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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呦草的花儿吔 ，不
呀会的开吔， 开在那个高
山呦嗬 ， 陡呀么陡石崖
……”6 岁时， 刘铨学在
拜师帖上按下 手 印 ，
《兰草花》成了他学会
的第一首旬阳民歌。
知命之年，他成了旬
阳民歌的国家级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

这期间，他成
立了秦巴民间艺
术团， 多次参加
旬 阳 民 歌 六 进
活动、暑期教师
旬阳民歌培训、
自乐班音乐骨
干培训、安康市
群艺馆组织的
民歌培训等活
动。 多年来，传
与承，旧与新的
碰撞间，随着时
代的发展与当
下大众的审美
需求 ，刘铨学不
断刷新着对旬阳
民 歌 的 保 护 之
力、传承之念。

蓝草坪上曲悠扬

“《兰草花 》最早
是我师傅的师傅创作

的，里面藏着他和妻子
的爱情故事。 ” 无独有

偶，与其他非遗传承人类
似， 刘铨学与旬阳民歌的

结缘同样得益于良好的环
境熏陶。 他说，因为自己嗓门

亮、 身段好，6 岁时同村一位远
房舅爷便要收自己当徒弟， 教旬

阳民歌。 那时自家住在麻坪镇小地
名叫做蓝草坪的地方，自己学的第一

首歌便是兰草花。
“旬阳民歌调子悠扬、 速度缓， 高腔

多。 曲折细腻，但又简单规整，淳朴里还有灵
动。 ”兴趣使然，年幼的刘铨学很快便领略到其
中乐趣，沉迷于这股清新的山野之风。 “当时拜
师规矩很大，要写拜师帖，学哪些东西 ，学多
久，都写得清清楚楚。学完了再写谢师状，这样
才算出师，才能带徒弟。学的东西门路也多，号
子和小调不一样， 红事和白事唱的也不一样，

每一个环节都有固定的曲目。 ”刘铨学回忆说。
于是点香磕头，刘铨学先后拜在了同村的李宏
富和钱礼宝两位老艺人门下。 白天上学干农
活，晚上吊嗓子、练身段儿，至高中毕业时，刘
铨学已经学会了京胡、二胡、板胡在内的十几
种乐器，以及汉剧中唱念做打等基本功。

“高中毕业以后被层层推荐， 在省内一所
音乐院校学习了专业的乐理知识，毕业分配到
商洛文工团，那时候 20 岁出头。 后来商洛汉剧
团听说我有汉剧的底子，又把我要过去了。 ”据
刘铨学回忆，在商洛汉剧团时，他不仅要进行
曲目创作，还要担任旦角等角色。 说着他便在
手机上翻出了那时的照片，果然照片上的少年
眉目清秀，神采奕然。

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 随着录像带的流
行，商洛汉剧团和各地的传统剧团一样，开始
遇冷卖不出票，入不敷出。 在一年多未领到过
工资后，刘铨学只得辗转回到旬阳，先后在烟
厂和粮食局工作。 这期间，刘铨学依旧在工作
之余坚持基本功的练习。 成家后，刘铨学开始
教妻子和两个女儿唱旬阳民歌，并成功将妻子
变成了“搭档”，把大女儿送进了音乐院校。

在随后的下岗潮中，刘铨学再一次失去了
工作。 但在他看来，他又有充足的时间做自己
喜欢的事情了。 “我一个人吹拉弹唱都行，又能
唱女声还能唱男声。 每到一个地方演出前，我
会了解这个地方的风俗和故事，再把曲子填上
新词儿。 ”靠着喜欢和不断研究琢磨，刘铨学把
旬阳民歌唱出了新意。又过上了靠手艺吃饭的
日子，刘铨学只觉得畅快，白河、紫阳、汉阴、宁
陕，甚至镇安的表演他都接，大多时候是车接
车送，有时候饭都来不及吃就要赶去下一个场
子。

开门教学 师徒接力

汉调二黄、旬阳曲子、各种民乐打击、京胡
演奏……在无数场演出中，刘铨学将二位师傅
的专长融会贯通，练就了一人演奏 18 样乐器，
同时演唱旬阳民歌的本领。 2010 年，刘铨学被
认定为旬阳民歌的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
2014 年 11 月，旬阳民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
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5 年，
中央电视台乡村大世界的栏目导演找到我录
制旬阳民歌的节目， 起的名字就叫 ‘一人 18
响’。 ”刘铨学坦言，那时除了丰富了退休生活，
更是 “名利双收”， 迎来了人生的 “第二春”。
2018 年 5 月 8 日， 刘铨学入选第五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
单。

在旬阳民歌中迎来人生“第二春”的，还有
刘铨学的徒弟们。

“这个徒弟最有天分，学啥都是一教就会。

就是这位，曹小丽。 ”指着一位头戴银白假发，
笑意盈盈的妇人，刘铨学介绍道。近些天，刘铨
学忙着给艺术团编排创文和喜迎二十大的演
出。 等了好久，他口中的这位“最有天分的徒
弟”才从西安赶回来。 “我今年都 60 岁啦。2014
年在市群艺馆听过刘老师一节课，就参加了他
的民间艺术团，拜师学艺。 ”在曹小丽的印象
中，2016 年在安康龙节上和另外五个姐妹表
演的反串节目是最受观众欢迎的，而类似的大
小演出，几年来不下百场。

“我先演来我先唱，唱个民富国家强。人民
政府民做主，文明社会才久长……”时而是声
音雄浑有力,身姿挺拔的男青年,时而又是白发
朱颜、眉眼飞扬的“摇婆子”，排练间隙,曹小丽
直逗得众人捧腹。 “我是从小喜欢唱歌跳舞，退
休以后才有时间、有条件接触这些。 在舞台上
我唱着跳着，全身心投入，什么操心事也想不
起来了。 ”曹小丽说，因为要照顾孙子孙女，之
前要在西安和安康两地反复奔波，现在将孙子
接回安康了，自己总算能痛痛快快排练、演出
了。

一旁的师妹， 今年 50 岁的徐智云接过话
茬：“前半生就围着家里人转，现在终于能干点
自己喜欢的事情了。 如果没有遇见刘老师，估
计现在我正跟老头老太太打麻将呢……”除了
《红漆板凳》《想姐想得不耐烦》《十对花》 等传
统旬阳民歌， 徐智云还和刘铨学学了吹唢呐。
“年纪大了，不比小孩儿学东西灵性。刘老师虽
然也嚷过人，但‘百教不厌’，只要我们想学，刘
老师就反复教。 ”徐智云补充说。

相比“关门弟子”的传统观念，刘铨学选择
“全面开花，重点指导”。多年来，在各类活动中
他累计授课 400 多课时，培训旬阳民歌演唱学
员 500 多人。

“更纯粹 更有趣”

在这 500 多人中， 吴佳雨是年纪最小的。
2019 年拜师学艺时他才 9 岁，读小学四年级。

“有一次在金州广场跑惠民演出， 吴佳雨
妈妈抱着佳雨赶来看节目，说我唱得好，问能
不能以后把孩子送来当徒弟，那时候佳雨还不
会走路。 结果孩子上四年级了，真的就来拜师
了。 ”说起这位年纪最小的徒弟，刘铨学不禁感
慨起因缘际会。

每周末乘坐 1 路公交坐到终点站，抵达刘
铨学的旬阳民歌培训室后， 小佳雨要先开嗓，
再要学民歌演唱和板胡演奏。虽然偶尔被同学
调侃为“老艺术家”，但这并不能影响他的学习
热情。 比起学校的音乐课，佳雨更愿意上刘铨
学的民歌课。 “教材是轮流用，所以学校的音乐
课要抄歌词，一会儿就结束了，一学期下来学
不了几首歌。 ”小佳雨说，相比之下，旬阳民歌

不仅曲调好听好记，歌词也很有意思。 比如《十
对花》，‘我唱三来谁对个三呀， 什么开花叶儿
尖呀。 你唱个三来我对三呀，辣子开花叶儿尖
呀’。 一问一答， 就像猜谜语， 又像百科全书
……”在佳雨看来，比起参加各种培训考级，把
奖杯、奖牌、奖状拿到学校炫耀的同学，自己学
得更轻松，更纯粹，更有趣。

“我还去汉滨区的东坝小学和吉河小学各
上过一节课，娃娃们兴致蛮高，课后不少孩子
家长打电话咨询。 ”刘铨学回忆道。 多年教学，
不管学生年纪大小，学多久，学几样，刘铨学从
来都是免费教学。

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刘铨学并非“孤军
奋战”。据旬阳市文化馆馆长郭力介绍，2014 年
旬阳民歌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以来，先后出版了旬阳民歌演唱材料
4 册，旬阳民歌专辑 3 张，MV2 个。 旬阳市通过
每年举办旬阳民歌大赛、中小学教师旬阳民歌
培训班和群众演唱班，共培养了旬阳民歌传承
人百余名，爱好者上万人。

但在传承的过程中， 刘铨学逐渐发现，主
动来学民歌的人年纪都偏大， 多为中老年人。
如今在他看来，要解决“断层”的问题，关键就
在小佳雨这种探索欲望、接受能力、理解能力
都强的中小学生身上。 而自己身为传承人，就
是要想办法让更多孩子接触到旬阳民歌，了解
旬阳民歌，从而产生学习兴趣。

“最近准备去拜访老家赵湾小学的校长，
希望有机会做长期试点教学。 ”唱了近 50 年旬
阳民歌，刘铨学又有了新的期盼：在安康的各
大中小学，和旬阳民歌携手“出圈”。

链接阅读：
旬阳县地处陕西东南， 位于秦巴山区东

段，汉水贯穿全境。 旬阳县被陕西省命名为“陕
西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被文化和旅游部命
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旬阳民歌孕育于此
地。

旬阳民歌有山歌 、号子 、小调 、风俗歌曲
（酒歌、孝歌、花鼓子、哭嫁）等类别。 旬阳民歌
题材多样，内容丰富，反映了旬阳历代劳动人
民的生产、生活状态。 它兼容荆襄楚调、巴蜀川
腔、晋豫之声、秦陇之风，呈南北过渡、兼容并
蓄的特点，是旬阳历史发展的一面镜子。 旬阳
民歌现存约 1200 余首 （包括当代创作的民
歌），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 2014
年 11 月， 旬阳民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四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旬阳市文广旅游
局、非遗中心、文化馆等已为民歌的传承设置
了专门的机构，在文化馆内设置“旬阳民歌传
习基地”，在各乡镇设立“旬阳民歌传习所”。

9 月 21 日， 张万露在爷爷奶奶家的厨
房拍摄奶奶切菜。

32 岁的张万露是一名返乡创业的短视
频博主。 他用镜头记录生活在汉滨区新城
街道枣园社区的爷爷奶奶家的日常生活，
吸引了超过 200 万名网友的关注。

在用短视频记录田园诗意的同时，张
万露希望通过网络帮助当地特色农产品打
开销路。 辣椒种植是当地的主导产业之一，
但因缺少销路连年滞销。 他收购辣椒等当
地特色农产品，用奶奶的配方制成辣椒酱，
通过直播带货让网友品尝 “家的味道 ”，
2019 年至今累计卖出 100 多万瓶辣椒酱。

2021 年， 张万露收购的全品类农产品
销售总额超 1000 万元，带动 522 户农户增
收。

新华社发（邹竞一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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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阳民歌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刘铨学的新期盼

记者 陈楚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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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大的不幸莫过于中年丧夫、老年丧子，偏偏这两样遭遇
都找上了魏传芝。 如今已是 67 岁的她，把所有的泪水和苦难都往
肚子里咽，孑然一身独居大山，毅然坦然地笑对人生，她的乐观坚
强令当地的干部群众无不动容。

魏传芝是岚皋县蔺河镇茶园村八组的村民。 1975 年，20 岁的
她与同村的退伍军人杜永富相恋、牵手。 1976 年 ，他们有了女儿，
1978 年 4 月，又生下儿子 ，虽说当时条件艰苦，但夫妻俩感情甚
笃，家庭和睦，一家人其乐融融。

俗话说：“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自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到
户后，两人承包了 14 亩土地，每天铆足了干劲地苦干，当年就解决
了一家人的吃饭问题，3 年后又还清了所有的欠账。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双儿女入学了，一家人的开支逐渐多
了起来。眼瞅着周围很多人到外省靠挖煤务工挣到了钱，魏传芝夫
妇也动了心思。就这样，杜永富到了江苏省徐州市一家煤矿当起了
挖煤工。

杜永富出门打工后，魏传芝则在家承担了照看老人、孩子，做
家务、种菜、养猪、管护茶园等任务，把屋里屋外操持得井井有条。

那时，在矿上挖煤工资较低，尽管杜永富工作又苦又累，但每
年所挣的钱也只能勉强够维持一家人的正常开销 。 此后的几年
间 ，家里的老人去世 ，正当夫妻俩憧憬用自己的实干 ，让一家
人过上好日子的美好未来时 ，厄运却悄然降临。 1992 年，杜永
富被查出患上了严重的肺尘病。从煤矿回家医治了 6 年后，他最终
还是不幸去世。

中年丧夫一时让魏传芝感到精神崩塌， 家里更是旧账未还又
还新债。 魏传芝只能强忍着痛苦，打起精神来支撑这个家。 正在读
中学的儿子面对家庭境况，含泪辍学外出打工赚钱。

时间一晃到了 2003 年，经过母子俩 5 年的努力，他们还清了
所有的债务，2007 年还在全组率先建起了 3 间砖混结构的平房，
生活日渐向好。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2012 年，远在北京打工的儿子被医院诊
断出盆骨股骨头坏死， 消息传回， 如同一道晴天霹雳击中了魏传
芝。

回到岚皋，儿子相继在多家医院治疗却不见起色后，慢慢失去
了劳动能力。 2017 年，已是 62 岁的魏传芝迫于生计，开始到岚皋
县城干起了家政服务。

每次出门，魏传芝都会提前把儿子所需的生活用品备好，然后
坐车赶到雇主家，经常是一心挂两头。就这样，凭着吃苦耐劳务工、
茶园的收入、精准扶贫的帮扶，2019 年魏传芝母子俩脱了贫。

今年 8 月，44 岁的儿子病逝，面对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魏
传芝哭得撕心裂肺……安葬完儿子，生活还得继续。 67 岁的魏传
芝再次选择了坚强，虽身患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她仍坚持每天
劳作，种菜，管护茶园都不在话下，还把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

背地里曾有人给魏传芝出主意，让她找镇村干部给予“特殊照
顾”，但她却回绝了。 魏传芝说，因为自己吃上了低保，已是最大的
照顾，再伸手要那是懒汉思想。 今后打算重点把自家 14 亩茶园管
护好，把魔芋种植再扩大 5 亩，再养点鸡来增加收入……

蔺河镇茶园村党支部副书记陈宗兴说：“相比那些‘等、靠、要’
的人， 魏传芝的倔强和硬气着实令人钦佩， 村上一定让她安度晚
年。 ”

刘刘铨铨学学和和妻妻子子在在旬旬阳阳祝祝尔尔慷慷广广场场演演唱唱旬旬阳阳民民歌歌

刘刘铨铨学学给给小小徒徒弟弟吴吴佳佳雨雨教教授授板板胡胡

刘刘铨铨学学和和艺艺术术团团的的成成员员们们

�� 艺艺术术团团正正在在排排练练创创文文主主题题的的节节目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