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跳乐作谷子不饱满，不跳乐作寨子不

热闹……”在云南省东南部的红河哈尼族彝族

自治州，云海翻腾，吞吐着层层梯田；红河县阿

扎河乡普春村委会洛么村里，哈尼古歌《栽秧

山歌》的欢快曲调余音袅袅。

这个由十几户人家聚成的小村落，就是国

家级非遗哈尼族多声部民歌代表性传承人陈

习娘的家乡。他有两个愿望：一是哈尼古歌能

在梯田上代代传唱；二是梯田上的“交响乐”能

走出小村落，走向全世界。

哈尼古歌与梯田相伴相生

蓝天为景，梯田为台，山雾为幕，悠长的历

史岁月里，哈尼族人民在梯田劳作中逐渐形成

了哈尼古歌这种独特的民族文化，延绵至今已

有千年。“哈尼古歌与梯田是相伴相生的，对我

们来说，种田时唱歌就像口渴时喝水一样自

然。”陈习娘说。

然而，哈尼古歌没有文字记载，口口相传，

要想学习并不容易。“一半学得懂，一半学不

懂，要靠自己体会，硬着头皮摸索。”说起学艺

的经历，陈习娘打开了话匣子。

陈习娘是家中长子，年少时的他跟着长辈

在梯田里插秧，晨起上山、暮时而归，在劳作中

开始学唱哈尼古歌。“哈尼古歌里包含人们生

活方方面面的内容，想起啥就唱啥，源于自然、

源于生活。”田埂上，总能看见一个少年一边干

农活，一边哼着调子。

17 岁那年，陈习娘选择到元阳县倮里自

然村拜师，正式学习哈尼族多声部民歌，8 年

学成出师。如今的他熟练掌握哈尼族多声部

民歌吹、拉、弹、唱的各种技艺，已是国家级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

透过歌声，听众能看到一方水土上延绵的

历史文化，也能看到人们生活劳作的点点滴

滴。“我想当非遗文化的传承者，把哈尼古歌一

直唱下去是我的责任。”现在，陈习娘的老宅成

了村里的文化传习馆。平时，他经常在这里和

学生们交流唱法，用自己制作的二胡演奏哈尼

古歌。

10个人能唱出 8个声部

“云海在梯田里升腾，上下飘忽，犹如悠扬

婉转的歌声，让人为之陶醉。春夏秋冬，每个

季节都有不一样的美丽，梯田给了我们创作歌

曲的无限灵感，‘迤萨’——”讲到动情时，陈习

娘又唱了起来。

丰富的内容，多样的曲调，哈尼古歌与梯

田劳作息息相关。“每年插秧节的时候，如果人

少，秧苗也少，我们会用高亢的调子来唱；要是

人多，我们就把悠扬婉转的各种曲调和内容糅

合在一起，变成多声部。”陈习娘介绍。

上世纪 80年代，哈尼古歌逐渐被更多人了

解，陈习娘也迎来了第一次演出的机会，“我们

团队 4 个人受邀到昆明演出，每人得到了 18 元

钱的酬劳。”“10 个人能唱出 8 个声部，居然有这

么好听的歌！”观众的赞美让陈习娘信心倍增。

“以前我们上了舞台，手脚发抖直冒汗，现

在表演的时候更自如了。”在陈习娘等传承人

的努力下，从村子到城镇、从云南到海南、从国

内到海外，哈尼古歌越唱越远，梯田上的“交响

乐”有了更大的舞台。

2005 年，陈习娘一行 10 人到荷兰参加演

出，哈尼族多声部民歌展现在了世界舞台上。

陈习娘说：“哈尼古歌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瑰宝，现在能把它传播到海外，让世界听到我

们的歌声，这个机会非常难得。”

随着哈尼古歌越传越远，洛么村也迎来了

许多前来参观学习的游客和学者。“有时候我们

干农活时唱歌，外地来的友人也会参与进来，

跟我们学唱哈尼古歌。”陈习娘说。

在歌声中感受生活

春节临近，陈习娘的孩子陈夏玲、陈尚发

姐弟俩，正和伙伴们一起排练哈尼古歌。

“现在本地的年轻人，很多选择去外地读

书或者打工，愿意学习哈尼古歌的越来越少。

如果没有人来传承，这项民族文化遗产就要失

传了。”陈习娘不无担忧。

哈尼族多声部民歌由 8 个声部组合，至少

8 个人才能演唱。在陈习娘的影响下，他的孩

子们也加入了传承的队伍，都在红河县文化馆

从事非遗传承的工作。每当姐弟俩回到家中，

陈习娘就会拿出二胡和三弦，和儿女一起围在

火塘边弹唱哈尼古歌。

如今，还有不少年轻人来找陈习娘学艺，

他的两个徒弟车克山、陈俄多已经成为省级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还培养了 4 名州级传承人，

哈尼古歌有了更多人来传承。陈习娘说：“只

要有人感兴趣，我就真心实意地教，希望这项

传统技艺代代传承。”

“我们会一起唱、跳、拉二胡、弹三弦，还去

山上进行即兴对唱，你一句我一句。”陈习娘的

教学与其说是传授知识，不如说是切磋技艺，

在歌声中感受生活、讲述生活。

“我还想去学校里教唱，让学生们亲身体

验并了解这一非遗文化，这样才能做到更好地

传承。”陈习娘意识到，更好传承需要注入新鲜

血液，“我希望的最好状态是，学生和当地村民

都能成为传承者，这样哈尼古歌才能传承好、

发展好。”

图①：陈习娘（右一）在梯田间与村民一起

表演哈尼族多声部民歌。

人民网记者 雷 阳摄

图②：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

县阿者科村梯田。

张洪科摄（影像中国）

在云南红河县洛么村，哈尼族多声部民歌代代传承

听，梯田上的“交响乐”
本报记者 杨文明 本报通讯员 胡艳辉

■文化遗产赋彩生活R
2002 年，第十九届冬奥会在美国

盐湖城举行，杨扬在短道速滑 500 米

决赛中为中国获得第一枚冬奥会金

牌。那时，我们很难想到，仅仅 20 年

后 的 今 天 ，冰 雪 运 动 会 离 我 们 如 此

之近。

河北崇礼，经营着一家滑雪场的

罗力和员工们期盼着 2022 年北京冬

奥会的来临；八达岭长城脚下，夜间温

度低至零下 20 多摄氏度，数千名冬奥

会工作人员已经连续奋战了 100 多个

日夜。在快手近日推出的冬奥系列短

片《二十》里，还有许多这样的故事。

正如片名“二十”想表达的，20 年来中

国冰雪事业高速发展的背后，有千千

万万普通人的拼搏和付出。

今天，越来越多的文艺作品将镜

头从赛场转到场外，从运动员转向普

通人，也有越来越多作品借助新媒体

传播渠道，更好地传递奥运精神，引发

共情共鸣。真实源自生活，动人因为

真实。与冬奥相关的人物故事，平凡

个体的冰雪梦想，正被更多人知晓。

以中国短道速滑运动为题材的电视剧

《超越》，生动刻画了金牌背后那些默

默付出的人们；纪录电影《冰上时刻》

里，少年追梦冰雪的成长之旅鼓舞了很多人；纪录片《从

北京到北京》中，速滑馆制冰师、滑雪医生、小学体育老师

等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对奥运的热爱是相同的。

从文艺作品的讲述里，我们能感到，镜头内外的众多

追梦人就在我们身边，对梦想的坚持让他们充满力量，拥

有别样的精彩人生。正如，年近 70 岁的退休教师李凤桥

把家搬到崇礼，近距离为奥运健儿加油助威；崇礼小伙谢

霆 17 年间从一名滑雪场保安成长为一名专业滑雪教练；

河北保定的剪纸手艺人自发为花样滑冰等项目制作剪纸

作品，他的短视频账号获得众多点赞……每一个关于冬

奥的梦想，都闪烁着动人光芒。他们用热爱和执著点燃

冰雪激情，诠释着普通人的梦想并不普通，践行着“带动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愿景，勾勒出无数人圆梦冰雪的

生动模样。

这场将在立春之日开幕的冰雪盛会，是无数人的梦

想。同心共筑，当点滴平凡的梦想汇聚在一起，冬奥梦便

能生根发芽，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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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源自生活，动人
因为真实。与冬奥相关的
人物故事，平凡个体的冰
雪梦想，正被更多人知晓

■新语R

本版责编：智春丽 陈圆圆 陈世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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