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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前往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

大槽乡的路上，一场秋雨突降，山色平添秋意。

“金沙江水向东流，索玛花开满山头。小小妞妞

在哼唱，风中歌声绕啊绕。”孩子们的欢快歌声传

来。大槽乡中心小学的“妞妞合唱团”远近闻名，

在这里，音乐老师带领 40 多名学生，歌唱家乡的

变化和成长的故事，山乡童年有了音符的跃动。

凉山娃娃有音乐天赋，但受条件所限，音乐

教育一度成为稀缺资源。近年来，四川省凉山彝

族自治州在当地中小学组建了 60 多个合唱团，

从老师们扎根播种到社会各界帮扶支持，从高山

上的村小到城镇里的现代化学校，天籁童声唱出

大山里最动听的旋律。

听歌、排练、玩耍……合唱
团仿佛一个大家庭，大家分享着
彼此的快乐与牵挂，腼腆的妞妞
们不再怯场

每逢阳光灿烂的日子，大槽乡中心小学旁的

田埂上，总会传来阵阵歌声。吉他声与童声相

和，那是音乐老师吉布小龙和孩子们在放歌。

吉布小龙是土生土长的大槽乡人，从小爱唱

歌，凭借一副好嗓子考入四川音乐学院。“读了大

学才知道，山里娃与城市孩子的音乐基础存在一

定差距。不少城市孩子自小学琴，而山里孩子几

乎没上过音乐课。”

毕业后，吉布小龙追寻自己的音乐梦，组乐队、

出专辑，辗转各大城市演出。一次走进成都学校参

观的经历改变了他。音乐课堂上，师生们围坐在一

起，跟着节拍齐声歌唱，吉布小龙听得入迷。走出校

门，他给在家乡做教师的父亲拨去电话：“音乐课现

在怎么样？”父亲回答：“没有什么变化。”

2016 年，吉布小龙回到大凉山，成了一名音

乐老师。他铆足了劲，想培养出优秀的歌手。真

正接触学生后，最初的想法变了。吉布小龙所在

的大槽乡中心小学，留守儿童占比很高，孩子们

长期缺乏鼓励与关爱，尤其是女孩，嗓音再好，也

没有勇气在人前歌唱。吉布小龙决定组建合唱

团：“让音乐陪伴孩子们成长，让更多孩子拥有更

加健康快乐的童年。”

“妞妞”是当地人对年幼女孩的称呼，大槽乡

中心小学合唱团由此得名。“蓝妞妞”“黑妞妞”

“卷妞妞”……妞妞合唱团的每个成员都有昵称。

听歌、排练、玩耍……合唱团仿佛一个大家

庭，大家分享着彼此的快乐与牵挂，腼腆的妞妞们

不再怯场。日复一日地排练，音乐教室的窗前逐

渐挤满观众。唱歌会不会影响学业？妞妞们用自

信的歌声回应质疑。“歌声比话语更有力，许多学生

家长打来电话，连声道谢。”在吉布小龙看来，妞妞

们勇于坚持梦想，这是人生中的重要一步。

相距 80 多公里的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西

昌市，大厦林立，街巷整洁。西昌天立学校的音

乐教室，宽敞明亮、乐器齐全，学校还设立了专业

的演播厅。

曹冲是天立学校“彩虹合唱团”的领队。从

音乐学院毕业后，他的追梦之路有些坎坷，成为

教师本是迷茫中的过渡选择，可是，“跟孩子们在

一起后，就离不开这个岗位了”。孩子们学业压

力大，玩耍的空间与时间一再压缩，短视频的兴

起带来信息洪流……曹冲心里着急。

吉他插上电，身着牛仔夹克的曹冲用手潇洒

扫着琴弦。他的教学风格新潮又阳光，教的歌曲

《送你一朵小红花》《向云端》在网络上流行，歌曲

内涵积极向上。“学生会从好听的旋律入门，慢慢

领会歌词，形成健康的欣赏习惯。”

“想象歌词里的场景，云上的微风向你吹来”

“别晃那么夸张，是微风，不是飓风”……排练时，

教室里总是欢声笑语。曹冲说：“合唱团是孩子

们的乐园，一起笑、一起唱，他们在这里学会协

作，收获友情。”

排练有时在田埂上，有时在
溪边，有时在山里，孩子们的歌
声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我不怕森林深处凶猛的豺狼，我翻过高山

深谷看见了彩虹。”已经升入初中的保机莫尔各

最爱这首《勇敢的妞妞》，不经意间就会唱起来。

这首歌是吉布小龙写给她的。学校与家之

间，隔着连绵山路，保机莫尔各每天都要独自走

过。夜幕降临山林，归家之路陡然阴森，不知不

觉间，眼眶里泪水打转。“能有首歌壮壮胆该多

好。”保机莫尔各把心愿告诉老师，当天晚上，吉

布小龙就写了这首歌。

“老师鼓励我直面恐惧，害怕了，就唱《勇敢

的妞妞》。”一路走，一路高唱，好像妞妞们都在身

边，保机莫尔各再也不怕了。仿佛阳光洒进了生

活，性格敏感的她变得开朗，学习成绩也突飞猛

进，考入了西昌市的中学。

吉布小龙为合唱团创作了 10 多首童谣。《下

雨啦》唱万物等待雨水降临；“复兴号”开进凉山，

他兴奋地写下《孜莫格尼动车开进我家乡》……

歌曲记录大山与妞妞的变化，寄托着他们的期

望，唱出他们的故事。

“我对着大山歌唱，歌声都飘向山岗。人们

都去了远方，我一直在守望。”这首《听见妞妞》，

对六年级的吉夫日作意义非凡。妈妈在外打工，

一年到头，母女二人难得相聚。“这首歌唱出了我

的心里话。”电话这头，吉夫日作唱给妈妈听，电

话那头，妈妈低声抽泣。“那年春节，妈妈提前回

了家，又多待了好一阵子。”吉夫日作说。

妞妞合唱团的排练有时在田埂上，有时在溪

边，有时在山里，孩子们的歌声与大自然融为一

体。“自然是最好的启蒙老师。”吉布小龙常这样

说，“哪怕长大后，我们也能从他们的歌声里听见

山泉与鸟鸣。”

操场上，一群姑娘正列队准备排练，她们是

凉山彝族自治州民族中学女子母语合唱团，成员

是来自各县（市）的少数民族学生。由于师资紧

缺，在文工团担任独唱演员的罗国庆受邀成为指

导老师。教这群姑娘唱歌，成了罗老师退休生活

中最重要的事。

在中学指导合唱团，专业知识是重中之重。

分解和弦，处理连音、跳音，声部配合、和声训练，

罗老师一一倾囊相授。她对学生们严格要求，对

自己的要求也一点没松懈：在中央音乐学院进修

合唱知识，她是班上年龄最大的学生；弹琴、指

挥、创作，老底子落后时代了，她就借助互联网学

习，书房的灯常常亮到深夜。

“我想一直唱下去。唱歌不只是为了娱乐，我

们心里好像聚起一股劲儿，要在排练中做到最好。”

坐在操场边，合唱团主唱阿皮史规划自己的未来，

她要向着梦中舞台上那个发光的“我”努力奔去。

纯净的童声直抵观众心灵，
阳光下的乡村生活跃然眼前，孩
子们的歌唱赢得广大观众“点赞”

成都东安湖体育公园主体育场灯火辉煌，第

三十一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伴随五星

红旗缓缓入场，“国旗国旗真美丽，金星金星照大

地，我愿变朵小红云，飞上蓝天亲亲你……”各族

儿童身着绮丽服装开唱，天籁般的歌声传遍世界。

掌声与喝彩奔涌而来，站在亿万观众目光的

焦点，领唱的凉山姑娘吉好有果并没有紧张，镜

头记录下她真诚又自信的微笑。

吉好有果来自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三河

村。她回忆，从前村里贫困，音像设备少见，有乡

亲添置影碟机，院里坐满爱唱歌的孩子，非要把

碟片里的新歌学会才肯散去。后来，吉好有果来

到西昌天立学校求学。山里娃褪去腼腆与自卑，

并不容易。面对知识面广、外向活泼的同学们，

吉好有果感到格格不入。

“无论来自哪里，当声音汇聚在一起，大家就

不再有差别。”学校彩虹合唱团的老师这样鼓励

她。第一次进演播厅排练，吉好有果紧张得发

抖，等到演唱开始，一切不适都随歌声消失了。

“别怕，勇敢融入就好。”吉好有果说，自己在合唱

团交到了朋友，校园生活也进入正轨。

“凉山的孩子，能登上更大的舞台吗？”吉布

小龙一度没有信心。2022 年初，妞妞合唱团受

邀参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经典咏流传》节目，

他带着孩子们第一次来到北京。

一路发生了不少小插曲。飞机上，学生紧紧

搂住吉布小龙的胳膊；北京街头，大家仰望着高

楼大厦，有人差点掉队；录制现场，灯光、乐队场

面宏大，几个胆小的妞妞吓哭了。这些让吉布小

龙异常紧张，每晚回到酒店，他都要组织加练，

“生怕出岔子，打击她们的信心”。

孩子们的表现远超他的预期。舞台摆上青山

布景，合唱团将同样来自凉山的歌手围在中间，合唱

一曲《村居》。“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纯净的童声直

抵观众心灵，阳光下的乡村生活跃然眼前。她们唱

哭了不少现场嘉宾，也赢得广大观众“点赞”。

合唱团“出山”的步子加快了。从县市的文

艺比赛到成都的演出，吉布小龙和妞妞们得到更

多成长。今年 6 月，他们又登上中央音乐学院的

舞台。聚光灯下，山里娃娃不再惊慌失措，更放

松地享受着演出。

信心在路上累积。吉夫日作现在是合唱团

的主力，与大城市的优秀儿童“同台竞技”了多

次。“我们能把凉山活泼的形象唱出来，就是最棒

的！”吉夫日作说。

来自各界的关怀激励着师生。吉布小龙在

短视频平台上为妞妞合唱团注册了账号，把日常

排练的视频传上去，不少网友慕名而来，为学校

捐赠物资、资助贫困学生。视频下方的暖心评

论，他与妞妞们一条条地读，看到“她们就是凉山

最美的名片”这句，师生都激动了。

大凉山的音乐教育水平正在稳步提升。去

年，凉山彝族自治州各级各类学校举办艺术节超

过 2700 次，美育之风覆盖城乡。目前，凉山彝族

自治州正在制订“加强学校美育工作实施方案”，

从经费保障、课程设置、平台建设等多方面助力

孩子们的音乐梦。

吉好有果说，第三十一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

动会在成都开幕那天，乡亲提前聚在她家的电视

前，为她加油鼓劲。“凉山在我背后呢，这样想着，

就不紧张了。”她在修习声乐课程，以后还想去更

多城市、更多国家学习，“等到学成了，我要回凉

山做一名音乐老师，让幸福的歌声响彻大山。”

从高山村小到城镇学从高山村小到城镇学校校，，四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组建了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组建了 6060多多个合唱团个合唱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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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
膀，但一定要脚踏坚实的大
地。只有立足时代，为人民放
歌，青年戏剧人才的创作才能
获得不竭的灵感，作品才能获
得持久的生命力

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

谈会上发表重要讲

话，深入阐释“两个

结合”的重大意义，

指出“在五千多年

中华文明深厚基础

上开辟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 同 中 国 具 体 实

际、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是必

由之路”。

新 一 代 戏 剧

青 年 大 多 具 有 良

好的教育背景，接

受过专业训练，成

长 于 大 众 文 化 繁

盛的时代，视野开

阔，因而作品可以

有 较 稳 定 的 技 艺

水准，也善于将戏

剧 与 大 众 审 美 趣

味进行结合，实现

艺术表达。但是，

他 们 在 自 身 的 文

化 观 和 价 值 观 建

设 上 还 存 在 很 大

提 升 空 间 。 对 青

年 戏 剧 人 才 的 思

想 文 化 引 领 是 一

项有挑战的任务。

2022 年 7 月至

9 月 ，中 国 国 家 话

剧院发起“青年导

演 创 作 扶 持 计 划

第 一 季 ”，以 古 典

文 学 名 著 改 编 为

引领，带动青年导

演 扎 实 基 本 功 训

练 ，创 新 戏 剧 表

达 。 通 过 这 类 活

动，青年戏剧工作

者 深 入 感 悟 中 华

文化，对古老文明

的 魅 力 产 生 新 的

认识，开始为自己

的 戏 剧 创 新 寻 找

源头和土壤。

今年 8 月，“青

年 导 演 创 作 扶 持

计划第二季”走进

山 东 曲 阜 。 第 二

季规划了新经典、

新 城 市 、新 田 野 3
个创作主题，引导

青年导演将现实主义创作与中华传统文化

相结合，以年轻化视角演绎儒学文化，展现

新 时 代 城 市 建 设 、乡 村 振 兴 新 风 貌 ，打 造

《子与阳货》《我见夫子，是山是水》《孔子·
游》《黄 鱼 先 生》《织 娘》《未·来》等 10 部 原

创 戏 剧 作 品 。 通 过 这 些 走 出 去 、扎 下 去 的

活动，青年戏剧导演主动扎根现实，学习和

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不

断增强文化自觉。

青年戏剧人才成长需要面向更广阔的

大 舞 台 ，需 要 在 丰 厚 的 文 化 土 壤 里 得 到 滋

养。当前，青年戏剧人才的成长是迅速的，

在戏剧影视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而在文化

和旅游行业、城乡公共文化建设方面，需要

进一步引导更多优秀青年戏剧人才参与其

中，尤其要进一步提升青年戏剧人才对广阔

社会现实和自身社会责任的认知水平。“青

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第二季”带领青年艺术

家，开设室外装置艺术展、大师讲堂、艺术工

坊、五道雅集、亲子六艺等丰富的“戏剧+文

娱”活动，将戏剧融入尼山的许多空间。大

师讲堂、艺术工坊同时进行线上直播，互联

网 总 观 看 量 3000 多 万 人 次 ，阅 读 量 超 50
亿。由此可见，青 年 戏 剧 人 才 完 全 可 以 结

合国家所需和自身所学，以戏剧专业优势，

投 身 国 家 文 旅 融 合 、城 乡 公 共 文 化 空 间 建

设大局，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挖掘潜力，获得

成长。

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我们深知，

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踏坚

实的大地。只有立足时代，为人民放歌，青

年戏剧人才的创作才能获得不竭的灵感，作

品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作者为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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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是一个意味丰富的词语。前不久播

出的纪录片《万桥飞架——山水间的人类奇迹》，

以贵州代表性桥梁为线索，通过桥梁建设与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的双线叙事，讲述贵州因路而兴、

因路而富、因路而美的奋斗故事，从一个角度描

绘中国式现代化的壮美图景。作为 2023 年度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记录新时代”纪录片精品项目

之一，《万桥飞架——山水间的人类奇迹》用影像

记录时代变迁，在艺术呈现上具有启示意义。

山地和丘陵遍布贵州，“桥梁”体现了贵州人

民用自己的智慧改造生存环境的不懈努力。编导

以“桥”作为纪录片的线索与骨架，展开影片叙事

视角与逻辑脉络，将“桥”浓缩为一种精神气质。

桥梁作为建筑实体，是“有形之桥”。在纪录

片中，贵州人的造桥决心，建桥人不断提升的造

桥实力，令人惊叹。本片告诉观众，目前世界上

建造难度最大的前 100 座高桥，有半数左右在贵

州。一座座奇观式的世界级高桥本身就构成了

城市标志性的建筑景观，融入当地民众的日常生

活。世界首座山区跨峡谷千米级跨径桥梁坝陵

河大桥的建设，让峡谷两岸的行车时间从 1 个小

时缩减到 4 分钟。赫章特大桥的建设，让毕节市

区到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的行车时间从 4
个小时缩短至 1 个小时……路桥建设极大提高

了交通效率，推动了贵州省各市、州、县之间的文

化、商贸交流，加深了黔贵大地与外部的联系。

桥梁作为文化符号，是“无形之桥”。贵州女

孩黄媛投身父亲黄坤全倾注一生的建桥事业，他

们携手奋斗，架起了亲情之桥。新老花鱼洞大桥

的建成与使用横跨 40 年，成为见证中国现代化

进程的记忆之桥。贵州的一座座古桥、一条条古

栈道，是沟通古今的历史之桥，伫立于此，我们可

以重温先辈的智慧。

纪录片注重从人的角度切入，讲述与这些奋斗

成就相关的人和故事。毕节市赫章县的石板河村

曾是深度贫困村，为了摆脱贫困，村民们硬生生在

悬崖绝壁间凿出了一条“生路”。遵义市团结村老

村支书黄大发带领数百位村民，历经 30余年在悬

崖峭壁间凿出一条水渠、灌溉一方土地。这些现代

版“愚公移山”的故事，体现了贵州人民不屈不挠、

奋发向上的精神。平塘特大桥修建过程中遇到了

诸多困难，桥梁人自主创新两级泵送混凝土系统、

混凝土加冰系统等，创造了“天空之桥”的建筑奇

观。花鱼洞大桥翻新，是在国家 4A级风景区红枫湖

景区及饮用水源保护区附近进行的大型桥梁建设工

程，秉持生态建桥的理念，实现了“没有一块混凝土

掉入红枫湖中，没有一滴污水流入红枫湖内”的目

标。这些创新实践充分体现桥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通过观看《万桥飞架——山水间的人类奇

迹》，我们可以了解西南大地的巨大变化，感受大

山深处迸发的勃勃生机、山水间发生的人类奇迹。

万桥飞架山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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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万桥飞架——山水间的人类

奇迹》剧照。 导演组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