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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音乐是一种传统文化现象，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
中，通过口口相传而流传下来的音乐形式和音乐作品。它
无论从使用的乐器、演奏的乐谱还是演奏形式，都有着极
强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与当地民俗习惯相融合，与当地民
俗活动相结合。而藏族民间音乐虽然长期受到宗教意识
的影响，但它们是藏族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同时也真实
地反应了藏族人民的生产劳动、风土人情、恋爱婚姻的社
会活动和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
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方式的转变也
造成民俗活动越来也少。城市地域性越来越弱，城乡人口
流动量大，维系扎根于原生态环境的民间音乐的生命也在
慢慢消失，这如同人的生命特性，民间的民族音乐在社会
生产生活中曾热烈诞生，经历不断生长，在历史演变和生
存环境的变化中，也正面临不断凋零、消亡的命运。我们
无需回避，更不需粉饰这一严酷的现实。

记得小时候，去牧场上盖木楞房，夏季去山上捡松茸，冬
季上山坎柴，都需要短住山上，那时常常看到爷爷边唱边劳
作。每天晚饭后，爷爷会唱很多家乡的民歌，直至深夜。锅
庄曲，特别是民间传唱的曲调，在那样的夜里，浩瀚的星空
下，火塘里微弱的火光和爷爷唱的歌声竟是如此契合。我在
牧场给奶奶当“小牛官”的日子里，她每天晚上给我讲阿古顿
巴、格萨尔王的神话传说，可以说有关藏族民间音乐和藏传
佛教对我的启蒙开始于此。

在离开故土到北京求学的几年里，有机会从事演艺包
括音乐演出的工作，
也观摩了各种形式的
音乐演出，愈发激起
对藏族民间音乐的生
存环境的担忧。作为
一个自小就被民间音
乐艺术滋养长大的藏
族人，我应该做什么，

我能做些什么，我要去
拾起散落在民间土壤里
几近丢失的珍贵宝藏。

为了寻找自己音乐
创作的灵感，2013 年夏
天，在香格里拉民间音
乐保护协会的支持下，
启动了“觐见不褪色的
藏音”项目。我和团队
一同走访了香格里拉藏
区的许多村庄。10人的
记录团队，历时近 4 个
月，不断地走访各个地
方的民间艺人，共采集
民 间 古 老 曲 调 600 多
首，对香格里拉藏区的
民间古老音乐形式、风
格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和认识，通过采风活动，
我对民间音乐的高度有
了更清晰的认识。

许多民间老艺人的
相继辞世，自己对民间音乐的记录和使命也更加清晰起
来，所以我决定开始对整个香格里拉藏区进行“一村一年”
的民间音乐采风计划，主要是对民间音乐选题、历史缘起、
歌词大意解析、舞蹈形态以及对民间艺人的生平简介做全
面的文字图片、视频音频记录。

2016 年，“觐见不褪色的藏音”采风团队去了塔城镇。
此次采风选题是：塔城祭祀热巴。热巴舞是典型的藏族舞
蹈，广泛流传于各个藏区，而塔城热巴仅流传于塔城附
近。塔城热巴舞的宗教色彩极为浓重，祭祀热巴是塔城文
化的灵魂，流转过经年岁月却毫不褪色，日复一日的传承
愈来愈鲜活，愈来愈明亮。上千年的时光为它披上厚重的
神秘面纱，太多的人从未窥见过这一种藏传佛教文化的真
正面目。居身于塔城这个小城镇中，祭祀热巴爆发出的却
是足以撼动人精神的力量。作为塔城独有的文化，热巴曲
调是古老而传统的藏族文化传承。

在蜿蜒的山路上徒步行走 30 分钟，沿途路过圣洁的
白塔，走过繁茂的核桃树林，遇见淳朴的村民。四面的木
质楼房围绕着一方不大的小院，在这里我们见到了一位
73 岁高龄的老艺人。老艺人名叫根秋安登，艺名阿主，熟
知 18 首热巴曲调，他已是最后一位可以为我们详细讲解
祭祀热巴的人。

根秋安登（阿主）出生的时候，他有 6 个姐姐。作为家
中最小又是唯一的儿子，他的舅舅认为根秋安登（阿主）并
不容易养大，于是根秋安登还在母亲怀里吃奶时，舅舅给
他剪去乳发决定让他出家。根秋安登和祭祀热巴的缘分
始于他9岁那年，他唯一的妹妹去世后，对妹妹的深厚感情
让他注意到了这种名为祭祀热巴的文化。

根秋安登（阿主）年幼时，他所热爱的祭祀热巴几乎断
绝了近25年的时间。在这20多年来，根秋安登（阿主）晚上
常常跑去他父亲的师父家求教，老艺人每次都会反复、详
细的讲热巴文化给他听，这种口传心授的文化传承是他最
早对于祭祀热巴的学习，又因出家人不允许学习祭祀热

巴，他只能在人们聚集着跳祭祀热巴的时候偷偷学，正是
他这种坚持将祭祀热巴得以传承下来。

在采风过程中，饱经时代风霜的老艺人的坚持感动了
我们，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文化传承精神。可岁月无情，
时光催老，老艺人一直希望他能够遇到一个有缘分的人，
毫无保留倾囊相授。为了一种文化的传承，一个信仰的延
续，传承者们总是愿意无私奉献。

在网络极其发达的今天，关于祭祀热巴的记录会飞速
的传播开来，人们会很快意识到云南塔城藏区还存留着这
样一种古老的文化，它神秘、震撼、圣洁、自然，生生不息，
源源不断。它值得所有的人，无论热爱民族文化与否，去
感受，去保护，去传承。不仅仅是塔城的祭祀热巴，我们的
土地上还有无数令人心驰神往的民族文化等待着我们去
保护。

“觐见不褪色的藏音”项目到 2017 年已经是第 4 年
了。2017 年 9 月中旬，我带着自己的团队出现在香格里拉
的尼西乡，进行了为期一个星期的“尼西情舞”采风活动，
通过采访老艺人，对尼西情舞的历史渊源、曲调歌词、舞
蹈形态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和学习。特别是以 74 岁
的老艺人丹真多吉和 42 岁的民间艺人格次姆的人生经历
和尼西情舞的历史使命，沧桑巨变紧紧联系在一起为主
线，展开了尼西情舞在历史长河中的社会价值作用的转
型，发展到今天面临的传承失传问题深入的研究。最后
一天，邀请了香格里拉文艺界的专家学者和团队里 14 位
即将留美的高中生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交流，对面临有
可能失传的尼西情舞，他们有不解，有困惑，甚至对这种
民间艺术形态是否有保护的必要产生了疑问。经过 5 天
的对老艺人的深入采访，相信他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了自
己的答案。令人欣慰的是，从一开始的不解、疑惑，到后
来的自我领悟，这些年仅 16 岁的孩子们能够对藏文化和
民间音乐，给出了自己对如何保护和传承民间音乐和社
会功能转型的建设性意见，这也是此行采风活动的收获
之一。

斗转星移，时代更迭。民间音乐文化好比大海的浪潮，
一波带来新鲜的海洋生物，一波又带走时间累积的过去。传
统的民间艺术是我们在那片土地上成长的精神养料，它塑造
了我们，我们在感叹它的生存环境和担忧它行将消亡的同
时，我们是多做些实事，用实际行动去保护传承，还是任由它
的渐行渐远，每个热爱或者曾受益于民间文化的人心中都有
各自的答案和选择。

作为一名藏区的艺人，毋庸赘述自己对藏文化的深厚感
情，笔者希望每年度的“觐见不褪色的藏音”民间音乐采风活
动，会让更多人关注、了解、热爱藏民族文化，更希望自己不
是一个人独行，自己热切呼吁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加入到保护
和传承民间民族音乐的团队中来，大家一起来担当抢救、挖
掘、传播和传承优秀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的使命。一个人独
行，留下来的是沧桑的足迹，一群人一起朝一个方向去努力，
留下的将是丰硕的果实。

民族音乐的魅力一直存在着，从未远去，让我们一起去
乡间挖掘它的根基，体会一番朴素的快乐。不管前路有多艰
难，自己会坚持走下去。现在也许看不到这番努力的价值，
但是我坚信，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把微小的火苗维持到底，今
天播下去的种子，10年，20年后，甚至更长的时间，民族文化
和民族音乐会长成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学校安排的住房，是在教
学楼的四楼，学校职员也住在
这，但他们大多星期五晚上就
走了，这是一座刚盖不久的四
层大楼，一二三楼分别是初一
二三年级教室，但也分别住有
老师。全校学生并不是很多，
一个班不过 20 多名，我教初
二年级的英语，班里大概有
50 名左右的学生（说是本来
是两个班，因为和班了，所以
人数比较多）。

午饭后，几个女孩领着我
往学校的后面去。看见转经
筒围着的寺院了，但没有看到
大门在哪，僧人也见到了。街
上有时候也能见到穿着红色
袈裟的僧人，骑着摩托车嘟嘟
嘟的一晃而过，篮球场上时不
时的也能见到他们争先恐后
的打篮球。一个晒太阳的藏
族老阿爸对着领着我的几个
女孩子：“好好听老师的话，不
听话就打！”其实，大多数的老
百姓，都还是挺好的，对像我
这样的外地老师还是很尊重
的。我学着他们的言语：扎西
德勒！老人高兴得眼睛都挤
到了一起。到了一个女孩的
家门口，一个铝合金窗户围成
的小屋，只有一两个平方，里
面摆着香炉、台案、还有金像
佛等。女孩上前规规矩矩的
拜了几下，动作那么娴熟、自
然。拜佛、敬佛、磕头，在藏族
人中，是最重大也是最平常不
过的事，这是所有藏地人自生
下来就会做的事。

下午，我去另一座楼找六
年级的一位老师，让她帮我发
个邮件，才知道这座楼是原来
的教学楼。看起来最多不会
超过10年的一座大楼，现在除
了二楼有住宿的学生，剩下的
都空着。一个大大的教师办
公室，只有两张桌子，是宿管
办公室。楼上楼下转了一圈，
没看见一个人，这么大一座
楼，走在里面阴森森的！二楼
拐角的一间大大的教室里，窗
帘、落地灯、电风扇、麦克风、
音响、电线，像是搞大型演出
一类的用具，还有一个豪华型
的三脚架钢琴，还真是不错
呀！旁边老师们的办公室里：
屋子中间摆着花卉及一个大
号的铁炉子；格子间办公桌一
字排在两边，一张张办公桌，
配着一把把老板椅子，讲台前
面的正中间，放着一个大大的
彩色电视机；讲台的一角，一
个台式电脑……我又想起昨
天下午的大会餐，大块大块的
牛肉，用大盆盛着，端在长条
桌上，大家拿起来就啃！哎，
只有八成熟！我是吃不了。
早晨有时会煮牛奶（煮牛奶的
机会，极少极少），里面放一点
大米。馒头是开花馒头，上面
打一个十字，蒸熟后像是开着
一朵花似的。晚上一般都是
面片，也没什么菜，就中午能
吃到一点菜。

星期天里，见几个小学生
在学校外面的马路上玩耍，我
就让他们领着我到处转了
转。到了一个还没建好的寺
院里，他们立即十指合一，闭
目凝神的坐在台子上，并一个
劲的让我给他们拍照。在一
个大红门旁，我拍了一张他们
并排站立的照片。一个亮闪
闪的像羊一样的铜像，他们告
诉我：这是藏羚羊。抬头看屋
顶，都是又粗又重的木材椽
子，给人一种凝重雄浑的历史
感。一排一排还没干透的、生
动逼真、色彩明朗、姿态各异
的画，我第一次知道：这些关
于寺院内容的画，就是唐卡。

经过一个藏式院子，见一
个穿着藏袍，辫着两条长辫子
的藏族大妈，在自家宽宽大大
的屋廊下，不停的摇着一条串
着三角型彩色经幡的绳撸，一

边摇一边嘴里还呢喃着什么，
饱经沧桑的黝黑脸上，漾着虔
诚。房廊一边摆着一个笊篱，
里面装着她们的馍馍。我站
在一边呆呆的看着这一切，心
想：这大概就是她们祈祷膜拜
的一种方式吧？一代一代的
人都在发生着变化，和我走在
一起的小学生，已经完全是现
代打扮了，牛仔裤、鸭绒棉袄，
和她那一代的装束完全不一
样……

我由这几个完全新式的
小学生带着路，有说有笑的，
我从他们那里知道：刚接的牛
奶 是 热 的 ，是 可 以 直 接 喝
的，——哦！是吗？我惊奇
着。一路上，他们教我说藏
语：喝水是，嗯——起痛；吃饭
是，嗯——萨其马；睡觉是，嗯
——nia，nia……最后分手时，

“到我家做客吧？”几个小学生
们一再的这样说。下次吧，下
次吧，我应付着他们。

孩子的心是最纯真的。他
们小小的心，光明磊落，洁白无
瑕，对谁都一样，没有偏见，没
有歧视，只有一颗天真无邪的
心。

班里有个叫东智吉的女
孩，挺懂事的。经常到我的屋
里来坐会。有个星期天，她从
家来，给我带来了一个足有二
三寸厚的馕（我们喊大饼），里
面还加了鸡蛋。在那些远离
家乡的日子里，她给我寂寞寒
冷的生活带来了难得的光彩
和独在异乡的温暖。一天，晚
自习之前，她又来找我了。我
告诉她：

“我要走了”。她愣住了。
“……课已经基本上讲完

了，让你们原来的英语老师领
着复习就行了。”我说。她努
力的点着头，掩着伤悲。

在偏远的山村里，是有很
多好学生的，她们渴望学习，
渴望走出大山，渴望看看外边
的世界，但真正能走出来的是
极为有限的，她们一是靠运
气，二是靠天赋，除此之外，还
要付出百倍的努力。每一颗
种子都有发芽、成长的愿望，
只要有了阳光雨露，就有希望
成为参天大树。可是，在农村
里，尤其是偏僻的农村，要么
自生自灭，要么经过千辛万苦
才得以挣扎出来……

我们都沉默了一会，我又
对她说：

“没有机会拍一张你们穿
着藏袍的照片了”。她们节假
日以及周末回家的时候、或是
从家来的时候，都穿着藏族服
装，平日里的穿着都完全是现
代版的了。很喜欢她们的民
族服装，尤其是她们穿着自己
的民族服装，手拉着手，一边
踩着大喇叭里的音乐节奏，一
边往前踢着腿脚，一边高高兴
兴的转着圈子，一圈一圈又一
圈的转着，看那一个个轻盈欢
快的身姿，哇！别具一格的场
面，真是令人过目不忘。

第二天傍晚，在我的一再
阻拦下，她还是坚持给我提了
最后一桶水。我知道，她是多
么希望我能再与她们相处些
日子。趁着她帮我丢垃圾的
空间，我把我的红色鸭绒棉
衣、几件夏天的衣服、几本书
等收拾了出来，又用空出的辣
椒酱瓶子装了一些她喜欢吃
的虾皮，连同一些她需要的报
纸，一并交给了她。想想还有
什么，噢！一个夜间用的小壁
灯，她见了以后曾爱不释手，
一并拿给她……我把能留给
她的尽量都留给她，一是我要
轻装上路，二是她也需要，就
做个纪念吧。铺床睡觉的时
候，我发现细心的女孩，把她
去年的一张照片连同一封信，
悄悄放到了我的枕边。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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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别样的思念
陈会

觐见不褪色的藏音
⦾德勒少爷

藏族女孩东智吉
王海岚

惜春惜春

惊蛰始惊蛰始，，春雷鸣春雷鸣，，耕种忙耕种忙，，
一工十日粮一工十日粮。。

柔风暖柔风暖，，细雨润细雨润，，
春意融融挂满枝春意融融挂满枝。。
高原情高原情，，黄土地黄土地，，
泥土芬芳沁心园泥土芬芳沁心园。。

中国梦中国梦，，国人筑国人筑，，众心愿众心愿，，
全面奔小康全面奔小康。。

●金国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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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灯火阑珊，垂柳摇曳。
我在电脑桌面的音乐收藏随手一
点，一首《世上只有妈妈好》清灵婉
转，缓缓淌过耳畔。童音袅袅，入
耳生怜，惹得心头阵阵隐痛。瞬
间，泪眼婆娑，眸光闪烁。

不曾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是
什么时候了，只知道很小很小，甚
至听不懂歌词唱的是什么。时隔
多年，我已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女，
也曾经历风霜雨雪，也曾尝过酸甜
苦辣。唯独，这首歌，从来不敢轻
易聆听。它仿佛是一道潜藏在我
内心深处不敢轻易触碰的伤口。
默默无言中，隐匿的，是过往于心
间太多太多的酸楚。

每每提及“母亲”二字，我总是
需要很大的勇气。这两个字太沉
重了，她带着沉甸甸的爱，让我不
敢轻易亵渎她的圣洁。

母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
妇女，今年43岁，生活的重担使她
过早地失去了往日的绰约风姿。
粗糙蜡黄的皮肤，夹杂银丝的头发
……

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离乡打
工了。母亲回来那一年，我正上初
中。父亲一个人在外奔波。瘦弱
的母亲成了家里的支柱。她用并
不宽阔的脊背扛起了整个家，疲惫
的眼神，龟裂的双手，是她辛勤操
劳的结果。

我一直认为母亲不爱我。上初
中的时候，她从未过问我的学习。
我去中学报道的时候，大多数孩子
都有父母陪着报名，唯独我没有。
一个人在人群中钻来钻去，我的眼
眶湿润了……我一定要努力考上高
中，考上大学，走向山外的世界。

经过3年努力，我考上了重点
高中。录取通知书穿过泥泞小路
飞进我的家门。母亲坐在门前的
凳子上深深地叹气：“你还是去打
工吧，这个家供不起你读书了。”

我的泪轻轻滑落，浸湿了我的
梦想。

那晚，月光轻轻爬上窗台，我
把录取通知书折成纸船，心疼地放
进家门口的小溪。我的梦想啊，在
漫漫长夜漂向远方。

第二天，我早早地起床，收拾
好行李，只身一人去苏州打工。母
亲送我到车站。看着母亲，我忽然
感到一阵难过。母亲头发开始花
白了，眼角也爬上了皱纹。列车缓
缓起动，通过后视镜我看见母亲一
直追赶着列车。我鼻子一酸，低下
了头。

一个人踏上行程，开始了无边
的漂泊。离家很久了，有时候莫名
地想家。妹妹在微信上问我：“姐
姐，你何时回家？”

“我，很快就会回来，你要好好
学习。”我敲着键盘。家，对我来
说，熟悉又陌生。

妹妹打开视频：“姐姐，我知
道，你一直抱怨爸妈没让你读书，
你怨母亲不够关心你。姐姐，其实
母亲是爱你的。一次，我偷看到母
亲拿着你小时候的照片，一边看一
边抹眼泪。你走后，母亲得了阑尾
炎，手术期间昏迷好久，她一直喊
着你的乳名。姐姐，你回来吧！这
几天母亲在梦里一直喃喃自语，喊
着你的乳名……”

第二天，我收拾行李，踏上回
家的路。我微闭双眼，满怀乡愁，
聆听着那首萨克斯曲子——《回
家》，心中思乡念头越来越浓烈。
我想起了母亲的泪花；想起了风雨
交加时，那破败离散的家；想起那
矮矮的老屋，短短的篱笆，那风中
吱呀吱呀哀哭的木门……

夕阳下，母亲站在村口等我。
霞光映出母亲瘦弱的身影，我愣住
了，泪水湿润了我的眼眶。

在瑟瑟的秋风中，我走上前：
妈，女儿回来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