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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长长的藤梯挂在悬崖上，那是四川凉

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被称为“悬崖村”的

支尔莫乡阿土列尔村通向外界唯一的“出

路”。也正是循着这条“路”，许多人才知

道在大山深处还有这样一群人，过着与世

隔绝的日子。

第一眼看到“悬崖村”的照片，远在

天津的周文君就再也无法把目光从那里抽

回。新闻照片里，稚嫩的孩童在没有任何

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徒手攀爬着悬崖上的

藤梯上学，作为一个母亲，周文君觉得自

己的心一下子被紧紧地揪住。

“路”的这一端，周文君仿佛被一种

力 量 牵 引 着 ， 这 些 年 她 一 次 次 走 进 大 凉

山，去最穷困的山村照顾老人，给他们塞

钱看病；给失去父母或是家境极贫的孩子

当“妈妈”，帮孩子们洗澡，给他们穿新

衣，还把他们接到天津来看看“路”这边

的世界。

因为在公司负责档案整理工作，周文

君把大凉山孩子们的照片也整理成一份爱

的档案，没想到引起了许多同事的极大关

注和响应。近几年，中建三局“蓝宝”志

愿服务队的年轻人们也跟着周文君一起，

开启了跨越 2000 多公里的爱心之路。

不被人关注的小山村

昭觉县“悬崖村”嵌在美姑河大峡谷

断坎岩肩斜台地上，海拔 1400 多米，与

地面垂直距离约 800 米。村民祖祖辈辈在

这里繁衍生息，进出村子都要顺着悬崖断

续攀爬 10 多条藤梯，其中接近村庄的两

条相连的藤梯陡得几乎与地面垂直，危险

不言而喻。

周文君在网上查阅了许多“悬崖村”

的资料，找到了阿土列尔村的电话，随后

几经周折，终于联系到昭觉县扶贫办工作

人员。“哪个地方最需要人帮助，我想去

那里帮忙。”工作人员告诉她，“悬崖村”

被媒体报道后，得到了很多人关注，倒是

有 一 些 地 方 ， 虽 然 地 理 条 件 没 有 “ 悬 崖

村”那么特殊，但非常贫困，也没有什么

人关注。

位 于 海 拔 1600 多 米 的 哈 甘 基 点 小 学

就 是 这 样 的 地 方 ， 学 校 里 有 200 多 名 学

生，令人吃惊的是，其中有 100 多个孩子

是孤儿。以前，山上没有医院，卫生条件

很差，村民生病也不去医院，就等着自生

自灭，很多人年纪轻轻就离开了，孩子便

成了孤儿。

像是被遗忘在山上的小石子，那些小

孩子不仅没有父母的关爱，不少还要负责

照顾家里的老人。很多孩子连过冬的衣服

都没有，只有在学校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

饱饭。

这所小学成了周文君的扶贫点。寄捐

了一批财物之后，周文君决定去那里看一

看 。 她 从 天 津 飞 到 成 都 ， 再 租 车 带 上 吃

的、用的一大批物资，开车上大凉山。

弯弯曲曲的山路越走越难，泥泞的道

路只有 3 米宽，旁边就是陡峭的悬崖。最

难 提 防 的 ， 是 山 上 突 然 落 下 的 石 块 和 泥

土，那可能会要人性命。被落石挡路是常

有的事，必须停下车把石头搬开，车才能

开过去。

就这样，开开停停，周文君从早上开

到天黑，大约 8 个小时才到达昭觉县。而

哈甘基点小学，还在更高的山坡上。

尽管心里有准备，但初次见到这所学

校时，周文君还是愣住了。学校只有几间

破败的平房，房顶盖着瓦片，桌椅没有一

张是完好的。孩子们全都又黑又瘦，鼻子

下挂着两行长长的鼻涕。很多孩子一年都

不洗一次澡。

午饭时间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候，他

们 蹦 跳 着 端 着 饭 到 操 场 上 吃 ， 周 文 君 一

看 ， 每 个 人 的 碗 里 只 有 掺 杂 着 粗 粮 的 米

饭，连下饭的菜都没有。周文君没忍住眼

泪，把身边的孩子搂在怀里。

“没有人像你这样，来了又来”

周文君去走访了许多贫困户，一幕幕

情景触目惊心。走进一间土坯房时，屋里

黑漆漆的，墙壁、地面都是黑的，家里连

一张床都没有。那家只剩一个病人了，他

躺在“床”上动弹不得，所谓的“床”其

实就是在地上随意铺的纸箱皮。

周文君给他送了大米等食物，把钱塞

到他手里，嘱咐他一定要去看病。那人没

说话，可在他的眼神里，周文君分明看到

了绝望。

就这样，她挨家挨户到村里最困难的

人 家 探 望 ，给 每 家 每 户 都 留 下 钱 ，少 则 几

百，多则上千，临走时，她都会留下这样一

句话，“好好生活，我每年都会来看你。”

2017 年，听说昭觉县日哈乡 50 户人家

房子被雨水淹没，周文君立刻拿出 1万元慰

问金，联系当地扶贫办的工作人员，请他们

帮忙送到受灾农户手里。一个皮肤黝黑的

彝族汉子接过钱在雨中掩面，流下了眼泪。

周 文 君 一 而 再 再 而 三 地 出 现 在 昭 觉

县，扶贫办的工作人员感到很惊讶，他们对

周文君说，“有很多好心人来过，但从来没

有一个人，像你这样，来了又来。”一些村民

也盼着天津的周姐出现，每次她都会带来

各种物资和钱。对当地人而言，几百元可能

就能让一家人吃上很长时间的饱饭。有的

老人说，小周比他的家人对他都好。

周文君格外关注那里的孩子们，她知

道，孩子才是当地摆脱贫困的“出路”。孩子们

对周文君也格外亲昵，“周阿姨”一到学校就

被孩子们团团围起来。她和其中的3个孩子

结了对子，“他们是我在大凉山的3个孩子。”

她去过其中一个 8 岁的女孩家里，一

家 5 个孩子住在一间房子，屋子中间放了

一口锅，家里只有一个很暗的灯泡。女孩

子很腼腆，怎么问也不爱说话。听说女孩

子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洗过头发了，“周妈

妈”带着女孩到县城里，给她洗头洗澡，

买了新衣服换上。

让周文君感到心疼的是，每次她问孩

子们想要什么，他们都说不需要，“从来不

向我提任何要求。”一个单亲的男孩子，从

小到大没有穿过一双新鞋。周文君问来他

的鞋号，一年四季都给他寄新鞋穿。

有人问，为什么不捐旧衣而是要买新

的？周文君说，这些孩子都是我的孩子，他们

也爱漂亮，应该有其他孩子一样的新衣服

穿。

不善表达的山里孩子把这份爱珍藏在

心里，写在给“周妈妈”的信里。一个叫

沙马布且的孩子写道：“我永远忘不了您

给我带来的衣服和鞋子，长大以后，我要

成为一个像您一样帮助别人的人。”一年

级的饿里作也在信里表达了自己的感谢：

“谢谢您有一颗善良的心，温暖了我。”

从一个人 到一群人

周文君总在想，改变这些孩子的困境，

靠自己一个人是远远不够的。她发挥自己

的专长，用镜头将孩子们的学习与生活记

录下来，整理成山区孩子的生活档案，没想

到这一份档案引起了很多人关注。很快，许

多同事、朋友都加入到帮扶的行列中来。

再次到大凉山时，中建三局“蓝宝”

青年志愿者们也来了，大家给学校捐赠了

2000 余册书，200 多套文具等学习用品，

为孩子们带来了多种体育器材，还为学校

建起第一个图书室——圆梦书屋。

这几年，脱贫攻坚国家战略的深入实

施，也改变着大凉山的面貌。那些坑坑洼

洼的泥土路已经变成宽阔的柏油路，曾经

破旧的学校已经拆除重建，学校里来了许

多外地的支教老师。

志 愿 者 曹 潇 文 发 现 ， 新 校 舍 建 起 来

了，可一到午饭时间，孩子们还是端着碗

蹲在操场上吃饭，他上前一问，孩子们才

告诉他，“新教室太漂亮了，怕弄脏。”

年轻的志愿者们拉起孩子的手，教他

们唱 《我和我的祖国》；给他们讲解卫生

小常识和女童保护知识，帮助孩子培养良

好的生活习惯。

志愿者中有一位是被称为“工地画家”

的 农 民 工 赵 金 良 ，他 举 起 画 笔 问 孩 子 们 ，

“说出你们喜欢的，我就给你们画出来！”出

乎 意 料 的 ，孩 子 们 给 出 的 答 案 ，都 只 是 老

虎、小狗等动物。志愿者们这才明白，这里

的孩子们没有电视、没有网络，目之所及

的地方，就是他们全部的世界。

第二年，志愿者们再来到这里时，给校

区里安装上了多媒体设备、铺设了无线网

络，让孩子们能通过无线网络与远在外地

打工的父母视频通话；他们更希望孩子们

通过互联网，让视野和梦想飞出大山。

为 了 能 让 这 些 孩 子 触 摸 到 更 大 的 世

界。去年夏天，周文君和“蓝宝”志愿者

把几个品学兼优的孩子从大凉山接到渤海

之滨的天津。周文君给每一个女孩子梳洗

打扮，搂着她们一起睡觉，孩子们兴奋得

都睡不着。一个不爱说话的小女孩悄悄对

周文君说，这是她最开心的日子，“我会

好好学习，以后再来看周阿姨。”

今年 6 月，周文君和“蓝宝”青年志愿

者特意来给这所学校毕业班的孩子举办了

一个别开生面的毕业典礼。孩子们高兴地

跳起舞来，跳了一支又一支。

在教室里，志愿者给孩子们讲这场全

民战疫，讲中建三局的叔叔阿姨们用 10
天建成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故事。孩子们

听得入神，眼中发光，喊着说要成为像叔叔

阿姨一样，能为国家作贡献的人。

亲历了当地脱贫攻坚几年来的变化，

周文君清楚，无论是让乡村脱贫摘帽奔小

康，还是防止返贫、使乡村走向振兴，都需

要年轻一代的努力和奋斗。而这些孩子在

成长的道路上，多获得一分爱，将来也会传

递出更多的爱。

她期待大山里的孩子都能找到自己人生

的“出路”，而她愿意一

直当他们的港 湾 。在

毕 业 仪 式 上 ，她 对 孩

子们说，“希望你们都

成 为 有 责 任 、有 担 当

的人。但不管你们走向

何 方 ，我 会 一 直 在 这

里，关注着你们。”

爱的“出路”
□ 曹 林

湖南女孩钟芳蓉以文科 676 分的成

绩报考北大考古专业，有人不解，有人

盛赞，有人不屑，有人宠之，震动了大

半个考古界，女孩崇拜的考古界权威樊

锦 诗 教 授 专 门 写 信 鼓 励 她 “ 静 心 读

书”，希望社会不要再打扰她。这件事

说明，贫困限制不了一个人的想象力，

思想的贫困才会。阶层固化不了一个人

的身份，思维的僵化才会。很多人折腾

一辈子才能明白、甚至始终都明白不了

的道理、跳不出的固化囚笼，而钟同学

如此早就明白和跳出来了，让人羡慕。

报自己喜欢的专业，而不是别人眼中赚

钱、好就业的专业，这个让很多人“意

外”的选择，恰恰在回归常识中碾压了

那些被庸常成功经验所囚禁的人，给了

这些人一记棒喝。

留 守 女 孩 ， 寒 门 学 子 ， 穷 人 家 孩

子，赚钱的专业，好就业的专业，冷门

专业——每一个标签，其实都是一个囚

笼，打着世俗偏见的烙印，限制着人的

想 象 力 ： 留 守 的 ， 就 会 如 何 ； 寒 门 出

身，就应该怎样；哪个专业赚钱，哪个

专业没前途，哪个专业好找工作，寒门

学子该报什么专业，有钱人该报什么专

业。带着对寒门、考古还有所谓“热门

专业”的狭隘认知，一些被贫困想象力

扼杀的人，以过来人成功经验的名义，

扼杀着下一个人的想象，形成社会中平

均且平庸的套中人格。

正是这种庸常成功经验对自由想象

的扼杀，使人们对成功的想象是那么的

单一。有闲阶层曾编出一个段子，对陕

北“放羊娃”死循环般的单一追求充满

同 情 ： “ 你 每 天 干 什 么 ？”“ 放 羊 。”

“ 放 羊 为 了 什 么 ？”“ 挣 钱 。”“ 挣 了 钱

呢 ？”“ 娶 媳 妇 。”“ 娶 了 媳 妇 呢 ？”“ 生

娃。”“生了娃，让他干什么？”“放羊。”贫

困限制了穷人的生活想象力，在放羊与

生娃中重复，可那些貌似生活在开放环

境中的人又如何呢？有人以戏仿的方式

编出另一个单一的人生循环：考北大清

华→努力学习→北上广找工作→挣钱→
买房娶媳妇→生娃→考北大清华。这个

版本的单一梦想，见证了另一种贫困，

思想封闭、思维僵化、缺乏热爱和自主

追求所带来的梦想贫困。

正如放羊娃的追求中没有梦想、兴

趣和喜爱的位置一样，“考名牌→赚大

钱→生娃考名牌”的死循环中，一样没

有梦想和热爱的位置，两者相比，只不

过是一种“低级贫困”与一种“高级贫

困”的区别。同情着前现代放羊娃的现

代人，不过在另一种较高的物质层面上

重复着“都市放羊”的生活：做着自己

不喜欢的工作，过着没有热爱的生活，

做着他人眼中的成功样子，红红火火浑

浑噩噩，终其一生碌碌无为。

谢谢小钟同学，她不一样的选择，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主见的灵魂追逐自

己热爱之事业的自由模样。当然，考古

未必是其真热爱的事业，人在每个阶段

的想法不一样，也许历尽千帆之后她又

发现了新的热爱，但她起码在这个重要

阶段敢于自主地作出判断，敢于在价值

排序中把兴趣和热爱放在比世俗所认为

的赚钱、就业、身份地位更高的位置。

特 别 是 在 高 考 择 业 这 个 重 要 的 人 生 关

口，特别是她还背负着他人眼中的“留

守”和“寒门”标签，这种选择更了不

起 。 被 单 一 梦 想 和 当 下 利 益 锚 定 的 鸟

们，被物欲和浅见囚禁的鸟们，就不要

用你被囚禁的“安稳”，去嘲笑飞鸟的

自由了。

什么专业赚钱，什么专业好就业，

什么专业更有前途，这种以专业为中心

的衡量标准，本身就是一种主体错置的

误区。决定一个人前途的，永远是作为

主 体 的 人 的 努 力 ， 而 不 是 某 种 专 业 身

份，人始终处于决定性的中心和主体位

置 。 没 有 什 么 专 业 带 着 必 然 赚 钱 的 基

因，也没有哪个专业可以保证你必然找

到好工作。没有不行的专业，只有不行

的人，所谓热门和赚钱，只是一种世俗

的成功学意识形态在一个短时段的数据

统计中制造的幻象，这种统计中根本看

不到人，忽略了个体的努力及个体的巨

大差异。人是自己的努力所定义的，而

不是“专 业 ” 所 定 义 的 ， 人 不 是 专 业 的

工 具 。 计 算 机 和 金 融 专 业 里 ， 一 堆 退 学

的 人 ， 一 堆 在 游 戏 中 成 为 废 才 的 人 ， 也

有 一 堆 找 不 到 工 作 的 人 ， 专 业 应 该 背 这

锅吗？

我一向认为，在大学里，以兴趣为导

向的人的饱满和完整发展，比专业重要多

了。卢梭在 《爱弥尔》 中说，在使爱弥尔

成为一名军人、教士或行政官员之前，他

先要使他成为一个人。约翰·斯图亚特·

密尔也声称，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商人、

企业主或专家。因此，让教育使他们成为有

能力、有理智的人，他们以后在社会中所担

当的角色会满足他们自己。倘若你把他们

培养成有能力的、明智的人，他们就会成

为有能力的、明智的律师或医生。

所以，每当有学生让我推荐专业或者

阅读书目时，我都会跟他们说，本科阶段

（尤其是文科） 最好选一个不需要对应着

一个明确工作岗位的专业，读一些不是以

找工作、考试、赚钱为目的的书，掌握无

功利的、跨专业、整体的知识，在文史哲

通识熏陶中成为一个知识金字塔基宽厚的

人，在兴趣和好奇心的驱动下打开一个开

阔的世界，而不是一开始就把自己关在一

个狭窄而自闭的专业牢笼里。当你有了这

种 宽 厚 的 积 淀 ， 成 为 一 个 饱 满 而 明 智 的

人，加上一定的职业训练，就会成为饱满

而明智的法律人、新闻人、学术人。

今天热门的专业，4 年后可能就是冷

门 了 ， 今 天 在 统 计 数 字 上 赚 钱 的 专 业 ，4

年后可能就不行了。专业的“冷热”不断在

变，而对人才的判断标准不会变。热爱一个

专业，那就果断去选择吧，没什么比这个更

重要了，热爱是成就一个人最好的内驱力，

在热爱中打开一个知识世界，在热爱中让

自己思想明智人格健全。工作机会，体面生

活，财务保障，是一个人努力的自然结果。

牺牲自己的热爱，寄望于他者导向的专业

的“热门性”和“赚钱性”为自己未来保底，

是舍本逐末。大学 4 年都盯着一份工作，在

找工作的焦虑中学习，培养出来的可能只

是一个永远处于知识更迭焦虑中、可被替

代的人手（而非一个行业的“人才”和“人

物”）。带着热爱去追求，初心有处安放，可

以走得更高，更远。

我相信聪明如钟同学一定明白，非以

找工作和赚钱来衡量，以后北大考古毕业，

如果找不到工作养不活自己，她绝不会怪

到北大和考古身上，那只能怪自己不够努

力。珍惜自己的热爱，让它在自己生命中有

安放之处，至于工作、财务、生计，那是努力

的自然结果。钟同学这记颠覆庸常选择的

思想闷棍，在这个充满茫然、诱惑、随机的

考后择业季，但愿能让那些习惯他者导向

中的人多一点思考。

谢谢北大考古女孩给我们的

温柔棒喝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吴晓东

经典金曲印刻着时代烙印，从大国之

情到小家之爱，从经典传承到未来传唱，不

同年代亲历者的回忆，也被再次唤醒。正在

广东卫视播出的《流淌的歌声》第二季，首

期 收 视 率 就 直 冲 全 国 省 级 卫 视 同 时 段 第

四位，微博、抖音、全民 K 歌等媒体平台联

动 也 收 获 了 亿 级 流 量 。改 革 开 放 40 年 中

涌现出的一首首华语金曲，让观众感受到

音符上的家国变化，更带来一股穿越时光

的温暖力量。观众直呼：“爱了爱了，没想到

这些老歌也能让我单曲循环。”

在 60 后二手音像店老板林叔的小店

里，珍藏了 30 多年的黑胶和卡带还留存着

青春和回忆的温度，他最爱邓丽君的那首

《甜蜜蜜》，当年的他正是因为这天籁般的

声音才迷上了音响，“这首歌印象最深了，

那 时 候 还 在 读 书 ，记 得 买 一 盒 卡 带 6 元 7
角，好多人打一份工才 20 元工资”。在他的

小店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收录机、留声

机，都是他的镇店之宝，“从这些机器里播

出来的味道听着很舒服，声音很暖，现在的

数码味道根本听不惯”。

70 后 光 哥 是 名 医 生 ， 一 首 《我 是 一

只小小鸟》 成了他职业路上最有力的精神

支撑，“学医这条路很艰苦，因为人类生

命中有很多未知的东西，每当遇到挫折、

遇到难题的时候，就想起这首歌，就坚持

下来了”。

2000 年 9 月，罗大佑第一次在大陆举

办演唱会的消息犹如一颗炸弹，当时至少

有 5000 人从北京包火车前往上海，包车

的人里就有音乐人高晓松。高晓松曾回忆

道 ：“ 演 唱 会 结 束 后 ， 上 海 整 条 街 的 酒

吧，大家抱琴歌唱，一首又一首罗大佑，

大家在那里怀念自己的青春，怀念那些热

血沸腾的岁月。”

如今，66 岁的台湾音乐人罗大佑来到

《流淌的歌声》舞台，黑西服，牛仔裤，怀抱

吉他，仍旧一副“青春模样”。他说：“回忆已

成曲，不变是旋律，我希望 40 年前写的这

首歌，依然能让你们感受青春无悔。”一曲

《光阴的故事》弹唱瞬间开启旧时光，现场

秒变大型粉丝见面会。

“ 明 天 你 是 否 会 想 起 ，昨 天 你 写 的

日 记 ；明 天 你 是 否 还 惦 记 ，曾经最爱哭的

你 ⋯⋯”又 到 毕 业 季 ，多 少 学 子 收 拾 行 囊

离开校园，依依不舍地告别“同桌的你”。

1994 年 ，高 晓 松 和 老 狼 的 一 曲 《同 桌 的

你》，不但成为校园民谣代表作，更是上

世纪 90 年代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之一。

从小听着齐豫的 《橄榄树》 长大的叶

蓓 ， 唱 着 《白 衣 飘 飘 的 年 代》《青 春 无

悔》 出道，被誉为“民谣天后”的她，歌

声如同划过耳畔的清风，承载了一代人的

校园回忆。出现在 《流淌的歌声》 的舞台

上，叶蓓带观众重返那个充满理想、浪漫

和才思的白衣飘飘的年代，毫无悬念地引

发一波关于青春的“回忆杀”。

唱《白衣飘飘的年代》的时候，叶蓓还

在上大学，一次勤工俭学在俱乐部驻唱时

因为一首歌打动了高晓松，那年她 18 岁。

那个时候的校园里，有谁没听过叶蓓的歌

声呢？1996 年，《青春无悔》专辑热销近 100
万 盒 ，叶 蓓 收 到 歌 迷 们 好 几 麻 袋 的 信 。同

年，叶蓓签约麦田音乐，和大家一起坐着绿

皮火车，去各地巡演，基本都是进校园。“在

学校的礼堂唱完，就到了熄灯时间，学生们

打着手电筒为我们照路，一路都有人跟着

你。宿舍楼里的学生也都打开窗子，探出身

叫你的名字。”叶蓓回忆说。

《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青

春》，这些校园民谣，记录了一个时代、一代

莘莘学子的梦想与追求。歌曲背后的时代

故事，是属于很多中国人共同的记忆。

《流 淌 的 歌 声》 第 二 季 第 一 期 节 目 ，

韩磊用一曲 《走四方》 全新登场。精心改

编的 《走四方》 以蒙古族特色乐器马头琴

和呼麦开场，再融入电吉他撕裂空气般的

声音，让观众眼前一亮。

这首 《走四方》，是广东电视台 1992
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 《一路黄昏》 的主题

曲，28 年了，传唱至今。

“它算是我歌唱事业上的成名曲，也

是因为这首歌，我第一次来到广东。”出

生 在 内 蒙 古 的 韩 磊 ， 14 岁 开 始 学 习 长

号 ，1998 年 的 央 视 春 晚 上 ， 一 首 《走 四

方》 成功开启他的歌手事业，如今演唱过

的影视歌曲已经超过 1000 首。

在那个“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

的年代，这首歌刚好体现了人口大流动的

那种心情，千千万万的人离开家乡，为了

不同的梦想来到广东。《走四方》 就是韩

磊 穿 街 走 巷 从 广 州 的 烟 火 气 中 找 到 的 感

觉，他记得当时录制一遍就过，“这首歌

特别符合我个人的情况，我也是为了自己

的音乐梦想走四方”。

广州是改革开放以来，内地乐坛第一

个 燃 起 火 花 的 城 市 。 全 国 第 一 支 流 行 乐

队、全国第一个音乐茶座、全国第一个现

代化立体声影音公司、全国第一支 MTV
单曲，都是在这里诞生，众多歌手也是从

这里迈出他们寻梦之旅的第一步。

“1994 年的夏天，我带着几箱磁带奔

赴全国各地电台打榜，后来磁带里的这首

歌，成了我的第一个里程碑作品。”同样

从广东歌坛出发，被称为“南国歌后”的

陈明，其实是地道的河南人，她说的那首

歌就是当年风靡一时的 《寂寞让我如此美

丽》。“歌刚出来的时候，大家担心太艺术

了，可能大众不太能接受，我就和同事扛

着 两 大 箱 磁 带 赶 火 车 在 全 国 巡 回 宣 传 。”

陈明说，那个时候交通不便，为了宣传会

带 着 物 资 ，“ 去 电 台 ， 去 歌 友 会 ， 去 签

售，都是要自己带着几箱磁带的”。

在 00 后朱玫萱看来，每一代人可能

都 会 有 属 于 自 己 的 代 表 青 春 回 忆 的 那 首

歌，如果送一首歌给自己的朋友，她会送

《夜空中最亮的星》。高三紧张忙碌的备考

期间，她常常在耳机里循环那首 《夜空中

最亮的星》，从歌曲里她悟出校园友谊的

珍贵，高考越来越近了，分别的时刻就在

眼前，她勉励自己“即使很累，也要抬头

注视身边的朋友，记住他们的样子”。

“ 音 乐 对 于 我 来 说 ， 既 是 一 种 寄 托 ，

也是一种抒发。”90 后晓晓是一名视障咖

啡师，多年来一直在和视力问题抗争。第

一次听到 《后会无期》，是在她刚刚走出

校门找工作的时候，当时很迷茫，是这首

歌让她找到了勇气，“生活就是不断失去

又不断去面对，重要的是面对的勇气”。

80 后 创 业 者 王 赟 很 喜 欢 陈 奕 迅 的

歌，“它里面表达了一种平淡的状态，疫

情以来的几个月，哪都不可以去，每天生

活很简单，反而不纠结了，对于一些过往

的 得 失 ， 就 慢 慢 化 开 了 。” 现 在 王 赟 觉

得，事业打拼，也就是人生的一个过程，

不是必然的最后的结果。

时光馆中的留声机、卡带和唱片，承

载着温暖的回忆，在 《流淌的歌声》 第二

季充满“沉浸感”的舞台上，每一首经典

都能带来一段往事。即便是唱同一首歌，

每个人也都有属于自己的音乐故事。

“不管什么样的歌，最后打动人心的

都 是 情 感 。” 总 导 演

黄敏丽说，当个体的

感 动 变 成 群 体 的 记

忆，那它就会作为经

典 一 代 一 代 传 承 下

去 ，“ 我 们 希 望 每 个

时代都有经典歌曲能

够在舞台上唱响”。

那些歌声里的温暖记忆

上图:周文君带
着 志 愿 者 跟 孩 子 们
一起游戏。

下图:志愿者到
来 之 时 ， 孩 子 们 的
伙 食 也 改 善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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