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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藏族歌者的“本真”生活

“把这扇窗户推开，闯荡一下外面的世界”
本报记者 桂 杰

藏族人阿旺·洛桑顿珠是中央民族歌
舞团独唱演员、 中央民族歌舞团歌队副队
长，曾经随团出访过20多个国家，演出700
多场。他是著名歌唱家蒋大为的弟子，与蒋
大为结下父子般的师生情谊。 2015年3月，
在蒋大为举办的“桃花盛开30年”晚会上，
他高歌一曲以谢师恩。

“实在不行 ，我大不了就
回迪庆”

“会吃饭，就会唱歌 ；会走路 ，就会跳
舞”，对于藏族孩子来说，这样的说法一点
也不夸张。虽然是男孩，从小喜欢唱歌跳舞
的阿旺人见人爱。 阿旺出生在云南迪庆藏
族自治州，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方。

故乡的一山一水、 一草一木都给他带
来了灵感， 各民族不同的歌舞音乐和表现
形式让他从小就受到丰富的民间音乐滋

养， 阿旺把各民族的歌曲都演绎得游刃有
余，成了当地有名的“小歌王”。

1990年， 阿旺考上了迪庆州民族师范
学院音乐教育班， 开始接受正规的音乐教
育，认识了五线谱，摆弄起了手风琴。 1997
年，他被选拔到迪庆藏族自治州歌舞团，担
任独唱演员。为了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阿
旺在工作之余身兼数职，除了在团里唱歌，
他还担任舞蹈演员和主持人。业余时间，他
曾放下演员的身段摆摊卖袜子、卖鞋子，贩
运蔬菜，还担任过代课教师。

2000年春天，一次机缘，他参与了云南
香格里拉·藏密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一个音
乐广告的制作。在合作过程中，公司一位领
导看到了他身上的潜力， 极力鼓励他报考
中央民族大学， 并承诺包下他进京考试期
间的一切费用以及第一年的学费。“我得有
勇气把这扇窗户推开， 闯荡一下外面的世
界，实在不行，我大不了就回迪庆。 ”于是，
阿旺踏上了北上的火车。

在北京， 阿旺拜见的第一个名师是中
央民族大学声乐教授吴坤侠。当时，他在北
京人生地不熟， 通过朋友辗转介绍认识了
吴坤侠。 刚来北京时，为了准备考试，每天
早上5点多，他从租住的地下室爬起来，6点
准时出现在吴老师的琴房前练歌。 一周时
间下来， 阿旺觉得自己的备考状态和音乐
表现力都有很大提高。 当他把用信封包裹
的为数不多的报酬交给吴坤侠时， 吴老师
拒绝了。“孩子，这个老师不能要，你留着买
东西吃，买火车票。 ”初来北京的阿旺一下
子有了亲人般的感觉。

2000年9月， 经过竞争激烈的考试，阿
旺以全国专业课第一的成绩进入中央民族

大学音乐学院音乐表演专业学习。 由于毕
业后曾经工作过两年， 阿旺把自己当成同
学们的大哥哥，真诚待人，主动承担班级工
作，不但在学生会担任过外联部部长、宣传
部部长等职务，而且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多

次带领同学在街道和社区进行各种义务演

出。

“兄弟，你愿意拍戏吗？ ”
在中央民族大学同学眼中， 阿旺是一

个特别优秀的学生。他肯吃苦，学校的琴房
他总是第一个到， 最后一个离开。 上学期
间， 他的音乐才华就得到了专家的赞誉与
肯定。凭借优异的学习成绩和表现，他两次
获得教育部国家二等奖学金， 多次被评为
校优秀学生干部和优秀党员。

2001年5月，刚上大一的阿旺得到了一
个机会，受新加坡海峡音乐艺术协会邀请，
与一批艺术家赴新加坡参加了“新、蒙、藏
歌声扬狮城”音乐会。2001年9月，又参加了
首届“全国歌手唱云南”电视大奖赛，获得
了专业组优秀奖。

2002年9月，中央电视台“同一首歌”节
目走进中央民族大学举办国庆专题晚会，
阿旺应邀担任了主持人、独唱和对唱演员。

2003年， 青年导演陆川筹划拍摄电影
《可可西里》。在一个偶然的饭局上，正在四
处寻找演员的陆川一眼看中了阿旺。 “兄
弟，你愿意拍戏吗？我有一个片子要在藏区
拍，尝试下如何？ ”“好啊，您觉得我合适就
带着我，不合适就别带我。 ”试拍了一个广
告之后， 陆川正式邀请他出演该电影巡山
队员“达瓦”一角。

收到邀请函后， 阿旺向班主任作了说
明并请假，向学生处打报告，得到了副校长
的签字。 他当时给学校写的保证书是一定
不忘学习，学期末准时参加学校的考试。

电影《可可西里》的拍摄时间是5月到
11月，拍摄条件非常艰苦。 “我们剧组留下
的脚印， 也许就是这个地方人类留下的第
一个脚印，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 ”

阿旺至今清楚地记得自己在电影里的

一句台词：“说句老实话， 每次回到可可西
里，见到公路和远处灯火的时候，都像见到
天堂一样。”很有感觉的一段话，自己一说，
眼泪就要涌上来， 但陆川却在旁边一次次
大叫：“NO！ 记住，不要朗诵，不是让你演
话剧和歌剧，不要煽情，要真实平淡地说出
来。”最后，阿旺用带着一点方言的土语，看
似很平淡地说出了这句话， 给观众留下了
挥之不去的印象。

有人劝阿旺留在影视圈发展，他却说：
“电影《可可西里》让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和
心态都有很大的变化， 以前的事业都是为
了个人，现在这种欲望少了，把心态放平稳
了。 ”

2004年，阿旺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留
在了北京。

最美的歌献给妈妈

2006年端午节， 阿旺第一次回到故乡
香格里拉市演出。 那次，他唱了《香格里拉
迎宾曲》《快乐藏人》等五六首歌曲，现场气
氛热烈。在家乡人的心中，阿旺就是当地走
出去的大明星。

由于个性鲜明突出，入团后，他很快就
以优秀的表现赢得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
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中央民族歌舞团中， 阿旺有自己的
良师益友， 著名歌唱家蒋大为就是其中一
个。他真正决定追随蒋大为是在2006年。那
年， 他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青年歌手大奖
赛，不想最后却没有拿到心仪的名次，本来
处在巅峰状态的他非常沮丧。 蒋大为主动
找到他，耐心地帮他分析：一是选歌没有选
好；二是在处理上还有一些细节不到位。蒋
大为的一席话，让阿旺的心暖了，找到了努
力的方向。

其实， 2004年年初来团里时， 阿旺就
想拜蒋大为为师， 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
比赛之后， 他正式拜蒋大为为师。 在蒋大
为的悉心指导下， 他的声音和感觉有了跨
越式提高。 蒋大为总是要求他在唱歌时，
声音尽量回归到自然说话的状态， 因为在
他看来， 演唱技巧使用太多了， 歌曲就失
去了灵动性。

蒋大为为人的大度也令阿旺钦佩。 比
如， 有时电视台请蒋大为上综艺节目或演
唱会， 蒋大为总是找理由推掉并亲自致电
编导嘱咐务必把机会留给阿旺。 蒋大为的
歌曲《最美的歌献给妈妈》目前几乎成为阿
旺的代表曲目。 “蒋老师从来不会说，这首
歌是我的，别人不许唱，他总对我说，随便
唱，需要我歌曲的伴奏带，随时来取”。

今年，蒋大为在上海、长春和大连有3
场独唱音乐会， 阿旺都是音乐会的特邀嘉
宾。音乐会的要求只有一个，即来的人必须
现场真唱不能放录音。在成长的过程中，阿
旺也始终用“保持本真”的信条要求自己，
待人真诚，真心演绎，用真情去赢得人生中
的每一步。 AD

父亲，请接受这一杯酒
夜， 黑漆漆， 静悄悄； 窗外， 雪花大片大片地落下， 而

我独自端着酒杯， 却早已泪如泉涌。
如果天堂真的存在， 那么， 父亲啊， 儿的呼唤您能听到

吗？ 斟上这杯您最爱的古井贡酒， 今夜咱爷俩不醉不休！
我的父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 他一辈子没有别的嗜

好， 惟独喜欢喝酒。 从我记事开始， 每到饭点， 父亲都会从
床下的箱子里拿出他那擦得铮亮的铜酒壶， 小心翼翼地斟
上一小盅白酒， 就着咸菜， 一小口一小口美美地抿着。 我
和妹妹坐在旁边， 眼馋地看着父亲享受的表情， 也对酒充
满了期待， 可是谁也不开口， 没有父亲的批准， 我们是动
不得的。

然而有一天， 我实在禁不住诱惑， 偷偷地打开了父亲的
箱子， 那个铮亮的铜酒壶和那个小酒盅像宝贝一样被珍藏在
箱子里面， 上面还蒙着纱布。 我迫不及待地猛灌了一大口
酒， 顿时辣得我全身发烫， 满脸通红， 不一会就感觉天旋地
转了……事后我问父亲， 为什么喜欢那么难喝的东西？ 父亲
兴致勃勃地说： “酒是天河水， 喝了长智慧啊， 等你长大了
就知道了！”

然而等我长大后， 父亲却很少饮酒了。 那时候我和妹妹
都在读高中， 家里花销很大，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父亲便
偷偷把酒戒掉了。 直到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 父
亲的酒壶中才重新装满了酒， 而那酒壶还铮亮的， 没有一丝
灰尘。 父亲颤抖着拿起酒壶， 仿佛看见了久违的朋友， 仔细
地端详了很久。 那一夜， 父亲史无前例地邀我陪他一起喝了
好几杯， 提起我儿时的故事， 他的眼里流下了喜悦的泪水。
不过， 父亲当时喝的那种不知名的劣质白酒像火一样灼烧着
我的心， 看着父亲那端杯的手已干枯得犹如冬日里粗糙的老
树枝， 我的心也如刀割一般疼———作为他的儿子， 我内疚不
已， 我对他说： “对不起， 爸， 我害得您连酒都喝不上， 以
后我一定买最好的酒给您喝。”

大二那年春节， 我真的带了一瓶好酒回家， 那是一个同
学送我的古井贡酒。 打开瓶盖， 古井贡酒的绵柔幽香扑鼻
而来， 父亲陶醉地嗅着， 大声赞好。 我高兴地为父亲斟了
满满一杯， 父亲小心地接过， 颤抖着送到嘴边， 每抿一口
都无比惬意， 他说这是他这辈子觉得最好喝的酒。 几杯进
肚， 父亲醉了， 泛红的脸上还带着笑容。 我仔细地端详着
父亲， 他的两鬓已经看不到黑发， 消瘦的脸庞被无情的岁
月刻下了深深的痕迹， 那只端杯的手已经无法伸直……他
才43岁啊， 可是， 他再也不是那个像大树一样为我遮风挡

雨的父亲了！
就在那一年， 父亲的身体骤然衰落， 到后来严重到咳

血。 在一个寒风凛冽、 大雪飘飞的冬日里， 父亲因肺癌永远
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听母亲说， 父亲极其珍爱那瓶我送他的
古井贡酒， 就连包装纸盒也不肯丢掉。 每次他都不舍得多喝
一点， 直到临终之前， 他还挣扎着翻出我送他的古井贡酒，
抱在手里。 我在外地上学没有看到父亲的最后一面， 只是一
看到那个擦得铮亮的铜酒壶就想起父亲端着酒杯对我说 ：
“酒是天河水， 喝了长智慧啊……”

从此以后， 我也爱上了古井贡酒， 爱上了它绵甜爽净的
味道。 品着古井贡酒， 回忆着那一幕一幕的往事， 感受着父
亲给我的平凡而伟大的爱， 多年以来， 我明白了， 那酒的味
道， 其实是父亲的味道， 让我回味一生。

（戴秀珍）

位于古井贡酒酿造遗址公园内的宋代古井

广西南宁社区干部谢华娟十多年贴心服务表达心声———

“少数民族同胞都是我的兄弟姐妹”

本报记者 谢 洋

通 讯 员 韦颖琦 薛瑞环

“出了火车站就找中华中路社区，有困
难就找谢华娟帮忙。”在前来广西南宁的维
吾尔族、回族等少数民族打工者中，流传着
这么一句话。

今年47岁的谢华娟是南宁市西乡塘区
中华中路社区党支部书记。 中华中路社区
距离南宁火车站只有几百米， 所以这里成
了新疆、 甘肃等地许多少数民族打工者来
到南宁的第一个落脚点。 中华中路社区仅
0.6平方公里的辖区范围内居住着汉、 壮、
维吾尔、回、苗等15个民族的居民，社区总
人口3084人， 其中少数民族约占社区总人
口的30%。

“我是社区的服务员，少数民族同胞都
是我的兄弟姐妹 ， 为他们服务我义不容
辞。”在社区任职的10多年来，谢华娟是这
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她从不退缩”
今年74岁的申凤秀是中华中路社区里

的退休老干部， 作为社区元老的她一路见
证了“小谢”的成长。

2004年谢华娟刚调到这里做社区主任
时，社区流动人口众多、卫生环境差、管理
混乱、 本地居民排外等问题都让她感到巨
大的压力。

社区里不时会传出这样的声音：“别的
社区都是男主任，也不一定能干好，她一个
女人能行么？”

谢华娟清楚地记得，2004年9月， 中华
中路社区搬来了一批新疆小伙子， 由于语
言不通，生活习惯差异较大，导致他们与本
地住户之间摩擦不断。 申凤秀看出了谢华
娟内心的“紧张”，就和社区其他几位老干
部多次鼓励她。

后来， 申凤秀和一批社区老领导一次
次被这个内心很强大的女人折服。“小谢胆
大心细，办事用心用脑，遇到需要处理的事
情，她从不退缩，最终也总能妥善解决”。

一次， 两位维吾尔族小伙子因为摊位
问题发生纠纷，最终引起两群人的对峙。晚
上8点多，正在办公室加班的谢华娟，听到
外面的吵闹声，立刻跑了出来。两伙人手上

拿着铁棍打算“干架”，气氛十分紧张，旁边
的居民在一旁围观，谁也不敢上前劝阻。

谢华娟一把拉出绑在一起的一辆三轮

车和两辆自行车， 正好把两群人隔开。“我
也不知道当时自己哪里来的牛劲”，她抢过
其中一个人手中的铁棍用力敲打着铁栏

杆。 在办公室陪着谢华娟加班的女儿第一
次看到这样的场面，吓得哭了。

“我是社区书记，你们有什么事情跟我
说。都是自家兄弟，出门在外，为一点小事
伤了和气，多让人笑话！”谢华娟的挺身而
出，让双方紧张的气氛缓和下来。

第二天，谢华娟私下里听说，双方并没
有完全消气，他们为了不让“谢书记为难”，
说要另找地方大干一场。 为了让双方彻底
解开恩怨，谢华娟还找来45岁的图尔贡江·
提赛伊迪作为双方的调解员。 在社区已经
居住了10年的图尔贡江·提赛伊迪是外来
维吾尔族同胞心目中的老大哥， 在他的认
真劝导下，双方最终和好如初。

心细的“管家婆”

说起谢华娟的心细， 身为社区活动骨
干兼楼栋组长的刘奶奶深有感触地说：“民
族兄弟想到的事情，她都能想到，民族兄弟
想不到的事情，她也替他们想到并做到了。
她把民族兄弟当自己人， 民族兄弟把她当
‘暖心人’。”

2006年， 谢华娟发现社区里有一位回
族老妈妈经常闷闷不乐。 她经多方打听才
知道， 老人的两个儿子年轻时因为跟人打
架被抓， 出来后找不到工作。 谢华娟就主
动做两兄弟的 “担保人”， 四处询问用工
单位， 最终帮他们联系到当保安的工作。
现在， 两兄弟都做到了单位保卫工作的管
理层。

谢华娟心里还时常挂念一个已经跟父

母回到新疆大半年的漂亮的维吾尔族小女

孩，“茹柯椰木走的时候， 在学校已经可以
跟别的小朋友交流了，有时还当父母的‘小
翻译’”。 原来，7岁的茹柯椰木到了上学年
龄，却经常在社区里一个人玩耍，这让谢华
娟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谢华娟在走访中
了解到， 茹柯椰木是因为语言和饮食方面

不习惯才退学的。 谢华娟通过多次与教育
局、 学校沟通， 终于让小姑娘再次进了学
校。虽然小姑娘的爸妈要求不高，只期望孩
子“会说汉语就行”，但谢华娟总是很认真
地鼓励小姑娘要好好学习。

谢华娟发现社区里的维吾尔族孩子牛

奶不够喝，打听后知道他们在附近很难买到
清真牛奶，于是她就专门跑到社区附近的一
家超市，跟店长商量多进一些清真牛奶。 为
了让维吾尔族同胞在南宁找到家的感觉，谢
华娟鼓励维吾尔族同胞把自家的古尔邦节

办起来，她不但帮忙买来食材，还主动走进
队伍里，跳起极不熟练的新疆舞……

最让维吾尔族同胞意外的是， 谢华娟
还给他们搞来了一台电脑。 谢华娟有一次
值班发现， 有几个维吾尔族小伙子晚上回
来得很晚。谢华娟问了才知道，他们去网吧
下载新疆歌曲了，“因为摆摊时要用”。没过
几天， 维吾尔族同胞们就看到谢华娟从市
民委那里帮他们申请了一台电脑。为此，谢
华娟还专门在社区办公室二楼腾出一个五

六平方米的房间放置电脑。 大门是维吾尔
族同胞自己设计的伊斯兰建筑风格， 门口
贴的牌子上面分别用汉语和维文写着 “温
馨之室”。每逢下雨天，这个小房间就成了
新疆同胞最爱去的地方，“他们经常四五个
聚集到一起来这里下载一些维族歌曲，跟
远在新疆的家里人视频聊天， 或者看一些
维文电视剧”。

打造一个温暖的家

谢华娟说：“每年中秋、国庆前后，很多
维吾尔族同胞会趁着农闲举家来到南宁销

售葡萄干、核桃等，待到来年三四月再回家
乡种地。”新疆距离广西4500公里，维族同
胞返乡时需要在郑州转车， 坐火车要四天
五夜。由于路途遥远，谢华娟放心不下，总
会打好几个电话问他们到家没有。

送别的场面对于这位在火车站旁边的

社区工作多年的谢华娟来说再寻常不过，
可每一次送少数民族同胞上火车她都忍不

住流眼泪。
“忘记拍照片了，今年一定要拍！”谢华

娟舍不得那些已经回家乡的少数民族同胞

们，舍不得她口中说的“自己人”。
在中华中路社区二楼办公室， 一进门

就看到对门的墙上写着的民族政策， 进门
右手边的墙面上也挂满了少数民族居民活

动的照片。为了节省空间，谢华娟把各民族
同胞活动的照片做成了一幅幅可以推拉的

卷帘， 一面墙可以当几面墙用。“我担心他

们以后回来看不到自己的照片， 就特意去
做了这样一个卷帘， 来的时候就放下来给
他们看。”谢华娟说，无论是哪个民族的兄
弟，出来打工都不容易，她希望让他们在南
宁感受到家的温暖。

订维语画报、拜托附近的便利店多进
一些清真食物、帮新来的年轻人安排旅游
……谢华娟记住了每一个少数民族同胞
们不经意间提出来的小心愿并帮他们去完

成，始终亲力亲为。
“我的手机都是24小时开机的。”这位

每天忙着服务群众的社区“管家婆”几乎把
社区办公室当成了家， 而她自己的小家却
总是被排在后面。 在女儿需要妈妈帮忙辅
导功课，需要妈妈陪伴在自己身边的时候，
一心想着服务群众的母亲总是缺席。“我对
她们感到很愧疚……” 谢华娟的眼里涌出
了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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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花海醉游人
宁夏：沙漠黄金季

左上图：7月22
日，游客在门源
油菜花海内游

览。
青海省海北藏

族自治州门源

回族自治县近

50万亩油菜花
盛开 ，形成 “百
里油菜花海”的
美景。
新华社记者

张宏祥/摄

左下图：7月22
日，游客在宁夏
中卫市沙坡头

旅游区体验骑

骆驼穿越沙漠

项目。
7月份以来 ，宁
夏进入沙漠旅

游黄金季节，暑
期旅游客流与

开斋节小长假

客流叠加，宁夏
中卫市沙坡头

景区等沙漠游

线路迎来夏季

旅游高峰。
新华社记者

王 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