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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站上更大的舞台，才能被更多人
看到，进而被更多人喜欢、接受和传承。

此前，在吴永坤积极奔走，长流镇政
府、西秀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与推动，以及
王录旺、蔡道介、邝才热等人的努力下，
2021年10月举办了首届长流地区方言
民歌比赛，近百人参加演出，年龄最长者
80多岁，最小者年仅9岁，两场初赛每场
都有两三千名观众到场观看，演员在台上
唱，观众在台下跟着唱，非常热闹。

“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会唱长流

民歌的人越来越少。”演唱团成员伍小玲
说，如今，长流民歌又焕发了新的生机。

“我们想通过举办民歌比赛，挖掘、整
理、创新传承优秀的长流方言民歌，助力
民歌传统文化的发展，使长流地区传统文
化更加繁荣光大。”邝才热说，通过比赛，
学会发现了不少长流民歌人才，也掀起了
一股学唱长流民歌的高潮。

演唱团既唱流传千百年的经典老歌演唱团既唱流传千百年的经典老歌，，
也唱结合当下时代热点创作的新歌也唱结合当下时代热点创作的新歌。。邝邝
才热说才热说，，长流民歌的灵魂内核要保持长流民歌的灵魂内核要保持，，但但

内容需要跟随社会热点与时俱进，唯有如
此才可能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引起民众
共鸣，从而达到传唱传承的目的。

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传唱长流民
歌，学会还专门划拨出一部分资金，用于
举办免费的长流民歌培训班，鼓励少儿
前来学习。

龙年伊始，邝才热说，演唱团目前正
在筹划去三亚，与崖州民歌传唱队伍联
欢交流，共同探讨方言民歌的传承与发
展。

2月20日上午，
海口市秀英区长流
地区方言民歌演唱
团（以下简称演唱
团）的30多名成员，
从各村庄赶到长流
镇新民村，一起对唱
民歌。像这样的民
间文艺活动，除了逢
年过节，他们平时也
经常开展。

海口市秀英区
的长流、西秀二镇，
缘五源河而兴，融火
山之烈，怀碧海之
广。山海激荡间，孕
育出风格独特的用
当地方言传唱的长
流民歌。

时代流转，方言
式微，年轻人说得越
来越少，遑论方言民
歌。但老一辈既舍
不得这一口乡音，也
想要留住这一腔乡
愁，千方百计地想要
努力一把。出于这
个信念，2020年，当
地一群热爱民歌的
人自发组建了长流
民歌演唱团。

寸 隅 也 是 旷
野。借力“草根班
子”，长流民歌正在
飞向更远的地方。

长流民歌历史悠久。据介绍，其曲调
悦耳优美，讲究押韵，朗朗上口，易学易
唱；歌词往往是描写劳动生产、日常生活、
民俗风情、尊师重教、荣辱观念、爱情故事
等，歌唱形式以男女对唱为主。在海口长
流、西秀和羊山地区各镇，男女结婚或是
劳动时，都有唱民歌的风俗。

“我从小就喜欢唱长流方言民歌，自
己编自己唱。”演唱团成员李爱娃现场展
示了一首自己编写的民歌《捡树叶》。民
歌的背后，是她儿时帮助家里拾捡树叶卖
钱的经历。“虽然钱不多，但都是我靠自己
的劳动一分一分赚来的，每每想起，都感
慨万千，所以创作了这首歌。”李爱娃说。

对于跟李爱娃年龄相近的讲长流话
的人群来说，唱方言民歌，是流传千年的
文化，是自己儿时的回忆，甚至是自己的
精神寄托。民歌在他们心里占据着无可
取代的地位。

“长流方言民歌是我们祖祖辈辈流传

下来的，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丢了。”演唱团
副团长邝才热说。

2020年，得益于当地热心公益人士
王录旺的资助，在邝才热、蔡道介、郑玉
芬、吴爱景等一批长流方言民歌爱好者的
积极推动下，长流方言民歌学会（以下简
称学会）和演唱团先后成立，演唱团归学
会管理。

演唱团成员近50人，来自不同乡镇，
有着不同职业，但只要演唱团有活动，大
家都会尽量聚到一起。海口市政协原副
主席吴永坤还专门编写了一本《长流方言
民歌集》，将经典曲目收录在内，便于大家
排练和传唱。

演唱团很受长流一带观众欢迎，经常
受邀去各个村演出，尤其是公期、娱乐活
动等场合，演唱团更是大家争相邀请的对
象。也有人邀请演唱团连唱一晚，长达三
四个小时。“要一次性唱这么久，肚子里需
要有足够的存货，不然要出洋相的。”演唱

团艺术总监李命碧说。
1958年出生的李命碧因为唱龄长、

曲目多，也被团员们尊为老师。
李命碧说，成立演唱团后，原先分散

的个人被集中到一起，有了组织，表演起
来更成规模、更具可看性，从而带动更多
人了解并喜欢上了长流民歌。

喜欢上长流民歌的人会被演唱团成
员们邀请进微信群，建群两三个月，成员
已近500人，其中不乏青壮年。每天都有
民歌爱好者在群里练唱和对唱，技艺水平
得到快速提升。今年春节，邝才热就把自
己创作的《新春大吉》新民歌发在微信群
里，与大家切磋交流，其中有“生意兴隆靠
名声，勤劳致富不认命；善的多少都进来，
歹的出去永不来”等句，就富有朴素的哲
理。

除了演唱团，另一群爱好者还成立了
长流民歌（梦想）业余队，成员已有20多
人。

一个团带动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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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在三亚市崖州区
保平村，一座年代久远的张家
宅院中，没有绚丽的舞台与灯
光，只有镌刻着“福”字的照壁
作为背景，脚下整齐的灰白地
砖作为舞台，一场迎新春汇演
在这里举行。“送郎出到大门
外，日出红云映青山；一片真心
随兄去，万种愁怀似浪弹……”
这是崖州民歌《十送情郎》，歌
声悠扬动听，满怀夫妻离别之
时的哀伤与忧愁，一下子征服
了现场听众的耳朵。

歌曲的演唱者们，来自三亚
市崖州民歌协会。龙年新春，他
们登上大大小小的演出舞台，将
古老的崖州民歌，传唱给来自全
国各地的人们。

为那条“河”，
留下属于自己的“沙”

“崖州民歌像是流淌在大地
上的河流，在滋养保平村的同
时，也融入进了我的血液里，我
一直想为它做点什么。”年近八
旬的张远来是崖州民歌协会会
长，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崖州民歌代表性传承人，他带领
一众崖州民歌演唱者，为崖州民
歌的保护与传承作出了重要贡
献。

“保护崖州民歌的第一步，
是尽可能记录崖州民歌，不让它
们随着时间而消逝。”自2003年
开始，张远来便自发投入到崖州
民歌的搜集、记录与保护中去。
张远来说：“当时我在五指山市
工作，利用周末回到三亚，去村
庄里寻找一些手抄文本，收集、
复印或者自掏腰包购买。”20年
来，张远来搜集的手抄文本已达
200万字。

对于崖州民歌来说，成立协
会是跨越性的一大步。2004
年，在三亚市政府的牵头和张远
来等人的协助下，三亚市崖州民
歌协会成立，开始组织民歌培训
班、收集整理民歌歌本、发掘培
养民歌传承人等。“从那时起，崖
州民歌的保护有了政府的支持，
也有社会组织、民歌爱好者们的
参与。”张远来认为，这意味着崖
州民歌的保护和传承都走向了
正轨。如今，协会已有50余名
会员。

20062006年年，，在政府各界与三在政府各界与三
亚市崖州民歌协会的努力下亚市崖州民歌协会的努力下，，崖崖
州民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州民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无疑让崖州这无疑让崖州
民歌走向了更大的舞台民歌走向了更大的舞台。。崖州崖州
民歌演出民歌演出、、民歌材料展览等活动民歌材料展览等活动
纷至沓来纷至沓来，，崖州民歌逐渐被大众崖州民歌逐渐被大众
所熟知所熟知，，也让崖州民歌的发源地也让崖州民歌的发源地
之一之一———保平村成为越来越多—保平村成为越来越多
人的探访地人的探访地。。

在张家宅的不远处，是
2016 年建立的崖州民歌传习
所。“每到春节、元宵节等重大节
日，崖州民歌协会与当地村民就
会组成一个30人左右的队伍进
行民歌的创作和传唱。传唱人
员小到6岁、大到80岁者都热情
参与。”张远来说。

路越走越宽，
传承生生不息

张忠义在民歌协会成立之
初，就加入其中，跟着前辈张德
关、文亚好习唱崖州民歌，如今
已是三亚数一数二的传承人。
在前不久保平村的新春汇演中，
张忠义为海南日报记者介绍了
他的搭档——同为崖州民歌传
承人的林渊英。

“我是凤岭人，她是港门人；
我是黎族人，她是汉族人，我们
俩是好搭档。”张忠义说，自
2006年开始，二人就成为崖州
民歌对唱搭档，每年参与二三十
场演出，《喜相逢》《天涯恋歌》是
他们最常对唱的歌曲。

“从出生开始，崖州民歌就
影响着我。”对于1970年出生的
韦开云来说，崖州民歌是她发自
内心的热爱。韦开云从小听妈
妈唱的《摇篮曲》长大，8岁就开
始学唱崖州民歌。

韦开云颇喜欢《十送情郎》：
“这首歌的历史背景是，丈夫参
加科举考试中举后，外出做官
时，妻子在送别路上依依不舍，
情到深处，便多次唱起。”“十送”
虽为虚数，但情感却真切。在古
代州城中，崖州距京师较为遥
远，但崖州人从不自弃，热衷于
学习传承中原文化，这首歌便诞
生在此背景下。

2017年，第67届世界小姐
全球总决赛在三亚举行，来自不
同国家的世界小姐们来到崖州
民歌传习所，欣赏崖州民歌表
演，韦开云就是表演者之一。

38岁的张少丹是崖州民歌
协会中的年轻面孔。“以前我并
不习惯唱崖州民歌，觉得调子比
较单一。”她告诉记者，崖州民歌
需要用海南话唱，自己的海南话
并不是很流利，学起来并非易
事。

从从20202020年开始年开始，，张少丹正张少丹正
式学习崖州民歌式学习崖州民歌，，不知不觉间不知不觉间，，
便也习惯了这一类型的歌曲便也习惯了这一类型的歌曲。。

““心情好时心情好时，，我还不由自主地哼我还不由自主地哼
唱起来唱起来。。””学唱崖州民歌不过学唱崖州民歌不过33
年有余年有余，，张少丹已经是协会中的张少丹已经是协会中的
中流砥柱中流砥柱，，在一些演出活动中在一些演出活动中，，
常常能看到她的身影常常能看到她的身影。。

如今如今，，崖州民歌还进入了小崖州民歌还进入了小
学课堂学课堂，，成为了三亚崖州区港西成为了三亚崖州区港西
小学的特色课程小学的特色课程。。

“ 摇 侬 摇 ，
摇 侬 大 来 拾 好

样。侬见好样侬味拾，
侬勿跟人坡上行……”这是

三亚崖州地区家喻户晓的崖州民歌
摇篮曲《摇侬调》，也是崖州人一生剪不断

的乡愁牵挂。
2004 年，三亚市崖州民歌协会成立，

保护和传承工作走向了正轨；2006 年，崖
州民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文艺源于人民文艺源于人民、、为了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属于人
民民。。古往今来古往今来，，人民人民、、民间就是民族文化民间就是民族文化
传承发展的重要传承发展的重要纽带和生动载体。近年
来，海南民间文艺事业蓬勃发展，形式各
异的民间文艺组织群体百花争妍。

海南民间文艺家满怀对文艺的热爱，
在民歌、剪纸、木雕、椰雕、黎锦、琼剧等领
域，扎根生活，礼敬传统，创作了许多优秀
作品，让民间文艺事业既有根脉，又有创
新。

1月25日，百年骑楼老街添了一抹新
意——黎祥木雕艺术小馆开馆，关注木雕
的民间艺术家们有了新的聚集地，市民群
众也有了近距离感受和学习木雕艺术的
平台。

民间艺术的价值也在于不断构建自
然、传统、生活的和谐关系，通过来自生
活、来自民众的力量，实现社会文化、文明
意义上的提升和发展。近年来，海南省民
间文艺家协会作为海南民间文艺发展的
主心骨，不断挖掘海南民间文艺精品和民
间文艺人才，让海南民间文艺的精神和成
果在全国甚至世界的舞台上多维度展示。

省民协积极配合中国民协、省文联部
署的重大工作，组织广大民间艺术家深入
田野，开展实地调研，深耕民间文艺学术土
壤，促进海南民间文化研究与学术交流蓬
勃开展，推动海南民间文化的传播与弘扬。

此外，省民协还广泛组织和参与文艺
活动，如“北部湾叙事”“唱着情歌去大理”
等活动，不仅促进了民间艺术的交流，也为
海南民间文化的保护与创新提供了平台。

时光如水，年节如新，民间文艺的文
化精神和创造力在不断积淀和更新，充满
了发展朝气。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在全省各地的文在全省各地的文
化活动中化活动中，，民歌传唱民歌传唱、、木雕大美木雕大美、、黎锦闪耀黎锦闪耀
……民间文艺的成果让我们在传统的文……民间文艺的成果让我们在传统的文
化里感受到熟悉和亲切的音化里感受到熟悉和亲切的音、、画画、、像等符像等符
号号，，更能感受到源于生活更能感受到源于生活、、扎根民间的文扎根民间的文
艺给予我们的无尽养分和广阔未来艺给予我们的无尽养分和广阔未来。。

韦开云韦开云（（左左））和张少丹在和张少丹在
舞台上演唱崖州民歌舞台上演唱崖州民歌。。

张远来在给孩子们传授崖州民歌演唱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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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来源和方言资
源都极其丰富的海南岛，孕育了

久远且多元的历史文化，而厚实的民众
基础又滋养了形式多样、富有乡土气息的
文学艺术。

在海南民间，村落、社区、乡镇等社会基层，
存在着各类文艺团体，如书画社、文学社、诗社、
剧团、民歌队和舞蹈队等，它们多数自然成长，
具有自发性、草根性的特点，却又不乏专业性。

本期《海南周刊》推出“草根文艺风”专
栏，关注那些日常化文艺组织、人群的活
动和故事，以洞悉海南文化、艺术

生活的多面性。

海口市西秀镇博养村的邝才热和吴南丁夫妇都是民歌手。 海南日报记者 韦茂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