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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 亮

《黄河船夫曲》踏浪而来，《船工号子》勇立潮
头，《川东石工号子》敲平山海，《乌苏里船歌》浪漫
传情……当一首首遥远又熟悉的劳动号子在耳畔
响起，人们仿佛能够看到一个个火热的劳动场景：
采石工人唱着工程号子，与手中石锤一样掷地有
声；田间农民唱起农事号子，打麦、舂米的活儿不
再沉重乏味；艄公船夫唱起水上号子，惊险地与海
浪搏斗……随着时光流淌到现代工业和信息时
代，劳动号子逐渐“变老”，成了绝响。

近日，由广东卫视推出的大型原创音乐文化节
目《劳动号子》正在热播，王宏伟、戴玉强、霍尊、陈
思思等六位“时代号子手”演绎 60 首经过精心改
编、重新编配的号子歌曲，成为新时代流行的经
典。不少网友在节目留言中说：“没想到劳动号子
可以这么好听，时代虽然在变，但号子传递的精神
仍旧打动人。”

千年号声重回艺术视野

“ 坎 坎 伐 檀 兮 ，寘 之 河 之 干 兮 ，河 水 清 且 涟
猗。”（诗经《国风·魏风·伐檀》）这是属于伐木工人
的劳动号子，记录着劳动者们最真实的精神面貌。
劳动号子是人类最早的劳动歌声，它伴随着体力劳
动，“出生”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虽然具体的“出
生年月”无人知晓，但在诗经里，我们已经可以窥见
它最初的模样。历经流传和时空考验，原本简单朴
素的呼号，被智慧的劳动人民加以美化。

在谈及最初的节目设想时，《劳动号子》的总
导演王若实说：“当前，综艺市场上有关音乐类的
节目不少，而我们更倾向于关注中国本土音乐。
中国的民歌分三大类，山歌、号子、小调，而号子恰
恰在民歌当中占的最少，节目中我们选取有号子
属性的歌曲，在这个基础上聚焦到歌颂劳动之美
的主题上。”

“时代号子手”萨顶顶将创新元素融入古老的
乐曲中，在她的全新演绎下，贵州薅秧号子《抢火
腔》、粤语号子《咸水歌》这些充满着民族特色的劳
动号子焕发了新的生机；产生于造纸技艺的竹麻
号子在消逝与拯救中挣扎前行，传承人张典华、扎
西多吉惊喜亮相，唱响原始质朴、高亢激昂的竹麻
号子，让这“稀世珍品”走进寻常百姓家……

萨顶顶回忆在大学学习音乐史时，曾经专门学
过劳动号子。她说：“其实全世界各民族的音乐艺
术都诞生于它的劳动。而劳动能够带来什么呢？
它能带来亲情、爱情、事业，应当说所有的一切都
来自劳动。这个节目让我们重新把劳动和音乐结
合在一起，给新时代的年轻人一种思考。”

“劳动号子是对劳动的歌颂，是劳动的宣言。

可以说，劳动号子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是最
硬核的青春之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
很多靠力气完成的工作正在被机器所取代，不少
号子正在迅速消失，变成了文化遗产。我们以劳
动号子为题，就是要让正在远去的号子音乐，以
一种全新的形式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里。”王若
实说。

劳动号子连接过去与未来

“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几道湾哎？几十几道湾
上有几十几只船哎？”《黄河船夫曲》的吼声还在黄
土高原回荡，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水利工程已经翻开
了中国“南水北调”的新篇章；“大海驶船船尾齐，丢
低麻篮望夫归。行出天字码头请只小艇仔，艇仔扒
开把眼睇。”当岭南渔民温柔地哼起《咸水歌》，港珠
澳大桥已经霸气地横空出世。劳动号子，在艺术家
们的重新演绎下连接着过去与未来。

为了能更深入地体验劳动者，感受各行各业劳
动者的精神，参与节目的艺术家们在创作前都会深
入劳动一线体验生活。“时代号子手”陈思思在节目
中走进了广州的城铁、地铁的职工当中，来到了港
珠澳大桥建筑工人身边。她说：“号子在过去是用
于协调工作的，它本质上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精神，

与我们现代人齐心协力、同心奋进的劳动精神内核
是一致的。比如我在节目的第一期中唱的《小扁担
三尺三》，这首歌表现的是我们女性开始有了劳动
的权益，能够快乐的参与家庭劳动当中，所以我觉
得能够唱这样号子非常的有意义。虽然说离大家
的生活已经比较陌生了，但是其中原汁原味的号子
精神依然没有变。”

为了让观众了解音乐背后的历史与文化，节
目特别设置了鉴赏人对歌曲知识进行普及和延
展。节目鉴赏人、作曲家张千一觉得，所有的号子
都有鲜明的力量，因为人们在劳动行为的过程当
中的曲折与艰辛，要求他必须要有坚定的意志。
他高兴地发现，现在很多 90 后的歌手，也很喜欢
号子，并用自己的方式来演绎，甚至还有一些新创
作的号子歌曲。这无疑是在向经典致敬，向号子
致敬，向劳动号子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和精神价值
致敬。

艺术的至真打动人心

“节目开始邀请我的时候，原本我很犹豫，因
为自己并不是做音乐的，但是当主创人员给我听

《黄河船夫曲》时，立刻被打动了。我觉得这就是
中华民族的灵魂，这首歌里讲述着人跟黄河母亲

（自然）之间又依恋又搏斗的关系。”节目鉴赏人、中
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说。

在蒙曼看来，号子是给人一种黄土感的歌曲，它
非常的浑厚，有力量。而艺术表现出来的这种“真”
就是具有穿透力的东西，永远打动人的东西。

作为新生代歌手，霍尊在参加《劳动号子》的演
绎过程中，起初会有一种时代的隔离感，“我不是从
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号子的概念不是很清楚。但听
了后，却发现好多其实伴随我长大。而号子最吸引
我的地方在于它虽然是特殊年代的产物，但词、曲、
精神内核质朴而纯真。每个时代都有他的劳动人
民，我也是其中之一，只不过按照我们自己的劳动
方式去回馈大众，所以在演绎这些歌曲的时候怀揣
着质朴而纯粹的心反而没有什么压力了。”

我们现在常说，文化的传承要进行现代性转化，
要能够吸引年轻人。“时代号子手”王宏伟在参与节
目中的最大感触是，“民歌也可以很时尚，但是再时
尚还是要原汁原味，失去本真就不是民歌了。我觉
得民歌要传承发展，要让年轻人喜欢，不仅需要观众
要有一定的音乐素养和审美能力，更需要音乐家在
演绎这些传统民歌的时候，能够精准表达。如果没
有 唱 出 原 汁 原 味 的 东 西 ，就 不 可 能 吸 引 年 轻 的 听
众。面对这些渐渐远离我们的经典作品，我们要以
职业精神与担当，去做好传承发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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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铎思

“两只耳朵分别是爸妈，意思要听爸妈的话；鼻
子上画的是老婆，表达的是要和老婆一个鼻孔出气；
眼睛里是儿女，说明眼里要有儿女；嘴巴上是一本翻
开的书，指的是说话要有文化。”走进新疆麦盖提刀
郎农民画展厅，一幅幅画面鲜艳，色调鲜明，造型夸
张的画引起参观者的注目，讲解员指着一幅名为《幸
福鸟》的画向记者解释道。

提起刀郎，很多人认为是那位著名歌手。而走进
新疆麦盖提县，刀郎木卡姆、刀郎农民画、刀郎舞 、刀
郎鱼、刀郎羊，乃至刀郎小学、刀郎中学……“刀郎”字
眼频频触及。记者查找相关资料发现，“刀郎”原意为

“一堆一堆”，引申意义为“分散聚居的人”。它是对古
代渔猎土著人生存状态真实的写照。

麦盖提县位于塔里木盆地西部，三面环沙，是全
国唯一一个嵌入沙漠的县，沙漠面积占全县总面积
的 90%，而这里是刀郎文化的发祥地。

2006 年，“刀郎麦西莱甫”和“刀郎木卡姆”又先
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文化部评为世界级、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只要音乐响起，舞蹈随之而起。”在麦盖提采访
期间，给记者最大的感受是这里的人能歌善舞。不

管走到哪里，到处是欢快的歌舞。
“麦西莱甫”，在维吾尔语中有聚会和集会的

意思。千百年来，聚居在麦盖提绿洲上的刀郎人
在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把他们的狩猎方式、喜
庆丰收、生活欢乐的情景经过创造，演变形成了集
演奏、音乐、舞蹈为一体的娱乐形式——刀郎麦西
莱甫。

开始时，由一位艺人唱序曲，乐队奏起乐曲，一
对对青年男女开始翩翩起舞，随着乐曲的变化。“舞
蹈体现的是刀郎人日常生活，其动作仿佛是一场紧
张有序的狩猎活动。”麦盖提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
和旅游局干部王戆壮介绍说。

歌舞是刀郎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据
了解，在麦盖提，一个被公认的最好的乐师，总是被
人在他的姓氏后附上乐器的名称，以表示对这位乐
师的尊崇，久而久之，这个乐器的名称就成为乐师
的代号。

刀郎乐舞是刀郎文化的精髓，麦盖提刀郎农民
画则是刀郎文化最富有浪漫色彩的延伸和发展。

据介绍，刀郎农民画起源于上世纪 70 年代，由
世代不离农耕的刀郎人在农闲时用简易的绘画工
具画成。“许多农民不懂得文字，只好通过画的形
式把自己所想所思表现出来。幽默中透视矛盾，
夸张中充满情绪宣泄。”王戆壮说，刀郎农民画主

要特征是画面鲜艳，色调鲜明，造型夸张，自由奔
放，简单通俗。

“没有麦西莱甫的生活，是没有味的生活。”刀郎
乐舞与当地人喜庆节日、牧业生产、社交活动、民俗
活动息息相关。

在麦盖提县城中心的刀郎文化广场，每天晚上
群众自发来到这里。环境极其艰苦，但刀郎人却是
时时快乐的，在歌舞面前他们陶醉自我，尽情地释放
自己的感情。

当地一位领导说，刀郎文化深深植根于刀郎人
的血脉之中，是刀郎人赖以生存的支柱和灵魂。刀
郎人会说话就会唱刀郎木卡姆、会走路就会跳刀郎
麦西莱甫、会拿笔就会画刀郎农民画。

现在，全县有近千名农民画家。依明·帕托是麦
盖提农民画的领军人物，他作为新疆唯一出国参展
的画家，其油画《民间艺人》在法国首都巴黎举行的
中国文化周活动的展览会上荣获一等奖。

业内人士认为，刀郎农民画家把创作视角放在
西域广大的农村牧区，把对农村牧区的感情融入他
们的绘画中，他们想通过绘画表达的新疆，就是一种
源于生命本质的东西，一种生生不息的繁衍，一种充
满希望的张力。

“一年能赚几万块钱，这在以前连想都不敢想
的。”麦盖提县库木库萨尔乡农民画家穆卡热普·艾

海提说，他自小喜欢画画，经过乡里提供的培训后，他
的画画技能有了很大提升。

近年来，麦盖提县为进一步抓好刀郎文化的保护、
传承、弘扬工作，出台了《保护、传承、弘扬、提升刀郎文
化暂行规定》，建立健全了民间艺人保障激励机制，县
财政在国家、自治区补贴的基础上人均年补助 3000~
5000 元，并通过为民间艺人办理农转非、享受低保、建
造刀郎艺人之家等方式，促使刀郎文化传承人和民间
艺人进一步发挥“传帮带”作用，年人均培养徒弟 3人以
上。同时在学生中普及刀郎文化、弘扬刀郎文化。

目前，麦盖提县“刀郎农民画之家”达到 107家，创
作骨干 300余名。绘画爱好者 800余人，年创作农民画
5000 余幅，已累计创作 5 万余幅。有 2800 幅作品参加
各类展出并获奖，1800 多幅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
1000余幅作品被国内外知名展馆收藏。

随着“刀郎画乡”知名度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
绘画爱好者前来参观，也进一步带动了当地文化和旅
游产业迅猛发展。

刘颖余

海德格尔说：“人生的本质是一首诗，人应该诗
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卢梭说，人“必须具备足够的智慧，才看得懂日
常生活中的事物。”

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模仿的不是人在现实生
活中的样子，而是人“应该有”的样子。

我可不想搞什么名言警句集锦，但当试着把这
几位大师的话放在一起，我们似乎就很好理解，李
子柒为什么这么红，以及她是否应该红，是否需要
承受如此多的争议。

是的，李子柒红得貌似突兀。她先前在国内也
红，但还不到爆款的地步。她是国外比国内更红，现
在则是墙外开花墙内香，可谓红得发紫，红得高大
上，甚而至于被贴上“文化输出”“乡村振兴”的标
签。最新消息是，她还当选 2019 年度文化传播人物。

商业口碑兼具，国内国外通吃，这样的网红，实
在是太稀有了。

但据实说，文化输出也好，乡村振兴也罢，都是外
界“强加”的，李子柒本无意于此。她只是遵从自己的
内心，选择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并以一种美化、诗意的
方式，和世人分享，顺便赚钱养家。如此而已。

当然客观上，李子柒视频的传播，起到文化输
出、乡村振兴的作用，但这显然并非李子柒的初心，
如果有那样的初心，李子柒一定会为她的视频配上
英文字幕。而事实上，她连普通话都懒得说。

所 以 ，李 子 柒 的 走 红 ，与 商 业 有 关 ，与 文 化 输
出、乡村振兴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人性有关。

她通过一饭一蔬让四季轮转，用日常劳作唤醒
古老的技艺。她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就像古人一
样，遵循着节令劳作、生活。她就是海德格尔心心
念念的那个“诗意地栖居”的人，她能像卢梭说的那
样，“看懂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发现其中的美。她
红得难道没有道理吗？

人世间，有许多人性层面的东西是穿越古今，
无问西东的。

我们中国人向来有隐逸田园的传统，无论是陶
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还是李清照的

“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至今都散发
着迷人的光芒。

外国人也不乏这样的传统。200 年前，一位 28
岁的文学青年跑到瓦尔登湖畔的一片森林里，一住
就是两年多，每天像个原始人一样生活，喂马 、劈
柴、环湖散步，后来还写了一本持续三个世纪的畅
销书——《瓦尔登湖》。没错，这个人就是梭罗。

说李子柒是现代版的陶渊明或梭罗，当然并非
恰当，但就生活方式的选择而已，他们的确有着异
曲同工之妙。人们爱看李子柒，不只是因为那些迷
人的农村风光，那些让人垂涎的美食，而是她所做
的一切，她置身的环境，能带给人们内心的宁静，让
人忘掉钢筋丛林里的种种烦忧，并深深向往另一种
久违的生活。

所 谓“ 此 心 安 处 是 吾 乡 ”，心 安 ，才 能 回 归 田
园。心不定，哪有诗和远方。

许多人都说，李子柒的视频不真，粉饰了真实
的农村。这就用得上亚里士多德那句话了，李子柒
展现的本来就是人“应该有”的样子。她从来没说，
要展示真实的农村。她带给你感官之美和内心的
宁静，还不够吗？

即使她展示的只是个现代童话，那又何妨？难
道，我们不爱看童话，就要责怪安徒生写童话？

社会学家张立平在谈到李子柒引起的争议时，说
“我们有一种独特的能力，把每一种可贵都最终导向
一种卑俗”。我懂他的意思——搁置争议，就让李子
柒 继 续 做 李 子 柒 好
了 。 我 们 也 不 用 担
心，更多的李子柒蜂
拥而上，因为李子柒
是很难复制的。

近日，中国残联在天桥艺术中
心 大 剧 场 举 办 大 型 音 乐 歌 舞 诗
《“My Dream”——与梦同行》专场
公益演出。该剧目紧紧围绕“壮丽
70年 奋斗新时代”这一主题，展示
残疾人事业发展成就，用特殊的表
演方式来讲述残疾人的励志故事，
再现残疾演员的特殊艺术和美丽人
生，表达残疾人对伟大祖国的祝福，
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图为聋人
女子舞蹈团演绎芭蕾舞。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在新疆麦盖提县，“刀郎”二字无处不在

刀郎文化守望新疆人文奇观

公益演出 与梦同行



北京构建“一河两道三区”
大运河文化带发展格局
本报讯（记者蒋菡）记者日前从北京市发展改革委

了解到，北京市要发挥大运河文化带对城市功能空间
的组织和优化作用，构建“一河、两道、三区”的大运河
文化带发展格局。

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资源，北京市
编制了《北京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以
下简称《规划》）和《北京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五
年行动计划（2018 年-2022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
划》）。近日，《规划》和《行动计划》通过了国家大运河文
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省部际联席会议审议。对此，北京
市发展改革委相关人士举行记者会进行了解读。

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总体思路是,坚持保护好、
传承好、利用好的总原则，确保“千年运河”文化遗产
与生态得到有效保护、珍贵文化内涵得到传承弘扬，
着力构建大运河文化带以线串珠、以珠带面的发展格
局，着力保护建设魅力运河、美丽运河、多彩运河、协
同运河，着力加强统筹协调、改革创新，突出重点、扎
实推进，发挥大运河文化带对优化提升首都功能布局
的支撑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市将发挥大运河文化带对城
市功能空间的组织和优化作用。

天津近200支公共文化志愿团队服务基层
本报讯（记者张玺）记者从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获悉，

2019 年天津市公共文化志愿者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近 200
支公共文化志愿服务团队服务基层，活跃了群众文化生
活。近日，122 支“天津市优秀公共文化志愿服务分队”、
142名“天津市优秀公共文化志愿者”受到表彰。

据天津市公共文化志愿服务总队负责人介绍,公共文
化志愿服务团队充分发挥各自的艺术专长和服务优势，深
入街道社区、乡镇农村、部队学校、机关厂矿，尤其是外来务
工者的施工现场，把各种公益演出、公益培训、讲座展览、非
遗传承等活动搬到了家门口。各个分队全年总计完成各种
公益演出、艺术培训、讲座、辅导等活动 3600 多场次，受益
人群达到 450 万人次。“百场公益基层行”“艺术帮扶结对
子”“都市生活秀”等公共文化志愿服务主题活动让广大市
民感受到党的“文化惠民”政策的温暖。

陈思思演绎劳动号子 栏目组供图

此心安处
是吾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