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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乡村音乐与时尚美人“种”在普洱
——记首届中国普洱国际乡村音乐节暨新丝路世界小姐大赛

本报记者 张 婷

风 格 是 音 乐 的 生 命
———近年全国藏族风格歌曲创作—近年全国藏族风格歌曲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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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普洱市的民族文化

资源极为丰富。全市有 9 个少

数 民 族 自 治 县 ，居 住 着 汉 、哈

尼、彝、拉祜、傣等 14 个世居民

族。这里有被称为“新中国民

族团结第一碑”的普洱民族团

结誓词碑，有反映傣族历史文

化的孟连宣抚司署古建筑群，

有佤族木鼓节、拉祜族葫芦节、

彝族火把节等传统节日，更有

《婚誓》、《阿佤人民唱新歌》等

一 批 脍 炙 人 口 的 民 族 音 乐 作

品。在“每一个民族就是一首

动听的歌，每一个村寨就是一

个美丽的 音 符”的 良 好 文 化 生

态环境下，普洱成了名符其实

的乡村音乐沃土。

11 月 20 日 至 24 日 ，由 云

南 普 洱 市 委 、市 政 府 和 新 丝

路 时 尚 集 团 共 同 主 办 的 首 届

中 国 普 洱 国 际 乡 村 音 乐 节 暨

妙 曼 普 洱·新 丝 路 世 界 小 姐

大 赛（以 下 简 称“ 一 节 一 赛 ”

在 这 片 沃 土 上 成 功举办。

以“ 美 丽·时 尚·音 乐 ”为

主 题 ，立 足 创 新 、创 造 、创 意 ，

突 出 乡 村 、乡 音 、乡 韵 的 一 节

一 赛 ，是 普 洱 市 委 、市 政 府 经

过深思熟虑、系 统 谋 划 的 重 大

举 措 ，希 望 通 过 此 次 节 庆 活

动 ，搭 建 一 个 宣 传 、推 介 、营

销普洱的高端平台，亮出一张

美丽时尚的城市名片，走出一

条 文 化 搭 台 、经 济 唱 戏 、推 动

发 展 的 节 庆 路 子 ，为 打 造“ 中

国 著 名 、世 界 闻 名 、世 人 瞩

目 ”的 普 洱 国 际 品 牌 和“ 妙 曼

普 洱 、养 生 天 堂 ”城 市 品 牌 ，

助 推 国 家 绿 色 经 济 试 验 示 范

区 建 设 等 目 标 发 挥 积 极 的 促

进作用。

在 此 主 导 思 想 下，该 活 动

将美丽、时尚、音乐和城市文化

融为一体，内容丰富多彩、节目

好戏连台，音乐节主要包括中

国普洱国际乡村音乐节开幕式

和 5 场各具特色的国内外乐队

演出盛会。除了在普洱大剧院

外 文 化 广 场 举 行 3 场 音 乐 会

外，还在世纪广场和高家寨篝

火广场分别搭建小舞台，开 展

部 分 国 际 乐 队 与 普 洱 本 土 特

色 表 演 团 队 之 间 互 动 演 出 。

来自欧美和非洲的 6 支国际乐

队 ，及 国 内 的 梦 想 合 唱 团、老

狼、山人乐团、普洱老达保·雅

厄艺术团在每天一场主题音乐

会上各自亮相。其 中，非 洲 手

鼓与佤族木鼓现场“较量”，中

国 吉 他 大 师 与“ 达 保 五 兄 弟 ”

“达保姐妹”组合互动演绎，加

拿大“魁北克红脖子”乐队和普

洱司岗里乐队即兴演唱，印度

乐器与普洱原生态乐器精彩互

动等节目，令广大游客和市民

大呼过瘾。

众 多 乐 队 中，当 地 的 老 达

保·雅厄艺术团的表 演 尤 其 受

观众喜爱，由他们演唱的民族

风 情 浓 郁 的 歌 曲《婚 誓》、《打

猎 歌》、《快 乐 拉 祜》总 能 引 发

众 人 围 观 和 一 片 热 情 的 掌

声。老达保·雅厄艺术团来自

云 南 省 普 洱 市 澜 沧 县 酒 井 乡

勐 根 村 老 达 保 寨 ，少 数 民 族

“ 会 说 话 就 会 唱 歌 ，会 走 路 就

会跳舞”的特性在这个拉祜族

村 寨 得 到 了 充 分 展 示 。 全 寨

的男女老少都能歌善舞，大部

分 人 会 吉 他 弹 唱 。 虽 然 他 们

从未受过专业训练，甚至不识

谱 ，但 是 凭 着 对 音 乐 的 热 爱 ，

以自己的体验和感受，创作的

拉 祜 民 歌 已 达 几 百 首 。 他 们

自发组建了老达保·雅厄艺术

团、“达保五兄弟”组合、“达保

姐 妹 ”组 合 ，多 次 受 邀 到 国 内

外演出。

本 届 新 丝 路 世 界 小 姐 大

赛 共 有 46 位 佳 丽 进 入 总 决

赛 ，分 别 来 自 美 国 、加 拿 大 、

英 国 、法 国 、德 国 、意 大 利 等

36 个 国 家 和 地 区，其 中 包 括 3

位 中 国 选 手 。 参 赛 选 手 平 均

年龄 21 岁，最大的 26 岁、最小

的 16 岁 。 她 们 有 的 是 在 校 学

生 ，有 的 是 舞 蹈 教 练 、化 妆

师 、公 司 职 员，大 部 分 是 第 一

次来中国。

11 月 24 日晚，经过两个小

时、5 个比赛环节的角逐，加拿

大选手艾米莉、中国选手滕天

越、巴西选手汉娜分别获得冠、

亚、季军。冠军艾米莉今年 16

岁，身高 174 厘米，目前在加拿

大就读中学十一年级。艾米莉

笑容灿烂地说，通过参加大赛

学到了很多有趣的知识，很喜

欢普洱这座美丽的城市，“获得

冠军我很开心，我的人生从此

更加精彩！”

除了音乐表演和世界小姐

大赛之外，很多其他活动相继

举办，如中国国际乡村音乐研

讨会，探讨普洱如何打造乡村

音乐的殿堂；世界小姐梅子湖

走秀，异国风采为普洱带来国

际 风 尚 ，观 看 人 流 如 潮 ；万 亩

茶 园 采 风 活 动 使 中 外 乐 队 有

机 会 近 距 离 观 赏 普 洱 少 数 民

族 的 原 生 态 歌 舞 ；而 普 洱 咖

啡 园 采 摘 及 体 验 则 成 为 乐 团

成 员 和 佳 丽 们 最 喜 爱 的 活 动

项目。

普 洱 市 委 常 委、宣 传 部 部

长赵联涛表示，一节一赛的主

题是“美丽·时尚·音乐”，这些

元素缺一不可，三者融合在一

起，即实现原生态、乡村音乐和

世界小姐大赛的有机融合，才

使得活动更有张力和弹性。世

界 小 姐 走 进 普 洱 进 行 体 验 活

动，有助于更好地宣传普洱的

生态优势和产业特色。希望通

过举办一节一赛，搭建一个国

际交流平台，把云南普洱的乡

村音乐元素与世界音乐元素交

融在一起，让大家身在普洱就

能感受到全球乡村音乐的艺术

魅力。

近年来，藏族音乐作品构成

的阵列，显示出中国歌坛上的“藏

族音乐风”正处于方兴未艾之势。

半个世纪以来3次“藏
族音乐风”

藏族音乐元素在国内的广泛

传播，开始于西藏民主改革之后的

上世纪 60 年代初。造成这一现象

的历史机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十八军在50 年代初的进藏和 1959

年开始的西藏民主改革。这两大

历史事件极大地促进了藏族传统

音乐在内地的传播。

西藏民主改革之后的 60 年代

上半叶，根据藏族传统音乐风格创

作的歌曲作品，曾一度在中国各

地广泛流行。其中代表性的作品

有《北京的金山上》、《金瓶似的小

山》、《共产党来了苦变甜》、《翻身

农 奴 把 歌 唱》等 。 在 这 一 时 期，

“藏风歌曲”的创作者主要是在藏

区工作的汉族音乐人，如作曲家罗

念一、金沙、阎飞、朱丁等人。这一

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藏风歌曲”是

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

受时代文化的制约，60 年代

的藏风创作歌曲主题，是歌颂党

和毛主席、歌颂解放军和家乡的

新面貌，反映了西藏和平解放和

民主改革以来，西藏社会发生的

巨大变化。如由时任西藏军区文

工团创作员的罗念一作曲的歌舞

音乐《洗衣歌》，汲取了昌都、巴塘

等地藏族民间音乐元素，音乐风

格极为清新活泼，深受全国人民

喜 爱 。 对 于《洗 衣 歌》的 创 作 体

会，罗念一曾深有感触：“我的音

乐 不 是 藏 族 音 调 加 贝 多 芬 的 配

器，我写的就是西藏音乐。”话里

话外，就是“风格”这个关键词。

90年代，内地再次兴起藏风歌

曲的创作和传播热潮。藏风歌曲热

在这一时期的特征体现，首先是出

现了如韩红、亚东、容中尔甲、美朗

多吉等大批职业化的藏族作曲和歌

唱人才；其次是藏族风格的流行歌

曲作品大量出现，许多汉族音乐人

也投入藏族风格歌曲的创作和表演

之中。整个90年代，藏风歌曲的创

作成果极其可观。

2000 年以来，藏族风格歌曲

创作呈现出的最大特点，是对藏

族传统音乐资源更加深入和广泛

地发掘，以及出现了许多藏族歌手

的组合。其中知名度较高的有央金

玛组合、高原红组合、雪莲组合、阿

佳组合等。这一时期藏风歌曲作

品中，比较知名的有《家乡》、《慈

祥的母亲》、《金色的故乡》、《在那

东山顶上》、《卓玛》等。此外，由

于商业化运作等原因，导致真正

优秀的藏族风格流行歌曲精品比

八九十年代有所减少。

藏歌评选是对音乐创
作队伍的检阅

去年，为纪念建党 90 周年暨

西藏和平解放 60 周年，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联合多家地方电台和电

视台，共同举办了《再唱山歌给党

听——歌唱我们的幸福生活》全

国藏族风格歌曲征集评选展播活

动（以下简称“藏歌评选”）。它是

对近年来藏族风格创作歌曲的一

次检阅，从中发现了一批优秀的

藏风歌曲作品，以及这些作品的

创作者和表演者。比如获得金奖

的歌曲《扎西德勒》，具有川西北

嘉绒藏族民歌的独特风味，音乐

与演唱风格都显得较为独特，但

以“歌颂青藏高原”为主题的歌词

写作比较空泛。

在获银奖的歌曲中，《多彩的

家乡》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是 7 个

藏族姑娘，她们以服饰的差异代

表青藏高原上 7 个不同的地域。

《多 彩 的 家 乡》将 藏 族 传 统 音 乐

风格与流行音乐元素结合得非常

自然贴切，既显现出浓郁的藏族

传统音乐风格，又不乏因外来音

乐元素掺入而带来的风格上的新

颖性。

这 次 藏 歌 评 选 中 ，涌 现 出

了 不 少 优 秀 作 品 —— 从 300 首

参评作品中胜出的 60 首获奖作

品 ，大 都 在 这 个“ 优 秀 ”的 范 畴

之 内 。 比 如 由 四 川 藏 区 的 哈 拉

玛 组 合 创 作 并 演 唱 的 歌 曲《玛

吉 阿 米》，显 现 出 较 为 明 显 的 川

西 北 地 区 的 藏 族 音 乐 风 格 ，但

同 时 也 掺 入 了 较 多 的 流 行 音 乐

元素。

歌手是形成音乐风格
特色的重要元素

任何音乐作品都是二度创作

的产物。一首歌曲的词曲创作完

成之后，其艺术风格的具象确立

与艺术价值的最后实现，必须依

赖歌手、乐手和声音制作等后续

因素，以什么样的素质、态度和方

式介入再度的创作之中，而歌手

更是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因

此，对于本次藏歌评选中获奖歌

曲的评价，就不能不对歌手这个

关键因素有所谈及。

如在藏歌评选中，由青海选

送 的 获 得 银 奖 的 歌 曲《心 想 事

成》，与其他作品相比，其创作优

势 不 算 明 显 ，其 获 奖 的 首 要 原

因，是演唱者藏族女歌手奥秀吉

独特的音色和她对这首歌曲独具

特色的风格演绎。奥秀吉的音色

瓷实而略显沧桑，其歌唱给人以

娓娓道来的从容淡定之感，并且，

她在演唱中给歌曲旋律加入了许

多谱面上无法写出但极富安多藏

族 音 乐 风 格 特 色 的 装 饰 性“ 音

腔”。奥秀吉的演唱风格的确能

让聆听者联想到许多美丽而又陌

生的东西，比如亘古空寂的青海

草原，徜徉于绿草与野花之间的

成群牛羊，乃至在这特定空间中

似乎停滞凝固了的漫长时间……

除此之外，由来自甘肃省甘

南州的一首获得铜奖的歌曲《花

儿一样的姑娘》（又名《姑娘美似

花朵》），也主要是由于歌手的演

绎，而被赋予了较为鲜明的甘南

藏族民歌的风格特色。这首歌曲

的创作和演唱者是甘南碌曲县的

藏族女歌手多杰措姆。多杰措姆

从小跟奶奶和族人学习唱当地民

歌，她的吐字发声、运腔润饰，包

括独具特色的藏族民歌“整固”技

法的运用等，都体现出甘南藏族

民歌的特殊风格。

藏歌评选中体现出的
不足与希望

尽管大多数人明白，藏族风

格的创作歌曲之所以广受欢迎，

正在于其歌词内涵与音乐风格的

特异性。如果将这一“特异性”去

掉，作品与表演就成了文化面目

模糊不清的“大路货”，其文化与

艺术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但在实

际创作和表演中，对西方音乐和

时尚流行音乐风格的崇仰，以及

对西方作曲技术的迷信，往往成

为一些音乐人跳不出的陷阱。如

今，有相当一些作品要么根本缺

乏藏族音乐的风格特色，要么其

有限的藏族音乐风格被大量的域

外 流 行 音 乐 元 素 稀 释 至 几 近 不

存。参加藏歌评选活动的许多音

乐人，向活动的组织者表达了他

们的希望——希望这样的歌曲评

选活动继续举办下去，在他们未

来的创作与表演实践中，体现出

更加浓郁的藏族音乐风格。

作为“2012 国家艺术院团优秀剧

目展演”的大轴剧目，京剧《大破铜网

阵》由国家京剧院王璐、靳智棋、刘大

可、石岩、王浩、王立波等 30 余位青年

演员挑起大梁，张春华、高牧坤、常贵

祥、叶钧、刘海生 5 位艺术家传艺执

排。这出很久未以完整姿态呈现舞台

的大武戏，不仅推出了一班优秀的青

年武戏演员，展现了一个艺术院团优

秀青年演员的人才储备，更重要的是

它印证了：武戏，具有永恒不变且不可

取代的艺术价值。同时，它也为当今

京剧武戏的传承带来些许启示。

通过唱腔布局使行当的音区、音

色与情节发展提供相应渲染，是《大破

铜网阵》的唱腔价值所在。该剧的前

半出戏以武生行当应工的白玉堂为主

角，后半出以武丑“开口跳”应工的蒋

平为主角，二者均不以“唱”为主要表

现手段，这就需要用其他行当——特

别是以“唱”为主的行当来平衡全剧的

整体视听呈现。因此，前半出戏的白

玉堂（武生）用大嗓演唱，就融进了小

生颜查散用小嗓演唱的几段唱；后半

出戏以公孙策（老生）的几段唱为主，

衬之卢方（花脸）与陆妻（青衣）的唱

段，加之襄阳王（花脸）的两个唱段分

置在戏的一头一尾，全剧根据主要角

色所属行当的音区特点，安排次要角

色的行当，在准确把握人物性格与行

当特征相对位的基础上，使全剧唱腔

的整体布局十分严谨。

在武戏中，念白也是塑造人物的

主要手段之一。在《大破铜网阵》第四

场，智化与白玉堂先后来到冲霄楼。

白玉堂性情高傲，为证明自己深谙阵

法 ，就 在 智 化 面 前 将 铜 网 阵 描 述 一

番。在上世纪 80 年代曾饰演白玉堂的

京剧表演艺术家高牧坤，在指导此次

演出白玉堂的王璐时说：“这段念可以

停可以断，但要以性格带语气，做到音

断气不断。”而此场中的智化，表演者

除了要演出人物，更重要的是要衬托

白玉堂——二人一静一动，人物性格

的展现正出自富有对比性的念白之

中。曾饰演智化的叶钧说，智化虽由

武生行当应工，但要按武老生去演，这

一场的念白尤其要掌握尺寸，调门要

比白玉堂低一些，语速要比白玉堂缓

慢一些，方能显出他的老练与沉稳。

《大破铜网阵》中的每一个程式

技艺都被赋予特定的情节语汇，完成

了程式技艺与戏剧情节、人物性格相

契合的艺术表达。在“寒潭捞印”一

场，青年演员靳智棋选择了“云里折

腰”的“翻下”技巧。这一程式技艺要

求在舞台上搭建一个具有一定高度

的空间，而剧中寒潭水深千尺，和蒋

平捉蟾屠虬的武艺为这一技巧的运

用注入了符合情节、符合人物的戏剧

语汇，这便是该剧程式动作之语汇表

达的高明之处。

除了艺术价值，该剧在武戏的传

承方面也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首

先，老戏新排要有“改之于无声、编之

于无形”的改编理念。在老戏新排的

剧本修改过程中，创作者常常大修大

改甚至是推翻重来。殊不知，老戏新

排首先要做的并非是加与减，而是保

留与完善——要洞悉剧目的经典之处

予以保留、洞悉剧目的缺憾之处予以

完善。在细微之处推进节奏才是再现

经典的最佳创作方式。其次，要注意

行当唱念的趋同性现象。武生的唱念

要体现高亢明亮的行当特点，切不可

“武生唱念老生化”。武生演员中具备

一定嗓音条件的为数不多，然而，如果

具备嗓音条件却趋同于老生行当的唱

念，就会对武戏的传承造成极大影响

（武老生的唱念是另一个课题）。

最 后 ，选 择 合 理 的 人 才 培 养 举

措。为演员选择适合的剧目、培养演

员的创造能力，是培养优秀青年武戏

演 员 的 重 要 举 措 。 所 谓“ 适 合 的 剧

目”，正在于凸显演员个人技艺的优

长，并对提高演员技艺水平具有一定

助推作用。《大破铜网阵》中的白玉堂

虽然只有半出戏，却十分展现演员的

综合素质。除了具备能文能武、“唱念

做打”俱佳的基本功底，还要有理解人

物、创造人物的艺术积淀。青年演员

王璐具备扎实的基本功底，剧中重点

场次的繁难技巧已成为展示他条件全

面的平台。

《大破铜网阵》是武戏的经典之

作，但其经典之处远非一个“武”字所

能概括。那些帮衬在“武”字周围、具

有一定艺术含金量的程式功法，同样

是该剧时至今日仍具有极高观赏价值

的关键所在。同时，在新创剧目和各

种演唱会愈加占据京剧舞台的大环境

中，国家京剧院集“四代”之力排演这

出大武戏，也体现出国家院团已肩负

起武戏传承的责任与使命。

不久以前，一位影视界评论

家对我说：“在谈到不喜欢中国动

画片的原因时，很多人认为中国

动画片说教性太强，动画造型过

于幼稚、简单。”我便推荐他好好

看看获得第 21 届国际木偶节金

奖“最佳剧目奖”的皮影童话剧

《人狼同舞》（湖南省木偶皮影艺

术保护传承中心创编演出）。我

告诉他，这台皮影最大的亮色，

恰恰就是以戏剧的创新精神超

越了很多有说教味的国产动画

片。它以温暖而敏感的笔触深

深地切入了人类和动物、生命与

自然及人类所推崇的母爱这一

永恒主题。全剧从头到尾，不虚

饰、不矫情，自然流露着深沉而

动人的艺术美感。

其实，这是个剧情并不复杂

的童话故事：森林中，生活着一

群快乐的狼。一天，山洪暴发，

狼妈妈从洪水中救起一个人类

婴儿，并不顾众狼的反对，毅然

养育了婴儿。一场狼与人的亲情

演绎通过故事汩汩地流淌……

狼本是吃人的凶猛动物，但这个

戏让人看了却对狼有亲切感，为

何？这是因为该剧在创意上找到

了一个重要的戏核，那就是母

爱。狼母爱上了人婴，人母爱上

了狼孩，人与狼在“爱”字上统一

了，由此构成了该剧独特的创意

和深刻的主题。

湖南省木偶皮影艺术保护

传承中心主任张帆谈及《人狼同

舞》的创作时说，湖南皮影戏的发

展一定要坚持中国特色，走自己

的路，既要保留传统皮影的精髓，

又要融入现代味强烈的表现形

式，让观众觉得好看、好玩、好听

而乐于接受。

该剧打破了传统皮影戏平

面透视的舞台空间，首创了一个

立体、多维的三屏并立的视听审

美空间。同时，它有意识地把影

视艺术的一些元素与皮影相结

合，如蒙太奇手法的运用，还大胆

吸收借鉴现代多媒体投影、地方

傀儡戏等表现手段，丰富了皮影

艺术的表现力。这些创新手段既

增添了演出的观赏性，又没丢失

传统皮影的艺术性，反而更符合

现代审美风尚。

众所周 知 ，古 老 的 皮 影 戏

早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 名 录，2011 年 又 列 入 世 界 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令我惊讶

的是，演出的 18 个操作演员大

都是“80 后”“90 后”的年轻人，

他们如此娴熟的操作技艺，如

此钟爱这门古老的传统艺术，

令人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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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歌手与外国乐手共享欢快的乡村音乐

《人狼共舞》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