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生态民歌是中华文化的活化石。中国民歌资源丰富，不同地域形成了不同风格的民

歌文化。 近日，来自湖南和江苏的两场民歌讲唱会先后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举办，为观众导

赏了极具地域特色的桑植民歌、高淳民歌，一展

溇

澧大地和苏南地区的民歌风情。

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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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歌瑰宝韵悠长

桑植隶属湖南省张家界市，地处

湘鄂交界地带， 是白族、 土家族、苗

族、汉族等多民族聚居地。 桑植民歌

起源于原始农耕时期的生产 劳 动 ，

至今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 特殊

的自然地貌 、 多民族交融互通的

文化背景、纷繁多样的民族民间艺术

形式，孕育了桑植民歌浓烈的地域风

格。 其曲种丰富、曲体多样、曲式结

构严谨， 风格质朴、 粗放、 风趣、诙

谐， 于

2006

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

高淳地处江苏省西南端，是南京

的南大门。 高淳民歌源远流长，《吴

越春秋》 中记载的高淳民歌 《河上

歌》 距今已

2500

多年。 高淳民歌属

“吴歌”体系，融合了吴地汉族民歌、

民谣特色 ， 浸润江南水乡稻作文

化、舟楫文化，呈现出语言美、行腔

美、曲调美、音色美和情韵美的韵味

特征，是苏南地区颇具特色的代表性

民歌。

桑植民歌讲唱会汇集了非遗传

承人、 高等院校师生、 民间艺人等，

以高腔、平调的山歌和明快活泼的小

调等体裁，精彩演绎了《叫我唱歌就

唱歌》《冷水泡茶慢慢浓》《马桑树儿

搭灯台》《花大姐》《门口挂盏灯》《四

季花儿开》 等

19

首耳熟能详的桑植

民歌。 其中，由桑植民歌首位国家级

传承人尚生武和市级传承人黄道英

演唱的《大姐上四川》， 以脱胎于自

然山水般的嗓音，加上俏皮的默契演

绎，博得阵阵掌声。

“太喜欢这种原生态不加修饰的

声音了！ ” 观众戴雅俐是民歌爱好

者，曾多次通过讲唱会的形式了解陕

北 、山东等地民歌，她说 ，自己从头

到尾专注地听，完全被桑植民歌的优

美淳朴深深吸引，“希望桑植民歌保

留根植地域的原生态唱腔，更期待桑

植民歌以其他表演形式，再次登上国

家大剧院的舞台。 ”

与桑植民歌鲜明的民族风格和

山区特色相比，高淳民歌体现了江南

文化与韵味。 在高淳民歌讲唱会上，

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艺术院校学

生等展演了 《十绣荷包》《风吹杨柳

水上漂》《采菱角》《五月栽秧》《四月

里来好风光》 等

16

首高淳民歌， 囊

括号子、 山歌和小调三大种类， 从

传统到新编曲目， 展示了高淳民歌

的传承和发展。 其中多首民歌由南

京晓庄学院音乐学院教师郭燕龙挖

掘整理。 在过去

3

年里，他总共发掘

了

60

余首未被收录且有价值的高淳

民歌。

“高淳民歌应如何更好传承”是

郭燕龙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他认为，

伴随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民歌逐

渐失去其赖以生存的农耕生态环境

和社会环境。 要更好传承高淳民歌，

可以建设民歌数据库， 用音视频的方

式为其保留最原生态的“火种”；同时，

将高淳民歌与民俗结合， 打造富有地

方色彩的沉浸融入式音乐演出， 激活

高淳民歌、民俗的生命力；此外 ，还可

推进高淳民歌进课堂， 培育高淳民歌

传承的源动力， 像此次讲唱会就是很

好的传播传承形式。

作为两场讲唱会的主讲人， 中国

音乐学院教授张天彤表示， 民歌是劳

动人民用歌声守望的精神家园， 它不

仅关系到乡村文明建设， 更关系乡村

全面振兴， 迫切需要大量有专业背景

的专家、学者扎根乡土，以甘坐冷板凳

的精神做民歌的“识歌人”“传歌人”。

“未来民歌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呈现，相

信观众会慢慢提出期待， 那也一定是

我们音乐工作者所努力的方向。 ”

（郑娜）

图为身着汉服的游客在西安大唐不夜城拍摄写真。 初宝瑞 摄

纪录片《且上书楼》

让老书楼焕发新风采

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与诸

多藏书楼的兴衰机遇彼此交织，无

数珍本古籍能传至今日， 离不开众

多藏书家接力赛般的用心守护。 时

至近现代， 一些藏书家的后人纷纷

以私藏捐奉国有， 丰富了现代图书

馆的古籍收藏。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

台制作的纪录片《且上书楼》将镜头

对准古今私家藏书楼的变迁， 发掘

和弘扬藏书文化， 带领观众探寻中

华文脉。

《且上书楼》 每集

30

分钟 ，共

12

集，系统梳理全国古今藏书楼资

源， 通过可视化、 可感化的创新方

式，使藏书文化焕发新的生命力，让

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 书写在

古籍里的文字都“活”了起来。

经过多轮论证， 主创从全国数

百座知名藏书楼中，精心挑选出

12

座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古今藏书楼作

为呈现对象， 既涵盖承袭江南文脉

的常熟铁琴铜剑楼、 苏州过云楼等

江苏本地书楼，也有浙江天一阁、山

东海源阁等全国知名书楼。 同时，主

创放眼全国， 拍摄地点遍及北京、上

海、云南、贵州 、福建等地，在行进的

旅途中触摸文明脉络， 于不同历史时

空坐标下见证发展印记， 实现历史与

当代的对望和融通。

为“做活”“做火”藏书文化，主创

团队结合互联网传播特点， 在叙事表

意、视觉呈现、融合传播等方面都进

行了年轻化 、 网络化的大胆尝试，

以深入浅出的镜头语言和丰富灵动的

画面设计， 还原中华珍贵典籍流传至

今的隐秘往事， 让厚重文化命题“轻

巧” 落地。 该片将难懂的古籍知识放

置于现代热点语境之下 ， 既俏皮活

泼， 又干货满满。 如第一集 《小校经

阁》 中， 以甲骨文在现代生活中成为

流量爆款作为切入点 ， 让深奥的龟

甲骨片和青铜器收藏知识走进观众

的视野； 《和顺图书馆》 一集深入挖

掘了云南和顺图书馆借书榜“榜一大

哥 ” ———一位液化气送气工的

30

年

阅读故事……从这些与现代生活有关

联的角度出发， 这部纪录片更有效地

触达互联网用户。

《且上书楼》在形式上实现了视

觉呈现与美学风格的升级。 该片借

力数字技术场景的应用 ， 将

AI

数

字人技术引入到创作之中， 让古籍

里的故事人物“动”起来，让藏书楼里

的文化“活”起来，同时运用戏剧分幕

形式， 揭秘绵延至今的中华文明。 同

时， 该片还运用三维建模、 水墨动画

等新技术进行情景模拟 ， 莲动、 鱼

跃， 舟行水上， 人在画中游， 以意味

隽永的视听语言打造出雅致的沉浸式

场景。

上线以来， 节目各类视频全网播

放量已超

2.3

亿， 助力诸多藏书楼成

为城市文化地标和网红打卡地。

通过一场生动的古籍文化之旅 ，

《且上书楼》让更多人了解古籍守护者

之卓识、中华文化之绵长、文明传承之

坚韧， 拓展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影像创新之路。

（杨明品）

陆羽书院

湖北仙桃 颜芳

一觉醒来，感觉自己就在一帧山水

画墨之间。 那随意泼洒的写意，恍惚在

梦里。

友人皆笑。

道友砚台，书写一字“道”。 正逢其

雀鸟几只，叽叽喳喳。 直往画屏里去。

神仙的山水！

这是我当时的感觉。

在陆羽书院，我恍惚良久。 像经历

了一场春梦。

人人都在梦外，我独处其中。

乃成笑谈。

世间有梦，人间尚有寻处。 落墨处，

良园皆梦土。尘世间，内劲与化外，不过

是你内心所需所求所染指的江山。

内心所然！

在三眼井，我只取一泉饮。 所得甘

甜非俗世，乃化外之水。

万伯，俗称。 我谓之道兄。 本心向

道。 食人间烟火，读诗书，陆子学弟，我

称之为道兄。

诗书达古，不说大成，乃人间尤物。

所谓皆亲近之人，皆为亲近之物。 万伯

不为二选，诚不可欺。

入俗与出尘，仿佛一念之间。 道不

可欺。 一杯茶水就是山水落墨处的烟

霞，处处向着人间的烟火处。

仙不为仙，道不言道，偏偏落在了

人间的空闲处。

我不是骚客，在陆羽书院，我只是

一个虔心的学徒。恰逢其会，见山得山，

遇水得水而已。

民间艺人表演高淳民歌。 主办方供图

诗 歌

文物为媒

串起丝路古老文明

近日，在国际博物馆日来临前夕，以

石榴为媒， 西安博物院联合亚美尼亚埃

里温历史博物馆举办的“榴花照眼 文

化传香———亚美尼亚

18

—

20

世 纪 文

化瑰宝展 ”在西安正式开幕，上百件精

美文物共同讲述了两国间延续千年的交

往历史。

自青铜时代早期起， 亚美尼亚就是

一处重要的银制器物制作中心。 亚美尼

亚人利用金属银制作服饰配件、珠宝、生

活器皿和宗教物品的传统已流传数千年

之久，其银制器物以独具匠心的设计、登

峰造极的工艺闻名于世。

该展览选取亚美尼亚埃里温历史博

物馆馆藏文物

94

件

/

组，西安博物院馆

藏文物

23

件

/

组，包括陶器、金银器、瓷

器、 手工织品等共计

117

件

/

组精美文

物。 通过“美丽的高加索明珠”“亚美尼

亚传统服饰”“亚美尼亚银制手工艺品”

“亚美尼亚地毯艺术”“丝路连接世界”

五个单元， 带领观众走近古丝绸之路上

的另一个文明古国。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展览共有

7

件

文物首次在西安博物院展出， 分别为龙

纹丝绸、蓝玻璃碗、鎏金狮子、矾红花卉

纹盘、粉彩花蝶纹碗、绿地粉彩花卉纹盘

和五彩过枝瓜果纹盘。

“长安复携手，再顾重千金。 ”

2024

年是“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

网”申遗成功十周年，此次展览旨在以文

物为媒、丝路为桥，串起丝路古老文明，

呈现不同历史文化的璀璨夺目， 描绘多

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图景， 进一步促进两

国人民的相知相亲。

展览将持续至

8

月

17

日。

（李洁 张哲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