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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登上央视舞台，40余年长唱
不衰，很多人对海南的初步认识始于
一首经典歌曲——《请到天涯海角
来》。

“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里四季春常
在……”富有海南特色的歌词和欢快
的节奏，将来自海南热烈的邀请传向
广大听众。

一首歌唱热了一座海岛，也唱红
了一位歌手——沈小岑，她因此获得
中国首届金唱片奖，并两度受邀参加
春晚献唱。

不久前，沈小岑携新作《请到海南
岛上来》再度亮相海南。歌声悠扬，继
续传唱着她与海南深深的缘分。

一首歌
打造海南“有声名片”

为了一首歌，奔赴一座城；因为一
首歌，爱上一座城。如果说旋律是一
座城市的专属记忆，一首蜚声海内外
的《请到天涯海角来》，则唱出了无数
人心中的海南模样。

1982年，著名词曲作家郑南、徐
东蔚来到三亚采风。彼时，改革开放
的浪潮席卷全国，他们敏锐地嗅到，这
必将给海南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于是决定用歌声向世界发出邀请，
让世人认识这个美丽而又陌生的地
方。

伴随着从黄流到三亚“轰隆，轰
隆”的火车轰鸣声，两名艺术家一路心
花怒放，轻轻地用手在桌板上击节
……《请到天涯海角来》应运而生。而
后，在歌手沈小岑的演绎下，这首有独
特的编曲风格、轻快的迪斯科旋律以
及歌词蕴含着海南元素的歌，给当时
的中国乐坛吹进了一缕新风。

1984年，歌曲由沈小岑在中央电
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演唱后，立即风靡
全国。1987年的春晚，她再次受邀演
唱这首歌曲。可以说，一人两度登台
同唱一首歌，除了春晚主题歌、著名歌
唱家李谷一演唱的《难忘今宵》之外，
沈小岑演唱的《请到天涯海角来》在春
晚舞台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自1982年开始演唱至今，沈小岑
对这首歌曲情有独钟，走到哪唱到哪，
甚至唱到了国外。她还不断注入新元
素、新唱法、新舞蹈，让这首老歌历久
弥新。

沈小岑也由此与海南、三亚结下
了深深的缘分。在许多人心目中，她
已然成为当之无愧的海南、三亚旅游

“代言人”。
去年11月，这位“代言人”受邀参

加“海南东坡文化巅峰唱作营”活动，
并带着她的全新作品《请到海南岛上
来》回归舞台。聚光灯下，她以《请到
天涯海角来》开场，用《请到海南岛上
来》压轴，深情吟唱着与海南40余年
的不解之缘。

一颗心
跨越时空以歌传情

如果说《请到天涯海角来》是海南
向世界发出的“邀请函”，那么《请到海
南岛上来》则是跨越时空的又一次盛

情邀约。
《请到海南岛上来》由海锚、张海

宁作词，屠巴海作曲，沈小岑、庄雄伟
共同演唱，展现了海南拥抱世界、迎接
八方来客的开放姿态。“在海南自贸港
建设背景下，我们希望用恢弘大气的
旋律、直抵人心的歌词，让人们领略更
加开放、包容的海岛魅力。”沈小岑说。

无论是歌词内容、旋律创作，还是
演唱方式、情绪表达，细细品味两首歌
曲，既一脉相承，又各有千秋。

“两首歌曲有着较大的时间跨度，
我在演唱时的心境也有所变化。”沈小
岑坦言，当年唱《请到天涯海角来》时，
几乎没有什么演唱技巧，音色简单质
朴，情感自然流露，“就像少女般单纯
明媚”。

40余年过去，由花季少女成长为
知名歌星的沈小岑，历经岁月洗礼，对
新歌的理解与演绎愈加深刻。伴随着
明亮雄伟的旋律和铿锵有力的节奏，
她以其浑厚、通透的嗓音，唱出了宛如
海浪翻滚的磅礴气势。在她看来，歌
曲旋律有着强烈的海浪感，海南的发
展就如同这奔腾向前的潮水，与时代
碰撞出耀眼的浪花。

而细看歌词，与《请到天涯海角
来》所描绘的唯美风光不同，《请到海
南岛上来》所表达的情感更加丰富。

“经历了喧嚣奔波，对宁静致远向往无
比”“飞过了千里万里，对梦中故里从
未忘记”……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更是海外
游子浓浓的思乡之情。

一段情
见证“第二故乡”巨变

碧海蓝天，游人如织。如今的三
亚，已成为许多人心向往之的旅游胜
地，《请到天涯海角来》的轻快乐曲仍
萦绕在大街小巷。每每来到三亚，沈
小岑都倍感亲切，“像是回家一样”。

多年来，沈小岑曾先后受邀参加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三亚天涯海角国
际婚庆节、博鳌国际旅游论坛、海南岛
欢乐节等各类重大活动，再展歌喉。
2013年，她带着风靡世界的经典音乐
剧《妈妈咪呀！》重返海南，用海南话与
阔别许久的观众亲切互动。时光荏
苒，不变的是海南观众的热情，不少人
纷纷感叹“耳机里的旋律变为现实”

“当年的巨星宝刀未老”。
沈小岑表示，《请到天涯海角来》

一曲不仅让她的艺术人生迎来了巅峰
和辉煌，也让人们为此知道了在中国
有个美丽的海南岛，“这是我和海南之
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和缘分。”

如今，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哼起熟
悉的旋律，沈小岑仿佛仍停留在那个
年代的经典时光。而在耳闻和眼见海
南日新月异的发展后，她不禁感叹时
光飞逝，“作为一个歌手，我也很希望
能够通过音乐为海南作出一点贡献。”

这些年，沈小岑密切关注着海南
自贸港建设的点滴，并对旅游业发展
格外关心。在三亚，她喜欢“钻”进街
头巷尾、旅游景区，去感受天涯海角的
人气旺、活力足、消费热。

“海南不仅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
境，还有独一无二的旅游文化资源，值
得我们去充分挖掘和利用。”沈小岑
说，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设施，都应该
更突出地域特色，尤其要充分发扬主
人翁精神，为广大游客提供便利、温馨
的服务，让更多国内外游客“来了不想
走，走了还想来”。

从1982年“启程”，一场穿越时空
的音乐之旅仍在延续。未来，沈小岑
将带着她的音乐作品，继续为海南发
声，诚挚邀请全世界的朋友来到海南、
爱上海南，“我也希望自己能早日成为
一名‘新海南人’，带着家人来感受椰
风海韵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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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罗村的舞台是圆梦的地方，幸福
生活双手拼出来……”近日，儋州市和庆
镇六罗村的邓伟忠时常唱起这首由他自
己作词作曲的歌曲，恍然间记忆回溯，他
仿佛又回到了1986年的大年初二——那
一天，他和伙伴们创立了六罗村第一届

“村晚”。如今，这场由六罗村村民“自导自
编自演”的“草根晚会”已经持续了40届。

尝试
初中生办起首届“村晚”

2月1日，正月初四，六罗村又热闹
起来了，人们纷纷聚集在村里的舞台前，
等待节目上演。人群里有个“大忙人”，
他既负责端茶倒水，又要操心秩序安全，
全程忙得脚不沾地。

这就是邓伟忠，六罗村“村晚”创始
者之一，年过五旬的他早已在“村晚”中

“退居二线”。“我在广州生活，过年才回
村里，但我对‘村晚’的感情一直是很深
的。”邓伟忠说，40届“村晚”届届都精
彩，但在他心中最难忘的永远是1986年
举办的第一届。

1985年，六罗村通了电，有村民买
来村里第一台黑白电视机，这让六罗村
村民首次看到了“央视春晚”。那一年，
邓伟忠正读初二，一节晚自习上，他和家
住儋州市中和镇的同桌聊到“春晚”，精
彩的节目让他们突然生出了一股冲动。

“我们约定，要不各自回村里办一场春节
联欢晚会？”邓伟忠说，从那个晚上起，这
个主意就在他心里开始发芽。

说干就干，邓伟忠回到村里，联系了
村中的“发小”庞国顺，希望庞国顺能和
他一起实现这个“春晚梦”。“当时我性格
比较内向，认识的人不多，庞国顺比我年
长两岁，他很早就辍学在家，所以和村里
人很熟悉。”邓伟忠说。就这样，这个仅
有两人的“村晚”筹备组成立了，庞国顺
负责“招兵买马”、筹集资金，邓伟忠则负
责整体统筹、节目策划等。

想法很简单，实现起来却很复杂。
要想办“村晚”，就必须要有空旷的地方
做舞台，让大家有地方演起来、跳起来。
邓伟忠苦思冥想，最终决定选择其堂姐
家门前的一块空地。“以前村里都是泥
路，只有我堂姐家门口那块地做了水泥
硬化，还很宽敞。”邓伟忠向堂姐求助，堂
姐一家痛快答应了，还“附赠”一个节目，

“堂姐和她的小伙伴一起表演了小品《济
公》，那是当时最流行的电视剧之一。”邓
伟忠回忆，表演者们连唱带演，将济公形
象表现得活灵活现。

在这块空地上，邓伟忠绑起铁丝、串
起彩条、装饰上气球，简单的露天舞台就
搭建好了。大年初二晚上，各自排练许
久的年轻人带着节目如约而至。邓伟忠
从小爱好唱歌，他带来一首费翔的《故乡

的云》。
邓伟忠对当晚的场景记忆犹新。年

轻人们穿着时下流行的宽松T恤和高腰
阔腿牛仔裤，一起跳起“迪斯科”，热闹的
氛围吸引了不少村民。“一开始大人们是
在周围观看，后来他们自告奋勇，都要上
台表演，有的唱歌，有的跳舞。”邓伟忠
说，那时六罗村物质条件并不丰富，这个
晚会像一个小小的“桃花源”，让忙了一
整年的村民得以休憩、大笑。

坚守
从舞台配角到执导“村晚”14年

邓伟忠是六罗村“村晚”的第一代导
演，到了现任导演邓重英这里，已经是

“第四代”。今年44岁的邓重英在8岁
时首登“村晚”，自此开始了他与六罗村

“村晚”绕不开的缘分。
“8岁那年，我在小品里饰演一个躺

在床上的病人，没有台词，我演着演着都
要睡着了。”回想起来，邓重英仍然兴趣
盎然。但其实对当时的他来说，这是一
次莫大的鼓励——5岁时邓重英因意外
左眼失明，这让他的性格变得自卑内向，
这场演出却改变了他的想法，“原来我也
能让大家笑起来。”

从那以后，从简单的歌曲演唱到用
客家方言创作多首作品，从演一个不说
话的病人到成为“村晚”导演，邓重英再
也没有缺席过“村晚”。在一年又一年的
参与中，邓重英真切感受到村民对“村
晚”的热爱。

1996年，村里停电，邓重英和村民
们举着火把，坚持办完了那场“村晚”。
1998年，乡亲们无偿捐出村口的一块土
地，包括邓重英哥哥在内的村里年轻人
割茅草、扛木材，不计辛劳在这块土地上
建起了“六罗茅草房舞厅”，能容纳两三
百人。然而天有不测风云，3年后的一
场台风把茅草房舞厅吹得七零八落，村
民们虽然心痛遗憾，却仍然打起精神，在
舞厅原址按时举办了当年的“村晚”。

“就算天塌下来，我们也要把村晚
办下去。”2010年，邓重英正式接受“村
晚”导演一职，先后导演六罗村“村晚”
14次，其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始
终信守承诺，让承载着村民们期待和梦
想的“村晚”如期举行。“每到‘村晚’那
天，我的神经都是紧绷的，特别紧张。”
邓重英说。

作为一名“业余”导演，邓重英在一
年接一年的晚会中不断提升自我，力求
能为父老乡亲献上一场最精彩的晚会。

“村民们表演热情特别高，今年报名的就
有四五十个节目，但因为晚会时长限制，
最多只能有25个节目上台。”邓重英说，
要优先考虑体现客家文化的节目，因为
这是六罗村的“根”，而小品要选择贴近

农村生活的主题，要接地气才能让村民
喜欢。“我们还鼓励在外务工、上学的村
民带回一些新鲜节目，让晚会内容更加
丰富新潮。”

团结
把村里的事当作自己的事

“还记得那个跟我相约回村办晚
会的同学吗？”邓伟忠说，那一年，他也
成功办起了“村晚”，活动却只持续了
一届。六罗村“村晚”开办几年后，周
边村庄也办起了晚会，却也只办了几
年就终止了。而六罗村的锣鼓声从
1986年起就不再停止，延续至今已过
了足足40年。

邓伟忠说，这是因为六罗村本身就
是个团结、和睦的村庄，村民之间关系融
洽，大家都“把村里的事当作自己的事”。

“一开始，我只是想着找几个朋友实
现自己的愿望，没想到村里这么支持、村
民这么积极。”出乎邓伟忠意料的是，这
场年轻人的“自娱自乐”被重视起来，变
得越来越盛大。

“每年‘村晚’的经费都是靠村民自
愿捐款，不强制金额，愿意出多少就出多
少。”邓伟忠说，从第一年的五角、一块，
到现在的一百、两百，村民们尽己所能为
集体做贡献。“不只‘村晚’，平时谁家有
需要帮忙的，我们都是这样。”邓伟忠展
示了他手机里几张长长的截图，村里有
人生病、去世，参与捐款接龙的村民次次
都有一百多人。

“六罗村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村落，
有别村人、外姓人流落到我们村，我们从
不排斥，大家相处得很好。”邓伟忠说，
1993年，他考入中山大学人类学专业，
对六罗村根深蒂固的家族感、集体感、包
容性有了更专业的解读。

2019年，海南省旅文厅和儋州旅文
局拨付110万元为六罗村建造乡村大舞
台，并在舞台周边建了标准篮球场、更衣
室、音控室。2022年以来，六罗村连续
两年被文化和旅游部确定为全国“村晚”
示范展示点。

关注度高了，邓重英身上的担子也
更重了。“‘村晚’不仅是一场文艺演出，
更是传承和弘扬六罗村文化、凝聚村民
感情的重要平台。”邓重英说，现在周边
十里八乡的村民、各省市的游客都会来
看“村晚”，舞台边上，六罗村村民自发办
起了市集，带着自家农产品吃上了“旅游
饭。”凭借着他的坚持和“村晚”的影响
力，2024年，邓重英获评“感动海南的身
边好人”十大年度人物。

“六罗村‘村晚’一定要一直办下
去。”邓重英说，他希望能有年轻人接
过他手中这一棒，将“村晚”的故事长
久流传。

儋州和庆镇六罗村“村晚”至今已举办40届

六罗村的“导演”们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心怡

《请到天涯海角来》的旋律，如同海浪轻拂沙滩，带着海南的阳光与
热情，传遍了大江南北。沈小岑的歌声，不仅唱响了海南的美名，更成为
无数人对这片海岛的初印象。40余年过去，她带着新作《请到海南岛上
来》再度归来，用歌声续写与海南的不解之缘。她的歌声，见证了海南从
一个美丽而陌生的地方，成长为如今开放包容的自贸港，成为无数人心
中的“第二故乡”。

而在海南的另一隅，儋州和庆镇六罗村的“村晚”，则是另一番质朴而
温暖的景象。从1986年一群初中生的突发奇想，到如今已持续40届的
“草根晚会”，六罗村的“村晚”承载着村民的梦想与希望。邓伟忠和邓重英，
这两位“导演”，用他们的热情和坚持，让“村晚”成为六罗村不可或缺的文化
符号。在这里，舞台虽小，但梦想很大；节目虽简，但情谊深厚。每一年的
“村晚”，都是村民们用双手拼出的幸福，是他们对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编
者
按

扫码欣
赏沈小岑新
作《请到海
南岛上来》。

2024
年 11 月 30
日，沈小岑
（右）与庄雄
伟（左）合唱
《请到海南
岛上来》。
受访者供图

2
0
19

年
，﹃
村
晚
﹄
上
的
合
唱
节
目
。

2
0
2
2

年
﹃
村
晚
﹄
，邓
重
英
在
台
上
演
唱
。

19
8
6

年
，首
届
六
罗
村
﹃
村
晚
﹄
。

2
0
12

年
﹃
村
晚
﹄
上
，村
民
走
秀
。

本
文
图
片
均
为
受
访
者
提
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