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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航宇 孙腾蛟

2月17日10时58分，国产动漫电影《哪
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2》）总票房突
破120亿元。当天傍晚，为影片配乐的贵州
舞乐蝉歌乐团成员（杨想妮、龙祝飞、陆靓秋、
陆江柳、梁雅欣、蒙广慧、吴银艳、罗优梅、
吴胜丹、吴贵云、左江婷）来到贵阳市南明区
中影南方影城，与影迷见面，并现场演唱影片
中“神圣且有仙气”的配乐。

“饭养身、歌养心”的侗族大歌在贵州
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尤其是黎平县、
从江县、榕江县等地）已传唱两千余年，其
特有的多声部自然和声、复调唱法等，为
《哪吒2》贡献了影片宝莲盛开的片头曲以及
西海龙王敖闰的出场音乐等配乐。空灵的吟
唱，明亮而内敛，圣洁又不失烟火气，尽显
东方神话的独特韵味，为影片增色颇丰，这
些配乐与影片完美结合，共同完成了“中国
动漫对世界电影的献礼”……

流行与天籁的双向奔赴

“快点儿，走快点儿，要开演了……”
1月29日是大年初一，《哪吒2》也在贵州

省榕江县上映，杨想妮带着全家人去电影院
看首映。他们伴着开场音乐刚坐下来，一朵
圣洁的莲花在银幕上缓缓绽放，杨想妮和小
伙伴们吟唱的片头曲在影院里悠悠萦绕，远
古鸿蒙初辟、神秘灵童诞生的原始美感跃然
而出。回想起过去5个多月配乐工作中的酸
甜苦辣，痛并快乐着的经历瞬间涌上心头，激
动的泪水一下子流了出来，她尝了尝，好甜。

2024年8月，已为《哪吒2》配乐做过
诸多尝试的音乐人杨芮，偶然在B站上看到
舞乐蝉歌乐团演唱侗族大歌的视频。天然去
雕饰的天籁一下子吸引了杨芮。他发私信给
杨想妮：“想不想给电影配乐？愿不愿意把
侗族大歌唱到电影里？”2020年从贵州大学
毕业后，杨想妮一直扎根家乡榕江县忠诚镇
乐乡村，创立非遗研学基地，致力于传承侗
族大歌。她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便联系了十
来位贵州大学音乐学院少数民族音乐专业的
毕业或在校的侗族姑娘，大家欣然接受了这
份神秘邀约。

2024年11月13日，在北京五环外的工
作室，当杨芮和导演递上保密协议（影片公
映前，曲目、剧情甚至影片名字都须严格保
密），杨想妮和姐妹们才恍然大悟——原
来，她们将为《哪吒2》献声。

国漫与非遗的基因重组

为一部凝聚现代信息科技的国产动漫
电影配乐，已有2500年传唱历史的侗族大
歌如何融入现代话语体系，成为摆在制片
方和演唱团队面前的难题。

杨想妮回忆说：“一直到录制完成，
都没有看到任何影片的画面，只有音频和
谱子，其他的全靠脑补。怎么和侗族大歌
结合，演唱团队全体人员都心里没底，还
伴随着一些陌生感和无力感。”

龙祝飞为了体会那种仙乐飘飘的感
觉，把自己关在琴房，用钢琴一遍一遍弹
奏，一个个音符从指间飞舞而出，在耳畔
回荡、在心头萦绕，经过一遍遍打磨，终
于在千年侗歌与现代审美之间找到共鸣点
和交融点。

影片中，西海龙王敖闰是敖光的妹

妹、敖丙的姑姑。她是四海龙王中唯一的女
性角色，低眉抬眸间美艳十足，裙摆和龙鳍
似浮云摆动，精明睿智又难以捉摸。吴银艳
为敖闰配乐时，导演要求那种“心机深重又
妩媚机灵”的效果，除了女声吟唱外，还加
入真假音和高低声转换，需要很高的声乐技
巧。吴银艳反反复复吟唱，效果都不太理
想；她甚至录制几十遍，直到近乎崩溃。导
演叫停后，让吴银艳“把自己想象成一条妩
媚的游龙，慢慢酝酿那种
感觉”。最终，吴银艳突
破侗族大歌的实声唱
法，用鼻腔共鸣结合头
腔假声，巧妙地把侗歌的

“蝉鸣腔”转变成敖闰独
特的“妖里妖气”。

深海龙宫的动漫
场景需要那种波涛潜
流的自然神性，侗族大
歌的多声部合唱犹如林海
声涛，契合度非常高。经
过几个月磨合，10人演唱团
队在北京的录音棚中奋战了5
个小时，将高难度乐谱一气

“唱”成。虽然唱词从侗语换成了
普通话，但延续千年的侗歌发声方式依旧一
脉相承、生生不息。陆江柳回忆说：“村里
的老歌师常说，我们侗歌是‘山神借来的嗓
子’，而杨芮老师和导演正是看中了这份原
生态的灵性。”

充满艰辛和挑战的录音完成后，舞乐蝉
歌乐团成员如释重负地解散，各自回家或回
校，重回正常的生活轨迹。

1月24日，舞乐蝉歌乐团的成员们应邀
在电影《哪吒2》的新春闹海直播现场表演
侗族大歌。彼时，距离电影正式上映还有5
天，姑娘们清扬婉转的天籁侗歌征服了现场
观众，也为影片上映冲刺作了很好的宣传。

1月29日，10位侗歌姑娘分别在家乡黎
平、从江、榕江观看了《哪吒2》首映，在欢笑和
泪水中迎来农历乙巳新年。随着电影票房节
节攀升和保密协议到期，姑娘们的故事传播
开来——中央、省、州、县各级媒体采访这群

“95后”侗歌姑娘。凭借“村超”火遍全国的榕
江县，又点燃了“村唱”的星星之火。

活态非遗的“村唱”版本

无指挥、无伴奏，包含高、中、低声部，多声
部和谐合唱的侗族大歌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
无论大山外风云如何变幻，大歌在侗寨鼓楼、
风雨桥上悠悠传唱逾千年。20世纪50年代之
前，西方音乐界持有“中国民族音乐没有多声

部复调音乐”的偏见，直到侗族
大歌被中国音乐家发现。20
世纪80年代开始，侗族大歌
多次登上世界音乐舞台；
2006年，侗族大歌经国
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2009年，
贵州侗族大歌被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侗族大歌必须进行活态

保护，这始终是学界和民间
的共识——让这一非遗文化

继续在黔山秀水间流淌，在鼓
楼石桥上回荡，在口耳心间萦绕。

杨想妮和其他9位姑娘的故事大同小异。
在榕江老家，杨想妮6岁学唱侗戏，稚嫩童音常
常在村里老戏台上响起。小学三年级时，她加
入学校的侗族大歌合唱团，开始跟学校老师和
村里歌师学唱侗族大歌。2016年，她考入贵州
大学音乐学院少数民族音乐专业，经过4年的
科班训练，成长为侗歌传承人。大学毕业后，杨
想妮回到家乡，开设侗族大歌周末公益课堂，教
本村和邻村的孩子们唱侗歌、学音乐，让艺术种
子在孩子们心中悄悄萌芽。榕江“村超”火爆出
圈之后，杨想妮在榕江县忠诚镇乐乡村创立了
非遗研学基地和舞乐蝉歌乐团。每个周末，四
里八乡的小孩都过来学侗歌。

2023年，舞乐蝉歌乐团为中国二次元游
戏《崩坏：星穹铁道》创作游戏背景音乐
《蝉喓歌》。这首《蝉喓歌》新编的曲风融合
了侗族大歌传统曲调，使用侗族大歌的词和
唱法，曲调庄严、肃穆，又有挥之不去的压迫、
诡异和妖邪感，让海内外玩家直呼过瘾。

2024年 5月，杨想妮带领乐团在米哈游《崩
坏：星穹铁道》上海演唱会现场登台演出，当
台下“00后”随着音乐高喊“侗族大歌YYDS（网
络流行语，常被用来夸赞某人或某物）”时，侗
歌文化通过“现代性编码”而涅槃重生。

公益侗歌课堂上，杨想妮用钢琴弹奏侗
歌曲调，用手机录制教学视频，吸引年轻一
代重新拥抱濒临失传的古老歌谣。“以前孩
子们觉得侗歌‘土’，现在他们发现，这些
旋律可以像游戏配乐一样酷！”与传统教学
不同，她的课堂充满现代气息。杨想妮先在
电钢琴上弹出侗歌的旋律，让孩子们感受音
符的跳动，再一句句教他们唱歌词。碰到有
难度的地方，她就用手机录制下来，让孩子
们课后反复练习。“以前老人们口口相传，
很多孩子学不会就放弃了。现在用钢琴和手
机，能让侗歌学习更标准化、更有趣，孩子
们也更容易接受；科技产品成为传承侗歌的
有力武器。”杨想妮乐滋滋地说。

民族音乐的返本开新

贵州省是中国南方四大族系交汇的地
方，历史上是南方民族迁徙流动的“大走
廊”。18个世居民族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依山傍水为居、锤银刺绣为饰、能歌善舞为
礼，侗族大歌、苗族飞歌、布依族浪哨歌、
彝族情歌等传唱千载而多姿多彩。

“我们必须认认真真地把贵州的民族音乐
传承好、保护好，使其在新时代推陈出新、大放
异彩。”一级演员、贵州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穆维
平教授表示，一代又一代的贵州音乐人，持续地
在世界舞台上唱响贵州民族音乐的好声音。

贵州民族音乐教育萌芽于 1960 年前
后。当时，贵州大学就将本土少数民族音
乐、地方戏曲等纳入高等艺术院校的教学体
系。20世纪80年代，该校把民族民间音乐
专业的芦笙班、侗歌班、苗歌班等纳入少数
民族特色班教育。令人欣喜的是，杨想妮的
启蒙老师杨水琼和大学老师吴培安都先后毕
业于贵州大学艺术学院侗歌班，对侗族大歌
的热爱是师门相传、学统赓续的。

2005年首届“多彩贵州”歌唱大赛圆满
结束后，在贵州省教育厅等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贵州大学将当年进入全省复赛且符合基
础学历要求的选手录取，组建了“2+2”模
式的大专到本科的“多彩贵州班”，为培养
少数民族艺术人才打开绿色通道。

目前，贵州大学的少数民族特色班民族
音乐种类已经拓展到苗族、布依族、侗族、
彝族、土家族、水族、仡佬族、瑶族等世居
少数民族，而侗族大歌的传承和教学成为民
族民间音乐教育的先进模式与实践路径。贵
州大学依托“中国—东盟教育周”，广泛开
展学术交流，积极推广艺术教育成果，加强
学生互动、互派、互学等联动，与意大利罗
马音乐学院、美国特洛伊大学和亨德森大学
等高校联手办学，建立学生国际化培养路
径；采取“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交流原
则，拓宽贵州少数民族艺术成果展示平台，
拓展了学生的国际化视野，进一步增强了学
生对民族文化创新发展的信心。

“贵大师生以千年侗歌赋能国民级动漫IP，
是立足贵州办大学的有益尝试。我校将牢牢把
握‘中国特色、世界水平、贵州需求’的一流大学
办学定位，围绕贵州‘四大文化工程’发力，为特
色教育强省和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贵
大贡献。”贵州大学党委书记杨未对笔者说。

（作者单位系贵州省教育宣传中心）

千年侗歌唤醒千年侗歌唤醒““百亿哪吒百亿哪吒””
——“95后”侗歌乐团的非遗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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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节年为首，四季春为
先。”在所有中国传统节日
中，春节是中华民族最具生活
情感与生活理想的节日，凝聚
着亿万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也
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之一。2024年12月
4日，在巴拉圭亚松森举行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
19届常会上，中国申报的“春
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
社会实践”通过评审，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木版年
画作为此次申遗材料的组成部
分，助力中国春节申遗成功。

春节申遗成功，为我们传
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
来了新的契机与动力。山东工
艺美术学院项目团队打造了

“承古萌新：中国年画故事新
媒体艺术展”，该项目获得国
家艺术基金资助，旨在以数智
化手段传承与创新中国年画艺
术，使之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项目深入挖掘年画背后的文化
精髓，通过新媒体艺术的形
式，将年画故事以动态视听影
像呈现，揭示东方美学的千年
传承，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
放新的光彩。

传统年画与现代语境——
大学美育的新舞台

作为民间艺术的瑰宝，中
国年画艺术承载着丰富的民间
信仰、审美、技艺与风俗，堪
称民间文化的百科全书，也是
中国民俗文化的代表性元素之
一。木版年画凭借其独特的造
型和色彩，深受民众喜爱，成
为民间文化现象的典型代表。
年画不仅是节庆的装饰，更是
表达吉祥与祝福的方式。长期
以来，年画以其独树一帜的艺
术风格，展现出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历经千年传承，形成了丰富
的文化遗存。其中，江苏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山
东潍坊杨家埠、四川绵竹的木版年画被誉为“年画
四大家”。然而，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变迁，年画
的文化意义逐渐被淡化，大众对于年画中蕴含的历
史故事和寓言传说的解读能力也在不断减弱。本次
展览的核心价值也正在于对中国传统经典文化进行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
国声音，实现艺术设计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致
力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充分
发挥展览的社会美育功能。

数智化与新媒体——策划创意的新维度
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将数字

科技与中国传统的年画艺术深度融合，在传承的基
础上探寻创新突破的路径，成为数智技术赋能美育
的关键所在。本展览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策划创
意：一是精心挑选江苏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山东潍
坊杨家埠、四川绵竹等地的经典年画，运用数智化三
维扫描技术，构建三维数据库；二是利用3D数字打
印技术，精准复制古代年画雕版，使参观者能够亲身
体验年画印刷的过程；三是借助动态影像技术，深入
挖掘年画中的中国好故事，重现年画中的中国好声
音，并依托年画故事原创了大量动画短视频；四是开
发增强现实APP，让观众通过智能手机观看年画时，
不仅能目睹背后的数智化影像，还能看到原始雕版，
全方位感受年画艺术的独特魅力。

沉浸式与交互感——中国故事的新传播
新媒体艺术展着重打造沉浸式交互观展体验，

借助动态影像还原并深化年画艺术的呈现形式，将
人文研究成果融入增强现实数智化影像，以更为直
观的方式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民间故事年画中蕴
含着中国传统图像叙事智慧的精髓，其起源可追溯
至原始民间信仰，伴随着民俗活动而发生，成形于
宋代雕版印刷术，集地域文化、民间信仰于一体。
贴年画从原始“万物有灵”的巫术仪式逐步演变为
人们驱邪纳吉的民俗活动，承载着民众对美好生活
的热切向往。新媒体艺术与年画艺术研究的结合，
以年画艺术文献研究的解读成果和年画非遗大师们
的口述历史为基础，借助短视频的传播形式，助力
年画艺术的守正与创新。通过当代科学技术重现和
再现传统美学，以视觉演绎的方式构建和丰富观众
的认知，这不仅有利于年画艺术的保护与修复，同
时也充分展现了学术研究成果，实现了展览的公共
教育意义和社会美育价值。

润物无声与文化认同——人才培养的新路径
传播中国声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每

一位艺术工作者肩负的重要职责和历史使命。中国
年画传承千年，作为古代彩色印刷术的杰出代表，
彰显了当时中国的先进生产力与文化思想。随着数
智化技术的持续发展，年画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将迈
向更广泛的领域和更深入的层次。国家艺术基金项
目“承古萌新：中国年画故事新媒体艺术展”的美
育功能，不仅体现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以
及设计艺术的创新上，更体现在对观众审美体验的
提升、创造力的培育、文化认同感的强化以及教育
目标的实现上。

（作者系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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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静

徜徉于梁实秋的文字里，平白风趣中的
闲庭信步，天马行空间的古典修养，大象无形
中的由博返约，着实在徐徐摆渡着我。只是
在浅喜涵泳的同时，我却无端地想起了我那
目不识丁的母亲给予我的文学启蒙。

母亲年近六旬，她的生日如同一个谜，连
我那九十多岁的姥姥也记不清了。她老人家
瘪着嘴巴，眨着混沌的双眼，半晌道：“我记不
得了呢。嗨，我一辈子九个孩子，你妈排行第
七，我哪能都记得呢？”生在这样的大家庭里，
母亲目不识丁也在情理之中了。我从来不曾
想到母亲能与文学有什么关联，但在记忆里，
我出生的老房子里却处处透着文学的影子。

那座老房子，烟青色的瓦，砖红色的墙，
灰白色的石基，是祖父和祖母生前一砖一瓦
砌起的三间。据说我就诞生于此。

那三间砖瓦屋，入门是客厅。沙发后的
整面墙上都贴着《西游记》连环画，每幅小画
都是白色的边儿围着彩色的图案，人物生
动。最让幼时的我倍感亲切的是“大战红孩
儿”。只见红孩儿浑身上下仅挂着一个红肚
兜，额头中间点个鲜红的美人痣，头上三撮头
发分别旋着，煞是俏皮灵动。这个小孩儿很
懂事，搞到“唐僧肉”这一珍馐美味时会第一
时间差人去请父亲牛魔王一起享受，这是多

少大人都不能做到的事儿呀。以至于红孩儿
被收服后，我还真诚地流下了些许伤心的泪
水。

正门左边的半面墙上贴满了《红楼梦》
连环画，只见画上美女如云，宛若仙境，一
片姹紫嫣红里流转着一颗绿色宝玉，这是我
对《红楼梦》这部宏大巨著的最初认识；正
门右转是卧室，卧室木门上方贴着一位驭着
白骏的少年，眼光如炬，面庞英俊，只见他身
披鱼鳞银铠甲，手持一对大金锤，驰骋疆场，
雄姿英发。清晰记得画面上用黑色楷体题着

“岳云”。直至上初中，学到抗金名将岳飞时，
我才依稀知晓岳云的故事，惊觉历史风云诡
谲、造化弄人，未免一场嗟叹惋惜。

卧室的窗户墙边贴着“唐僧出世”的情
形，看到幼小的三藏被他母亲含泪放进木盆
里漂走的时候，我不止一次默默垂泪过。可
怜的孩子，这么小就身世浮沉，想到自己尚
有母亲顾着，不免又窃喜了一番。

一直以来，相较于温文儒雅又风趣幽默
的父亲，我不大喜欢母亲。她是个不足一米
六的小个子女人，身材瘦削，一头利落的短
发，常烫成朵朵碎花在风中摇曳。当然最吸
引人的应是她那一口如珍珠般的牙齿，微笑
时闪着洁白的光晕，就是这束光，只一眼，
就眩晕了父亲此生的心。兴许缘于母亲眼睛
犀利，手头有活，待人看事就格外严肃急躁

了些。每当看到我和弟弟妹妹们偷懒耍滑磨
洋工，母亲只需用眼睛剜一下，只一刀，我
们几个立马吓得噤若寒蝉，惶恐不已。

她也确是做生意的好手，不分昼夜，不
惧山高路远，与父亲并肩携手把我们的家从
风雨飘摇过活得风生水起，但我并不以此为
傲。我从小就羡慕邻家大娘的温柔，人家总
能对自己的孩子说出柔声细语的话来；我从
小就羡慕隔壁婶子的巧手，人家总能烹饪出
花样繁多的吃食来。而我的母亲则不会或者
不愿表达爱：她不愿只做个围着灶台转圈的
妇人，她要陪同父亲出远门拉货赚大钱；她
不会给我们缝制得体的新衣，她认为只要有
钱就足以使我们丰衣；甚至我们四个孩子都
没吃过一天的母乳，生下来就只是鸡蛋羹或
奶粉。母亲把她的光阴都熬在了她认为能创
造实在价值的劳作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母
亲是个直白显浅的现实主义者，身上不沾半
点儿文学色彩。

我不止一次地埋怨过她，也曾当着姥爷
的面埋怨过：“姥爷，我怎么会有那样的妈
妈，她太俗气了……”我的牢骚未完，那位
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就已经气得青筋暴起
了，他瞪着眼睛盯了我良久，嘶哑着喉咙
说：“没良心的东西，你妈为了你们四个都
快累成肉干了，这还不落个好，我的闺女我
还心疼呢。”随即挎着给我家送菜的竹篮子

决然离开。姥爷已经离开大约18年了，往事
如昨，如今思来，唯觉对不住他老人家，也为
母亲失去父爱而悲戚不已。

几度风雨春秋，老房子早已不见了踪迹，
我也已年近不惑，但仍惑于母亲为何要在那个
缺衣少食的年代，硬从牙缝里挤出点儿碎银去
买那么多连环画。母亲肯定不知道那些画就是
文人墨客所推崇的文学名著，母亲可能也不知
道那些鲜艳夺目的连环画在我幼时的心里种下
了多么绚烂的梦，母亲更不会知道因了那些故
事的丰盈，我从未觉得物质匮乏是一件多么值
得悲伤的事儿。

如今我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每当两个
孩子打闹哭喊时，忙碌的我也会莫名暴躁起
来，企图制止她们的喧嚣。每当此时，我就会
想起母亲，想起那个身影已矮、皱纹又密、头
发也花、步履亦缓了的花甲妇人。如今思来，
母亲二十岁时就做了我的母亲，在那个物质贫
瘠的年岁，年轻的母亲就需抚养四个嗷嗷待哺
的幼崽，面对着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的窘境，
母亲的暴躁似乎也是人之常情了。

如今我能在这样的夜晚手捧文学书籍从中
寻找欢喜，追根溯源，我生命的文学星火，却
原来是我那浑身俗气的母亲竭力播下的。念及
于此，积郁我心多年的坚冰竟在这样的夜晚开
始汩汩融化……

（作者系高中语文教师、山东省作协会员）

母亲给予我的文学启蒙
⦾⦾教师文苑教师文苑

《哪吒2》作曲杨芮（前左一）指导舞乐蝉歌乐团完成配乐录制。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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