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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铁
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
司福州电务段团委全
面聚焦青年安心安家
和成长成才“两个工
程”，聚力“融入中
心，服务大局”工作
主线，在保铁路运输
安全畅通中贡献青春
力量。今年，我们将
持续深化青工学技练

功和职业技能竞赛，推进“青马工程”
建设，拓宽青年交友渠道，打造富有活
力的青仝创新工作室，开展各类青年才
艺展示活动，为青年成长成才搭建舞
台、安心安家系牢纽带，团结带领团员
青年在服务中心工作中挺膺担当、奋勇
争先，在勇当服务和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的“火车头”的生动实践中彰显青
春担当。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

有限公司福州电务段

团委书记 车爱云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培莲

“ 那 是 中 国 古 代 很

长、很著名的画”是大多

数人对北宋风俗画《清明上河图》的最初

印象。对长春市第一五〇中学同学而言，

也不例外。

《清 明 上 河 图》宽 24.8 厘 米 、长

528.7 厘 米 ，是 北 宋 画 家 张 择 端 的 存 世

精 品 ，中 国 十 大 传 世 名 画 之 一 ，属 于 国

宝级文物。

最近，这个中学的 15 名高中生仅用

时一周时间，就按照原画比例临摹了整

幅《清明上河图》，完成了一次 00 后少年

与传世名画的跨时空碰撞。

这 15 名 高 中 生 是 学 校 伯 虎 画 社 的

成员，来自高一和高二年级，临摹《清明

上河图》是画社成立后的首秀。

当画社指导老师段英子告诉学生们

要临摹这幅名画时，大家几乎个个都瞪

大了眼睛：为什么要临摹《清明上河图》？

中国历经 3 年抗疫，久违的市井生

活气息重新再现，这让段英子想到了描

绘北宋时期繁荣景象的《清明上河图》。

而伯虎画社成立的初衷正是传承和创新

传统国画艺术，让学生们有走近国画、亲

手绘制国画的机会，通过美术教育提升

文化自信。

加入画社的学生并没有太多的美术

功底，为了让大家有持续的积极性，同时

保证作品的完整度，段英子把临摹难度

尽可能降低。

她尝试了毛笔、中性笔和圆珠笔等

多种笔，搭配素描纸、水粉纸和宣纸等多

种纸，最后她发现，圆珠笔和宣纸搭配最

合宜，学生们最易上手。“临摹的意义大

于对艺术水准的追求。”段英子说，难度

太大、门槛太高会让学生对传统文化望

而却步。

尽管难度降低，但这仍是一件“庞大

的 精 细 活 ”。《清 明 上 河 图》线 条 密 集 复

杂 ，细 节 多 ，要 绘 制 数 量 庞 大 的 各 色 人

物 ，各 类 牲 畜 ，大 小 船 只 ，以 及 房 屋、桥

梁、城楼等建筑，临摹时需要极大的专注

力和耐力。最初，段英子认为一个月能完

成就很不错。

参与临摹的学生被分成 5 组，每组 3
人负责绘制其中一个部分。“太有挑战性

了，令人激动。”参与临摹的高一学生贺

椿骄说。

临摹画作时，学校还未放寒假，学生们

就各自利用每天自习课时间，来到画室，埋

头绘制。贺椿骄和小伙伴们觉得这个“大工

程”很有趣，画作中买东西和开船等场景，

让贺椿骄一边临摹一边沉浸其中，仿佛自

己就是画中人，画起来就不想停。

“热爱是一种能量，尤其恰到好处地临

摹后，别提多高兴了。”高一学生龚君威平

时活泼好动，只有画画时能坐得住板凳。临

摹中，龚君威不小心制造了一段“小插曲”。

有一次，他误把中性笔当成了圆珠笔，导致

画面出现了大片模糊。已经临摹了近一米

的作品只好放弃了。

“当时我都呆住了。”龚君威自责因为

自己的失误，给团队拖了后腿。但大家不仅

没有埋怨他，其他小组的成员还主动帮忙

重 新 临 摹 。原 本 需 要 3 个 人 画 3 天 的 工 作

量，经过大家齐心协力，一天时间就重新赶

上了进度。

除了段英子的指导外，参与的学生们

也会互相切磋技艺，例如衣服的纹路如何

下笔更好看，船上的花纹和拥挤的行人如

何能描得更清晰⋯⋯

“虽然学业发展是高中学生的主业，但

只要合理安排，艺术熏陶和学业发展便可

相互促进。”长春第一五〇中学副校长刘春

说，学校支持并鼓励像伯虎画社这样的创

新实践，应该为高中生打开更广阔的视野，

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15名高中生共摹《清明上河图》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丹萍

说起民族音乐，很多年轻人的脑海

中会浮现这样的画面：歌手穿着民族服

装 ，站 在 林 间 田 野 中 演 唱 。也 许 歌 声 悠

扬，但和弦老气、曲调过时，音乐的气质

难以契合年轻人的喜好。

事实上，古老的旋律有着青春的节

拍。就如在最近音乐综艺节目《春天花会

开》中，歌手郭曲将民歌《乌苏里船歌》改

编为电音版；民族音乐专辑《彝·式感》搭

配纪录片《云深之处》，用跨界融合+纪

录片的形式，尝试民族音乐“破圈”；还有

少数民族音乐人，用自己的民族语言作

词，以说唱的方式全新诠释⋯⋯

民族音乐其实一直站在时尚前沿。

早 在 2004 年 ，歌 手 刀 郎 一 炮 而 红 ，

他重新演绎的《新疆好》《驼铃》《草原之

夜》等经典民歌，被广泛传唱；从大约 10
年前开始，驴友听藏歌走西藏的风潮迭

起，民族音乐摇身一变，成为旅途的背景

音；如今，民族音乐在创新的路上持续发

力，跨界融合领域不断扩宽，从改编到原

创，从音乐律动到视觉表达，创作者们持

续探索民族音乐发展的新模式。年轻的

音乐人正尽己所能，在民族音乐跨界融

合的道路上深入探索，推动民族音乐的

传承、发展与创新。

把民族和家乡唱给你听

2022 年 11 月，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

自治州的彝族青年莫色，正在成都为考

研 二 战 备 考 。彼 时 临 近 彝 族 新 年 ，已 经

5 年没能回家过彝年的莫色，被勾起浓

浓的思乡情，对从小带大自己的外婆思

念尤甚。后来，他由此创作了歌曲《给外

婆的一封信》。

《给外婆的一封信》的歌词同时使用

彝语和现代汉语，歌中展示的很多场景，

都来自莫色记忆中和外婆相处的画面。

“小时候，外婆总是带着我去赶集，在火

塘边烤洋芋给我吃。她非常喜欢音乐，每

当一家人围坐在火塘边，她总会弹口弦（一
种彝族传统器乐——记者注）给我们听。”

“我永远记得她对我的叮咛：‘你要去

更大的地方，不要被大山遮挡了视线，要做

一个有骨气的人。’”莫色说。如今，他走出

了大山，学会了自立，而大山那头，让他牵

挂的依旧是外婆，“我是带着对外婆的想念

写这首歌的，也希望大家能从中找到可以

慰藉自身的情感”。

自高中尝试说唱创作开始，莫色基本

都会在其中使用彝语；在主题方面，大多选

择爱、思乡、日常见闻等。他将火塘、荞麦花

等家乡的事物写进歌中，希望通过音乐，向

更多人介绍彝语和凉山。“这是我的初心，

也是我坚持创作的动力之一。”莫色说。

从音乐角度介绍家乡 ，莫 色 不 是 一 个

人 。在 歌 曲《出 征》中 ，95 后 佤 族 说 唱 音

乐 人“ 大 舌 头 ”将 佤 族 老 人 讲 的 调 子 、说

的 祝 福 词 融 入 歌 曲 之 中 。用 现 代 音 乐 的

表 达 方 式 ，帮 助 大 家 在 听 歌 的 同 时 ，了解

佤族典故。

在“大舌头”看来，佤族是一个简朴、善

良、勇敢的民族。他在歌词中写道：“我们都

是大山的子孙，敬畏世间 万 物 ，记 得 这 片

土地养我们的恩。”同时，“大舌头”还在歌

曲 中 描 绘 了 佤 族 当 代 青 年 的 奋 斗 图 景 ，

“ 那 些 深 埋 我 们 血 液 里 ，延 续 至 今 的 民 族

精神，提醒着我们要保持初心，好好奋斗，

好好生活”。

在纳西语中，“天雨流芳”的意思是“读

书去吧 ”。纳西族歌手“纳西少爷 ”以此为

题 ，创 作 歌 曲《天 雨 流 芳》，希 望 通 过 这

首 歌 ，与 年 轻 一 代 共 勉 ：“ 读 书 是 纳 西 族

的 传 统 ，读 好书是对民族传承的最好贡献

之一。”

跨界融合不是拼凑了之

不同语言和音乐的跨界融合，从来不

是生硬拼凑。“大舌头”坦言，佤语和现代汉

语之间的语法差异，让他烦扰不已。比如，

汉语“来我家玩吗”用佤话语序表述是“来

玩我家吗”。你写了一段中文，押韵，但把它

翻译成佤语，就不成立了。

在一首歌中，既有现代汉语，又有少数

民族语言。如何让不理解语言的听众理解

歌曲并达到情感共鸣，是创作者要思考的

内容。

莫色认为，旋律本身就有色彩，即便没

有歌词，人们也能从中体会到情绪。不过，

听 众 一 开 始 可 能 会 对 其 存 在 理 解 上 的 难

度，因 此 莫 色 在 创 作 时 作 了 改 良 。在 创 作

《给外婆的一封信》时，他同时使用彝语和

汉语两种语言，降低听歌门槛。为了帮助大

家理解，“大舌头”在歌曲中使用佤语的部

分做了汉语标注。

“每一个民族的音乐都独具特色，蕴含

着 本 民 族 的 文 化 和 风 俗 习 惯 。”环 球 音 乐

Capitol 唱片中国总经理唐勇说，少数民族

音乐有待被挖掘和推广，而他自己也在探

究之中。

在发掘音乐新人时，对本民族文化和

音 乐 的 理 解 深 度 和 对 音 乐 融 合 的 理 解 程

度，是唐勇的重要考量标准，“不了解本民

族文化是做不好融合的”。发现有潜质、有

特点的音乐人后，唐勇不会马上与之联系，

而是默默关注，观察其是否具备持续优质

创作的能力，并通过作品了解创作者的价

值观。

唐勇说，作品要引发听众情感共鸣，与

此同时，将民歌、小调、祝福语等传统民族

文化融合其中，将具备民族特色的律动、乐

器 和 流 行 音 乐 元 素 结 合 创 新 。“ 这 个 过 程

中，我们要和歌手做大量磨合。在尊重创作

者本人意愿的基础上，给出建议，共同探索

民族音乐跨界融合的新方法。”

传承民族文化 符合大众审美

唐勇用“多样性”“创新性”“自主性”三

个关键词，来概括当前民族音乐传承发展

的特点。“民族音乐的传承和发展，并不是

把原来那一套简单学下来即可，而是要将

它和各种音乐类型结合，进行创新。如今，

很多年轻人有了这个意识，开始自主地进

行创新与融合。”

如今，越来越多的音乐人加入到对民

族音乐的探索和创新之中。旅行者乐团创

始人吴俊德曾参与拍摄纪录片《宝藏》，同

藏族音乐人热西·才让旦一起深入云南丽

江、迪庆，体验藏族乐器弦子的制作。在梅

里雪山北坡雪达湖畔，吴俊德弹奏冬不拉，

同藏族民间艺人的弦子合奏，探索民族音

乐融合创新的可能。

唐勇认为，经济发展带动了文化自信

与自我认同，这为民族音乐的发展创造了

机遇。“我经常看到年轻人穿着汉服出外游

玩，这是文化自信的一 种 表 现 ，音 乐 也 是

如此。现在，本土文化越来越被大众认可，

民 族 音 乐 跨 界 融 合 创 新 的基数在不断增

加。”

但民族音乐的发展也面临着挑战。唐

勇 表 示 ，这 主 要 体 现 在 创 作 和 营 销 层 面 ，

“ 我 们 在 创 作 时 ，既 要 考 虑 到 民 族 文 化 传

承，又要符合当下大众审美；在营销渠道、

方式方法上缺少先例，什么是合适的路径，

我们仍在探索”。

《给 外 婆 的 一 封 信》创 作 完 成 后 ，莫

色 请 老 舅 将 歌 曲 放 给 外 婆 听 。“ 虽 然 外 婆

只 听 得 懂 彝 语 部 分 ，但 她 仍 然 很 激 动 。她

知 道 我 喜 欢 音 乐 ，但 没 想 到 我 能 创 作 出

这 样 一 首 歌 。”莫 色 说 ，那 是 他 听 过 的 最

好的夸奖。

说唱vs民族音乐 擦出怎样的火花

□ 虞 璐 鲍 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超

“志愿服务，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多尽

一 份 心、多 出 一 份 力 。”2 月 8 日 开 学 前

夕，在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学生骨干

会议上，烹饪 D2103 班班长潘澄分享了

寒假社会实践经历，赢得了该院师生的

大力点赞。

潘澄寒假返乡后，利用烹饪专业技

能 帮 村 里 的 20 多 户 村 民 忙 年 菜 、做 年

蒸，成为村里最“抢手”的人。

“蒸包子、炸肉圆是盐城的年俗，蒸

包子寓意蒸蒸日上，肉圆是盐城‘八大

碗’之一，同时寓意团 团 圆 圆 。”家 住 江

苏 省 盐 城 市 建 湖 县 上 冈 镇 仓 冈 村 的

潘 澄 告 诉 记 者 ，每 到 春 节 之 前 ，当 地

的 家 家 户 户 都 要 忙 着 蒸 包 子、炸肉圆，

小时候一到这个时候就特别热闹，年味

特别足。

潘澄所在的仓冈村距离上冈镇中心

大约 10 公里，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

工或是搬到城镇居住，留下的大部分是

念旧的老人。学校放寒假回家后，潘澄成

为这个村里最年轻的人。

“一开始在家有点无所事事，经常玩

手机、睡觉。”当潘澄帮家里做了年蒸、炸

了肉圆后，他的“美名”便在村里传开了。

“我包包子的速度比较快，造型也比较漂

亮 ，肉 圆 炸 出 来 都 是 一 般 大 小 。”潘 澄

说，为了满足大家的需求，他的日程被预

约得满满当当，尽力做到有求必应。

同村的黄奶奶今年已 70 多岁，一个

人住，正愁过年的馒头、肉圆没人做，听

说潘澄手艺非常好，便找到了他。

早晨 6 点多，黄奶奶家里热气腾腾，

“准大厨”潘澄已系着围裙、戴着护袖，热

火朝天地开启了新一天的“炫技”生活。

只见他轻轻揪起一团肉馅儿，放在掌

心来回滚动。不一会儿，一个圆鼓鼓、粉嘟

嘟的糯米肉圆便成了形。随着“滋溜”一

声，油锅沸腾跳跃，几十秒后，一枚金黄

饱满的糯米肉圆便成功出锅。在一旁的

黄奶奶和同村老人，笑呵呵地品尝着潘澄

的“成果”，脸上的皱纹都绽开了花。

在黄奶奶家，潘澄不仅帮忙炸肉圆，

还帮她蒸包子。他将揉好的面团搓成粗

细均匀的长条，再摘成大小均匀的胚剂，

用擀面棍将胚剂擀成一张张面皮。

“一般人只会擀一样厚的面皮，我们

经过专业训练，可以将面皮擀成中间厚、

四周薄。”潘澄说，用这样的面皮做出来

的包子底不会破，而且经过捏制可以保

证包子皮厚度均匀。潘澄的包子不仅造

型精巧，而且口味上佳，赢得了村民们的

连连称赞。

尽管已具备“准大厨”的优秀技能，

但“ 发 面 ”这 道 工 序 还 是 让 潘 澄 紧 张 不

已。“农村人都讲究过年的好彩头，面发

得好不好责任重大。”潘澄说，为了发面，

他通常前一天晚上就来到村民家中，用

老酵和面，第二天凌晨 4 点多，还要加入

碱水后再揉面。“我们在学校都是用酵母

发 面 ，用 老 酵 对 用 量 和 揉 面 的 要 求 更

高。”让潘澄开心的是，经他的手发出来

的面都非常好。

自去年 12 月 15 日至今年 1 月 18 日，潘

澄一直在村里走家串户，几乎家家都能看见

他的身影，最忙的时候，光包包子就要用光

上百斤面。随着写满日程的日历被他逐一划

去，潘澄累计帮助 20多户村民完成了年蒸。

“每 个 村 子 都 有 这 样 的 留 守 老 人 ，在

辞 旧 迎 新、家 家 忙 碌 的 日 子 里 ，我 能 够 发

挥专业所学帮助他们，特别开心。”潘澄笑

着说。

今年寒假，扬州大学面向全体学生组

织实施“学习二十大、永远跟党走、奋进新

征程”寒假社会实践，号召大学生深入基层

开展“青年大学习”“青眼看世界”“青春志

愿行”等主题实践活动。

“潘澄同学服务乡邻的善举是扬大青

年 服 务 社 会 的 精 彩 缩 影 ，

希望更多青年将平时所学

与 基 层 实 践 相 结 合 ，为 谱

写中国式现代化华章贡献

青春智慧。”扬州大学副校

长蔡颖蔚说。

大学生“守村人”义务帮乡亲忙“年蒸”

近年来，合肥客
运段团委坚持向中心
聚焦、为大局奉献，
充分发挥“向日葵”
青年突击队作用，办
好列车流动读书角、

“ 车 厢 里 的 黄 梅 剧
团”文艺汇演，助力

“最萌绿皮车”公益
慢火车开行，在疫情
期间，保障了民生物

资和医疗、防疫物资运输。今年，我
们 将 开 展 “ 勇 当 火 车 头 、 先 行 作 贡
献”青年形势任务宣讲，让团员青年
充分认清推动高铁事业发展的使命担
当，同时，进一步发挥铁路客运单位
团组织特色，以“迎客松号”服务品
牌为引领，开行“共青团号”列车，
深化“青春不设限”青仝创新工作室
建设，持续提供优质的乘车服务，让
旅客体验更美好，在勇当服务和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火车头”的新征
程中贡献青春力量。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

有限公司合肥客运段

团委书记 张秋瑾

民族音乐的年轻创作者们。图中从左到右：“大舌头”“纳西少爷”“莫色”，“莫色”的外公和外婆。 受访者供图

15 名高中生

临摹的清明上河

图局部。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