想的
追求在现实中已无法得到
满足，她注定只能在孤独中
死去。

（指导老师 盖英俊）

阿玛兰妲的恐惧
——读《百年孤独》有感

□陈佳其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13）班

拾金书海大学时光 □张睿力 山东鲁东大学
盈科法学院法学系2021级爷爷的沉默

初心阅世 话 痨
□王端 山东省滕州市滕州二中新校高二（13）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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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生青春

市场进一步分化
“热歌”受众成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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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年度十大热歌的争
议，其实指向一个老生常谈的
问题：谁来定义一首歌好不
好？不少评论都痛心疾首于
华语乐坛的“堕落”：“比流量
明 星 占 据 榜 单 还 糟 糕 ”“ 抄
袭、土味、伪古风、低质量翻
唱、裁缝”……

“流行音乐的用户存在‘沉
默的大多数’，他们会听歌，但
不会在网上发声。”邮差分析，

“其实从业内的角度来看，‘十
大热歌’才是主流。比如《可可
托海的牧羊人》，真的是亲朋好
友、三姑六婆都在听，这些‘热
歌’的受众是客观存在的。”而
不同受众之间的隔阂并非今天
才有：从《老鼠爱大米》《2002
年的第一场雪》等首批网络歌
曲到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
《月亮之上》等“广场舞神曲”，
这些以草根为标签的歌曲和歌
手都曾引起巨大的争议。但当
听这些歌的人成为了网络的主
流用户，事情便有了变化——
以凤凰传奇为例，他们近年来
活跃在各大音乐综艺上，翻唱
的《海 底》在 B 站 获 得 超 过
2700万次的播放量，其表现得
到了不少网友的称赞。

在不同的情境下，如今的
华语乐坛有着截然相反的两
种面貌：有人说华语乐坛百花
齐放，有更多音乐人愿意尝试
不同的曲风，拓宽华语音乐的
边界；也有人说“洗脑神曲”的
声量越来越大，劣币正在驱逐
良币。是什么造成了“金曲”
和“热歌”的割裂？邮差分析，
这得归结于市场的分化。在
音乐平台上存在着两个世界：
一个是走下沉路线的“热歌”，
点击量高、基本盘大，为音乐
平 台 贡 献 了 可 观 的 日 活 数
据；另一个世界则由当红艺
人和歌手组成，他们采用更
专业化的方式做音乐、发专
辑 ，当 中 不 少 歌 曲 都 要 收
费。免费和收费成为一道明
显的分水岭，“当红歌手做音
乐已经不太需要顾及市场，
因为粉丝买单的能力已经非
常强。像蔡徐坤等年轻一代
的歌手，他们做歌其实已经
非常自我。而大部分听歌的
人 ，其 实 是 不 愿 意 花 钱 的 。
这就导致一个现象：一个明
星红不红，与他们的音乐听
的人多不多，并没有直接的
因果关系。”

因为一份“年度十大热歌”榜单，网上
又掀起一场论战。在上周日落幕的第三届
TMEA腾讯音乐娱乐盛典上，《云与海》《白
月光与朱砂痣》《浪子闲话》《醒不来的梦》
《踏山河》《千千万万》《沦陷》《可可托海的牧
羊人》《清空》《执迷不悟》十首歌曲被评为“年
度十大热歌”。

十首歌曲均是“网络神曲”，有音乐博主因此
感叹“华语乐坛要完犊子了”，也有网友表示看歌
单一脸懵圈，听旋律才想起是刷短视频时经常会听
到的配乐，“那确实挺热的”。但大部分业内人士则
没有那么悲观。羊城晚报记者就此采访到乐评人邮
差和音乐人吴欢，听听他们如何分析这个问题。

本届TMEA音乐盛典共评出
20首年度歌曲，包括“年度十大热
歌”和“年度十大金曲”。后者看起
来就“正常”很多：蔡徐坤《感受
她》、摩登兄弟刘宇宁《天问》、莫文
蔚《这世界那么多人》、R3hab/蔡依
林《Stars Align》、时代少年团《要
你管》、吴青峰《如果声音不记得》、
徐佳莹《不舍》、薛之谦/郭聪明《耗
尽》、周深《和光同尘》、赵英俊《送
你一朵小红花》。无论是“实力派”
还是“流量派”，这些歌手均被视为

艺人，活跃在主流视野中。
在乐评人邮差看来，将“热歌”

和“金曲”分开评选是一种折中的
做法。2019年首届TMEA音乐盛
典仅设有“年度十大金曲”奖项，
当年的评选结果颇为尴尬：仅有由
胡夏和郁可唯演唱的《知否知否》
是传统流行音乐工业的产物，其他
如《等下一个他》《往后余生》等九
首 歌 曲 均 是 网 络 歌 曲 。 因 此 ，
TMEA音乐盛典从第二届开始分
设“年度十大热歌”和“年度十大
金曲”两个奖项，虽然TMEA没有
公布评选标准，但两份榜单可以看
出明显区别：“十大热歌”以播放
量、热度为导向，“十大金曲”则明
显偏向传统流行音乐工业。通过
分设榜单，TMEA 试图同时兼顾
各方口味。

但是，为何今年“十大金曲”悄
无声息，“十大热歌”却一石激起千
层浪？一方面，今年的“十大金曲”
不够热：回顾第二届的“十大金曲”

榜单，有凭借综艺《乘风破浪的姐
姐》而出圈的《无价之姐》、有爆款
剧《想见你》的主题曲《想见你想见
你想见你》、更有周杰伦的《说好不
哭》、蔡徐坤的《情人》、李荣浩的
《麻雀》……对比起来，今年的“十
大金曲”就显得弱势了不少。另一
方面，网友对“十大热歌”的口诛笔
伐，同样也反映出一种“苦流量久
矣”的集体情绪。邮差认为：“网络
神曲占据了我们的生活，在今年的
确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同
时，一些音乐博主抓住‘十大热歌’
这个热点做文章，经过他们的发酵
后，引发了更大范围的讨论。”

在邮差看来，TMEA 所评选
出的年度榜单并不能代表华语乐
坛：在版权分属的背景下，TMEA
其实相当于腾讯音乐集团的年会，

“比如，今年万能青年旅店的新专
辑卖得很火，但 TMEA 当然不会
给他们颁奖，因为他们是网易云音
乐独家的”。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TMEA 评 选 出 来
的“年度十大热歌”以
播放量和热度为导向，
其中《云与海》《执迷不
悟》《沦陷》《清空》《白
月光与朱砂痣》等歌曲
均是酷狗音乐“星曜计
划”的力推歌曲。跟许
多音乐人扶持计划不
同，星曜计划的目标非
常明确——孵化爆款。
该计划的代表作就是
那首红遍大江南北的
《少年》：被系统选中之
后，酷狗音乐花了大力
气推广这首歌，尤其注
重与短视频的合作：这
首歌被应用在各种各
样的短视频中充当背
景 音 乐 ，不 仅 有 手 势
舞、翻唱等创意视频，
连新华社、人民日报、
共青团中央等主流媒
体也用这首歌为短视
频配乐，这首歌因此顺
利出圈。

作为一名音乐制作
人，广州本土音乐人吴
欢并不认为此次的“年
度十大热歌”真如舆论
所说的那么粗制滥造：

“据我所知，这些热歌
的制作还挺不错的，包
括选择谁唱、歌曲的曲
风、编曲的风格都有讲
究，并非前几年那样，
随便上传一首demo歌
曲就能红。只是说这

些歌曲是奔着火、流行
去的，所以做成了现在
的样子。”而邮差也认
为，爆款歌曲的制作已
经接近流水线工作，一
些音乐公司已经掌握
了“爆款密码”：“这次
的十大热歌中，有好几
首歌都来自同一个公
司，说明他们已经摸准
了套路。”

吴欢也是参与星曜
计 划 的 音 乐 人 之 一 。
他认为，这个计划弥补
了许多音乐人的短板：

“很多音乐人在宣发推
广这一块是挺薄弱的，
现在有专门的团队去
做这件事，其实对音乐
人来说还是挺好的。”
在吴欢看来，短视频对
流行音乐的影响无可
避免：“就像当年的彩
铃，现在的歌要靠短视
频带火。大家总是希望
自己的作品能让更多人
知道，短视频那么火，我
们肯定希望借此让作品
传播出去。”他坦承短视
频强调15秒洗脑旋律的
确会影响歌曲的完整性，
但短视频也能让更多原
创音乐人冒头：“要做出
好歌，一方面要靠音乐
人自身修养的提高，另
一方面也需要平台方、
制定政策的部门起到把
控、监督的作用。”

真的这届网
络

“年
度十大热歌”

榜单引发论战 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
上不了

台面吗
？

“十大热歌”引发热议
“十大金曲”悄无声息

大数据造就“热歌”
算法有利也有弊

现象

分
析

“年度十大热歌”均是“网络神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