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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连云来云连天，畲族唱歌几千
年……”

景宁敕木山下的鹤溪街道双后岗村
位于县城边，村口的大门楼上，“民族团
结进步小康村”几个大字格外耀眼。村
中高低错落的泥墙黑瓦，在绿树繁花的
掩映下，一片祥和。

12月20日下午，我们刚进村，便听到
阵阵嘹亮而清脆的畲歌。在一座老房子
门口的土墙上，挂着“畲歌蓝大妈工作
室”的牌子。推开门，我们见到了87岁的
畲族大妈蓝陈启。

蓝陈启正看着孙媳妇雷汤菊和曾孙
蓝黄磊练习畲歌，显得格外开心。

习近平、李强、张德江、赵洪祝、夏宝
龙等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都曾到这座
老房子调研，欣赏蓝陈启的畲族民歌表
演。她那宛如天籁的声音，赢得了众人
的点赞。

“歌龄”80 年的她，今年成为景宁第
一位国家级“非遗”项目畲族民歌代表性
传承人。

蓝陈启说，她是畲乡解放、改革开
放、景宁畲族自治县设县等大事的见证
者，感受到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自己唱了
一辈子歌，唱的都是关于国家发展、民族
团结的歌。

畲歌唱了八十年

蓝陈启家左厢房的一个房间里，陈
列着她数十年的“档案”：和各级领导的
合影、到各地演出的照片、各类荣誉证
书。

红色的本子和发黄的老照片，记录
了她的畲歌之路。

畲族没有文字，他们以凤凰为图腾，
以歌代言、以歌叙事，用山歌表达喜悦
与庆典，寄寓相思与离别。畲歌是畲族
人民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桥梁，过去畲
民常常通过山歌，把生活、生产的场景
编成唱词，祖祖辈辈，代代相传，由此形
成了婚嫁、劳作对歌和“三月三”歌会等
传统。

1938 年 1 月 10 日，蓝陈启出生在敕
木山村。唐代时，景宁最早的畲民迁到
敕木山一带。历经千年发展，如今敕木
山有 40多户 200多人。

蓝陈启有 5个兄弟姐妹。她从未上
过学，却从小喜欢听长辈们唱畲歌。母
亲经常编着各种畲歌，哄他们兄弟姐妹
入睡。有时，父母带她上山干活，也会唱
歌给她听。如今，她依然记得母亲给她
唱的畲歌：“公鸡上岭尾巴翘，鸭子下田
衔稻草。喜鹊上树叫名字，花鸣小鸟唱
山歌。”

七八岁时，她便开始跟母亲学唱畲
族民歌，她自幼聪明，一学就会。圆润洪

亮的声音，常常回荡在田间地头、
房前屋后，她也因此成为敕木山

下一只婉转的“百灵鸟”。回想
起这些畲歌，她那沧桑的脸
上透露出纯真的笑容。

畲族民歌由长辈传承
给晚辈，在一代代人中流
传。蓝陈启也将畲歌教给
了儿子、孙子，甚至曾孙
还在襁褓里时便熟悉她
的歌声：“小孩小又小，小
孩穿裙拖到地。早上去
玩晚上回，一身衣服都是
泥。”

蓝陈启的记性好，10
多岁后，1000多行的畲族史

诗《高皇歌》她能一唱到底。
“年轻时，我算是同辈人中唱得
比较出色的，胆子也大，大家都

不敢与对面山头的人对唱畲歌，只
有我敢。”亲戚好友们都夸赞她，而

她也即兴咏唱，敕木山畲族村寨的人都
知道这位畲歌唱得极好的姑娘。

18岁时，她嫁到了双后岗村。那时，
村里住的都是四面漏风的土寮。蓝陈启
说，火篾当灯草，辣椒当油炒，就是那时
生活的真实写照。

由于丈夫是干部，上班很忙，家庭里
里外外的事都由她来操持。她陆续生了
6 个儿女，后来丈夫又因高血压半身不
遂，她一边拉扯孩子，一边照顾丈夫。虽
然没有舞台让她歌唱，但她平时坚持哼
哼畲歌，以此宽慰自己。“从那一刻开始，
我就坚定了要将畲歌一直唱下去的决
心。”

2009年，蓝陈启再次遭受沉重打击，
长子病逝。她仍然用畲歌化解悲伤。“一
唱畲歌，烦恼也忘了！”蓝陈启说。

生活是歌、劳动是歌、交流也可以是
歌，“出口成歌”的蓝陈启，成了远近闻名
的歌手。

走出国门唱畲歌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景宁
畲族民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2008年 6月，被列入第二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993 年，日本福井市为举办环太平
洋民间艺术节挑选民间歌手。几位日本
客人来到景宁双后岗村欣赏了蓝陈启的
表演后，便约她第二年到日本演出。

蓝陈启又惊又喜，喜的是山村农妇
竟然有机会走出国门唱歌；忧的是自己
从未出过国，万一没唱好，会给祖国和家
乡丢脸。于是她日夜加紧练习。但不幸
的是临出发前两个月，三女儿因上山干
活摔成重伤。尽管蓝陈启精心照料，却
还是没能挽救回三女儿的生命。

这对蓝陈启来说，无疑是晴天霹
雳。白发人送黑发人，一向乐观的她泪
流满面，茶饭不思。而此时，离演出的日
子越来越近，所有手续都办好了，她却一
度想放弃到日本演出。

景宁畲族自治县文化局和镇里的领
导得知她的情况后，纷纷登门慰问，劝说
她一定要克服困难，打起精神，为景宁争
光。景宁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得知后，
也专门上门探望。

蓝陈启感受到了领导们及亲朋好友
的关爱和温暖，决定化悲痛为力量，穿上
畲族特色的凤凰装，走出国门表演。

1994 年 9 月，57 岁的蓝陈启启程前
往日本福井市。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
走出国门，一个语言不通、不识文字的畲
乡大妈，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同时也倍感
压力。

而她并未令人失望。参加演出时，
她不慌不忙地登上舞台，一边编织畲族
彩带，一边放声唱起畲歌。她的天籁之
音以及畲族彩带的独特魅力，成为现场
焦点。

演出结束后，观众意犹未尽，主办方
便邀请她再次登台。于是蓝陈启增演一
场《高皇歌》开篇独唱。蓝陈启继续一展
歌喉，精彩地演唱了《高皇歌》中的开篇
五首曲子，将演出的气氛再次推向高

潮。一时间，她的歌声传遍了日本。
活动结束后，她又前往敦贺市表演，

并受邀前往大阪市参加大阪博物馆建馆
20周年庆祝活动。蓝陈启依旧一边编织
彩带，一边唱歌。如瓯江水一般清澈的
歌声，在大阪博物馆流淌，那带着淳朴韵
味的《彩带歌》，虽然从语言上无法让异
域的日本人听懂，但优美的旋律和深情
的演绎，震撼了观众。

演出结束后，博物馆馆长找到蓝陈
启，希望能收购她的彩带和编织工具。
通过翻译，馆长的请求让蓝陈启一时没
了主意。她立即请示访问团团长，团长
也感到意外，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于
是专门向陪同的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的
官员征求意见，最后致电国内报告这一
情况。

多方辗转后，收到回复说：畲族彩带
是畲族传统工艺，其编织工具和彩带并
非是需要保密的物件与技术。蓝陈启这
才心里有底，答应了对方的请求。

博物馆馆长得知后，非常高兴，拿着
一叠厚厚的 5万日元递给蓝陈启。蓝陈
启对日元没概念，“当时我还悄悄问同行
的人，这钱拿回国能不能用？”回国后，
她立即兑换到 5900多元人民币。“相当于
我近两年的收入了。”

蓝陈启编织的彩带和工具，在日本
大阪博物馆里，成为中日友好的一个重
要物证，也是民族文化走出国门的一个
缩影。

唱出畲乡大风情

从日本演出回来，蓝陈启得到了一
个称号：畲族歌王。因为有蓝陈启，双后
岗村的名气也更大了。

上世纪 90年代末，景宁发展畲族旅
游，畲语畲歌畲舞是最具特色的文化资
源，双后岗村也决定搞旅游开发。蓝陈
启在杭州打工的大儿子回到村里，办起
了农家乐。

出过国的蓝陈启，成为了这个村风
情旅游的畲歌总教练。“这个村原本好多
人都不会唱的，我都教过。”如今，双后
岗全村 400多人中，能歌善舞的占到十分
之一，成了远近闻名的“民族风情村”。

那时，蓝陈启家的老房子也成了畲
族婚俗表演点，全年参与表演 200多场。
她常开玩笑：“我一年要当 200多次丈母
娘。”

20 多年来，她家常常宾朋满座，很
多人都跑来听她唱歌。从地方到中央，
从县内到县外，从国内到海外，那本发
黄的签名册记录了这些嘉宾们的到访
情况。蓝陈启成了县里、市里的一张文
化名片。

2001 年，景宁畲族风情歌舞剧《畲
山风》被选送到北京，参加全国少数民
族文艺汇演，这事成了小县城里街头
巷尾议论的大事。一向热爱畲歌的蓝
陈启心想，如果自己也能到北京的大
舞台上去唱就好了。正是从那时候开
始，蓝陈启常常模仿电视上的表演，为
有一天能站上首都的大舞台默默做着
准备。

那年 10月，她代表景宁参加了“浙江
省暨杭州市首届老年文化艺术周”，捧回
了彩带编织才艺表演制作奖。2004 年，
她又获得首届银龄美大赛浙江赛区组委
会最佳参与奖及“浙江魅力老人”荣誉称
号。

2008 年，她成为浙江省第一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那年 8
月，景宁县城石印山广场举行民间文艺
展示活动，蓝陈启和 50多名徒弟在台上
展开了 30多个回合的畲歌对唱，一时间
观众掌声不断。

2012 年 6 月，75 岁高龄的蓝陈启梦
想成真，成为风情舞蹈诗《千年山哈》里
年纪最大的演员，到北京参加第四届全
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并被安排在节目
互动中向嘉宾敬茶。演出前不久，她的
腿痛风又犯了，但她仍坚持演出。当畲
乡景宁的茶端到嘉宾面前时，大家都被
这位古稀老人所感动。

曾经有一次，省内 50多位作家走进

双后岗村开展采风创作活动，蓝陈启成
为“主角”之一，省作家协会主席、小说家
叶文玲称她是“畲乡人民优秀的代表”。
一位作家还写下《我的畲族阿娘》来记录
蓝陈启。

歌唱祖国大发展

蓝陈启说，她喜欢看新闻，通过新闻
了解国家大事。她见证了新中国翻天
覆地的变化，一辈子都用歌声来赞美祖
国。

1956年 12月，国务院认定畲族为 56
个民族中的一个，那时她与畲汉群众载
歌载舞，共同庆祝。1984年，景宁畲族自
治县成立，这更是畲乡的大喜事。她曾
自编歌词唱道：“党的政策真英明，中华
民族大家庭，景宁唯一畲族县，全国人民
心连心。”

她说，从解放初期吃不饱饭，到后来
家里盖了房子，特别是改革开放 40多年
来，畲乡景宁发生了巨大变化。 1978
年，大儿子结婚了。分田到户后，家里
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党的政策好，村
里开通了公路，还种起了香菇和茶叶，
村民生活越来越好，双后岗村是景宁第
一个通电话的畲族村，还搞起了旅游开
发。

她自编迎客歌：“欢迎贵客来畲乡，
畲民心中喜洋洋，山笑水笑人欢乐，留得
客人住下来。”

蓝陈启说：“我大多时候唱的畲歌都
不是普通的山歌，我唱的是国家的发
展。”

在蓝陈启的工作室内，她曾接待在
浙江工作过的习近平、李强、张德江等同
志。

2002年 11月 2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
记习近平来到景宁调研，双后岗是考察
中的一站。“高兴真高兴，今天看到领导
来。领导带来十六大，政府关心我畲
民。党的决定真英明，中央政策关心人
民……”

蓝陈启现场唱出这首歌，赢得阵阵
掌声。她怕习近平同志听不懂歌词，特
意让儿子将唱的内容记下来。

“唱完后，习近平同志和大家一起鼓
掌，还把写着歌词的纸张折好，放进了口
袋。”说起这段往事，她如数家珍，仿佛
就在昨天。

习近平在景宁调研时曾指出，“畲乡
特色要充分展现出来”。

蓝陈启说自己是祖国发展的见证
者，在新中国成立 75周年、景宁畲族自治
县设县 40周年之际，回忆起经历的点点
滴滴，感慨万千。以前，景宁出山很不方
便，2013 年景宁开通了高速，如今的畲
乡发展越来越好了。

今年 4 月份，景宁建县 40 周年庆祝
活动上，87 岁的蓝陈启身穿藏青色畲族
服装，腰系彩带，头戴凤冠发饰，盛装表
演。

“太平盛世好年景，民族团结代代
传……”回想社会的巨变，她的歌声更
加洪亮。

蓝陈启用歌声，唱出了畲乡发展的
自豪，唱出了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
紧抱在一起的团结。

让畲歌世代唱下去

20多年前，因为无人愿学畲歌，蓝陈
启曾经一度愁眉不展。现在，很多年轻
人都外出打工，会唱畲歌的人更少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如何把畲歌世代传下
去，成了蓝陈启最大的心事。

成为非遗传承人之后，蓝陈启最着
急的是“后继者”。她说：“‘非遗传承人’
是荣誉，更是责任。我要将畲族民歌传
承下去，让更多人了解和热爱我国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

为了让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畲歌，蓝陈
启创作的畲歌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变化
而变化。“敲开了毒品的大门，关上了希望
的窗。一次吸毒终生悔，莫拿生命赌明
天。”作为禁毒队的队员，这是她专门为
禁毒编写的《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她也是消防宣传员，还将消防知识
编进了畲族民歌，陆续创作了《消防教育
畲歌》《消防安全短歌》等十余首畲歌。

“消防知识要学习，不玩电器不玩火，碰
到火灾要报警，消防号码119。”她与孙媳
妇一起，唱响消防畲歌。

用畲歌宣传，使用当地的语言，能够
轻轻扣动群众的心弦，让宣传入心又入
脑。蓝陈启因此获得了“浙江省十佳消
防志愿者（服务队）”“首届浙江 119消防
奖先进个人”“丽水市消防工作先进个
人”等称号。

去景宁鹤溪小学给学生们教歌，到
福建泰宁以及温州等地示范，为畲族民
歌传承，她到处奔波。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向蓝陈启
拜师学艺。特别是每年暑假，来自各大
中专院校的学生，从各地赶来，专门上门
学艺。蓝陈启家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上，
留下了这些学生的签名。

虽然她教过不少人，但她最得意的
接班人还是孙媳妇雷汤菊。2015 年，在
外地开超市返乡创业的孙媳妇跟着她学
畲歌。雷汤菊虽然从小在畲家长大，也
会一些歌曲，但真正让她唱，她并不敢，
嫁到双后岗后，在蓝陈启的不断鼓励下，
终于也能一展歌喉，还成为了景宁畲族
自治县的非遗传承人。

现在，最让蓝陈启开心的是上高二
的曾孙蓝黄磊也加入了“畲歌”团队中，
跟着她学，还多次参加县里的演出。

蓝陈启说：“我唱了一辈子的畲族民
歌，有人能继续唱下去，我就满意了。”

从母亲的襁褓中一直到银发苍苍，
民歌一直与她相伴，80年来，她也用最纯
朴的歌词歌唱生活的酸甜苦辣，歌唱美
好的时代变迁。

她说，自己一辈子听党话，跟党走，
为党做事，为国家歌唱，希望畲歌一直能
唱下去。

采访结束时，蓝陈启又唱起畲歌送
别！

畲歌嘹亮，婉转悠扬地传出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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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继有人（左一为曾孙，右一为孙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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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高徒

禁毒宣传

畲歌对唱

蓝陈启蓝陈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