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刚刚过去的乙巳蛇年春节，贵州人有一种特别的自豪感。
“春节”的命名者朱启钤，是籍贯贵州开阳的乡贤。1914年1月26日，全体国民过了第一个名叫“春节”的“中

国年”；随着 2024 年“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项目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国人过了第一个“世界非遗”版春节。在“中国年”蜕变为“世界节”的乙巳春节，一批富含“贵州元素”的文艺
舞台作品“步步登高”，集体推动贵州文艺演艺“再上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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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神曲搭档”
“春山派”唱响多彩贵州

乙巳蛇年央视春晚，由张超和玉镯儿

作词作曲的《登高》惊艳亮相，再度让全国

观众的目光聚焦贵州音乐人。二人创作

的《上春山》在去年的央视春晚大放异彩，

早些年创作的《我在贵州等你》亦传唱至

今。三部作品，既邀请全世界的朋友走进

贵州、感受这里的风土人情，也标志着张

超和玉镯儿这一贵州“神曲搭档”正式成

型。

此前，二人各自在外发展并成名。张

超作为凤凰传奇的御用作词作曲及制作

人，创作了《自由飞翔》《荷塘月色》《最炫

民族风》《奢香夫人》等国民歌曲，被誉为

“神曲教父”；玉镯儿先后与陈瑞、李玉

刚、郑源等歌手合作，相继写出了《白狐》

《花满楼》《别无所求》等脍炙人口的经典

歌曲。两人回归本土后，携手创作了一

批很有传唱度的作品：《林城谣》融贵阳

方言和烟火气为一炉，唱响了贵阳这座

“爱乐之城”；《贵州火锅 100 种》将贵州各

地的特色火锅、美食文化巧妙展现，一曲

听完“贵州味”。

《上春山》《登高》等作品背后的编曲，

是贵州“90 后”音乐人潘安昕。2 月 12 日

央视元宵晚会上，黔籍歌手周深献唱的国

风民谣作品《有山有海有你》，亦由潘安昕

编曲。同为贵州走出的音乐人，潘安昕与

周深对“有山有水有故事”的贵州有着共

通的情感共鸣；潘安昕为《登高》的编曲，

则“集合”了 30 余种乐器，构建起跨文化的

音乐对话场域：既保留贵州木鼓、铜鼓等

原生器乐元素，又创新性融入俄罗斯手风

琴、美国班卓琴、日本三味线、卡塔尔桑图

尔琴等 8 国特色乐器，形成“中国节庆节

奏 世界音乐语汇”的复合型表达。

潘安昕还是贵州本土音乐组合“春山

派”的团长，《贵州火锅 100 种》即是“春山

派”演唱的代表作之一。组合名称“春山

派”，源于歌曲《上春山》构建出“春山可

望”的音乐意象。“春山派”的艺术蓝图是，

通过对苗族飞歌等非遗音乐的现代化诠

释、对世界音乐语汇的创造性转化，推动

“春山派”从区域性音乐力量向全国性品

牌进化。

不论是贵州“神曲搭档”还是“春山

派”，他们的作品都有个共同特点：生活在

脚下的贵州，感知着脚下的土地，将多彩

的贵州山野和民族文化灵感创造性转化

为通俗的音符，唱响多彩的贵州。

贵州“非遗”搭档
贵安“算力”走向世界

截至 2 月 20 日，《哪吒之魔童闹海》总

票房（含点映、预售以及海外票房）已超

125.86 亿元，成功登顶全球动画电影票房

榜首，并在全球影视票房排行榜上不断跃

进。随着电影在海内外屡创纪录，电影配

乐中充满了贵州元素的世界非遗“侗族大

歌”，也跟着“哪吒”惊艳了世界。

电影配乐中，一群贵州侗族姑娘倾情

吟唱流传千年的侗族大歌传统旋律，创新

融入多种现代音乐元素后，其空灵圣洁的

独特韵律与电影画面完美融合，给观众带

来了震撼的视听体验。侗族姑娘们用侗

族大歌奏响民族文化自信最强音。

侗族大歌已有 2500 多年的历史，是一

种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自然和声的民

间合唱形式。20 世纪 80 年代，侗族大歌

走出国门。《贵州省志·大事记》载：1986 年

9 月 7 日，“应法国艺术中心的邀请，安顺

地戏、黔东南侗族大歌表演团，赴巴黎参

加第 15 届秋季艺术节，然后还将参加西班

牙马德里艺术节”。在法国，侗族大歌技

惊四座，被认为是“清泉般闪光的音乐，掠

过古梦边缘的旋律”。自此以后，侗族大

歌开启了它的环球之旅，在意大利、匈牙

利、奥地利、新加坡、日本、俄罗斯、挪威、

比利时、美国等国唱响。2009 年，侗族大

歌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

从深山乡野的天籁之音，到专业舞台

的集中展示，侗族大歌与流行、摇滚、电

子等现代音乐风格深度融合，得以“创造

性转化”为易于接受和传播的现代音乐

语 言 ，以 独 有 的 音 乐 特 质 走 进 大 众 视

野。与此同时，在多年传承推广下，侗族

大歌“创新性发展”，开启了与游戏、国漫

领域的跨界碰撞，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

的关注和喜爱。

侗族大歌穿越时空、从被听见到被看

见的发展路径，为贵州民族音乐的传承发

展提供了参考。贵州有“文化千岛”的美

誉，17 个世居少数民族孕育出“一山不同

族，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多彩民族

文化，更孕育出侗族大歌、苗族飞歌以及

彝族、水族、仡佬族、布依族、土家族等各

具特质的民族音乐，这些民族共同构建

了贵州的民族音乐生态：“饭养身，歌养

心”这一侗族俗语，是音乐文化在侗族人

心中重要性的最佳阐述；苗族飞歌从苗

族古歌发端，从多样绚丽的服饰到多彩

的风情节日文化中，孕育了朴实、高亢、

坚毅特质的飞歌；“以民俗为载体，以歌

唱为形式”的布依族音乐具有强烈的生

活性；水族音乐被誉为“凤凰之声”；起源

于祭祀的彝族音乐有着极强的天人合一

的 宇 宙 观 。 苗 族 歌 曲《铁 路 修 到 苗 家

寨》，布依族《好花红》等贵州少数民族民

歌，也曾传唱全国。

在现代化、数字化的语境下，贵州民

族音乐的传承发展之路未来可期。贵安

“算力”为《哪吒之魔童闹海》赋能的故

事，也提供了发展启示。影片中，1900 多

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宏大特效镜头，离不

开贵安新区的算力保障。这不是贵安新

区第一次为影视剧渲染提供算力服务。

2020 年以来，《流浪地球 2》《长津湖》等

150 余部影视作品渲染背后都有贵州算

力的支撑。超算的广泛应用，正是贵安

新 区 加 快 打 造 面 向 全 国 的 算 力 保 障 基

地，让贵安数据中心集群这片“蓝海”存

起来、跑起来、用起来的缩影，也为非遗、

民族音乐等区域文化、民族文化走向世

界，提供了可能。

“黔”字号文创
助力贵州文旅发展

2025 年春节前后，一系列“黔”字号

文创、舞台作品在全球范围内频繁亮相，

为海外的春节庆典增添了独特的色彩和

魅力。

1 月 11 日至 13 日，在中国驻名古屋总

领馆主办的“第 19 届名古屋中国春节祭”

活动上，贵州的少数民族文创作品大放异

彩。精美的文创作品以其独特的民族风

格和精湛的工艺吸引了大量日本民众的

目光，成为此次活动的亮点之一。

1 月 17 日，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

办的“共庆中泰建交 50 周年温暖迎春”

活动中，贵州少数民族歌舞表演及布依

族 蜡 染、水 族 马 尾 绣、苗 族 银 饰 等 非 遗

作品惊艳亮相。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贵

州少数民族的独特技艺，也传递了中泰

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在“泰华六侨联

合庆蛇年春节暨中泰建交 50 周年”联欢

晚会上，贵州的少数民族歌舞表演再次

为晚会增光添彩，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

烈掌声。活动现场还开展了文化旅游宣

传交流系列活动，推介贵州旅游精品线

路和产品。

1 月 12 日，一场名为“听山闻水·灵蛇

献瑞”的巡回演出在保加利亚索菲亚启

幕，这是贵州省花灯剧院受索非亚中国文

化中心特邀举行的演出。该演出还在瓦

尔纳、普罗夫迪夫和佩尔尼克三座城市开

展。演出节目丰富多彩，开场舞《欢天喜

地》、笙独奏《挂红灯》、土家族舞蹈《土家

摆手舞》、贵州花灯《思妆》、苗族舞蹈《苗族

踩鼓舞》、唢呐独奏《庆胜利》、合唱《山水贵

客》、竹笛独奏《秦川抒怀》等，充分展现了

中国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文化特色。其中，

贵州苗族《祝酒歌》成为全场焦点，身着绚

丽多彩贵州民族服饰的演员们唱着贵州敬

酒歌、捧着贵州酒，与现场嘉宾互动。

1 月 31 日至 2 月 7 日，应中国驻英国

大使馆 与 中 国 驻 伦 敦 旅 游 办 事 处 的 邀

请，贵州省杂技团携系列精品节目奔赴

英国参与“欢乐春节”文化交流活动，在

伦敦卡姆登集市、泽西岛、贝尔法斯特等

地上演了杂技剧《脊梁》片段、《空竹·绣

琳琅》《弹球》《捷克棒》等近 10 个节目。

其中，杂技剧《脊梁》生动展现了中国交

通的巨变，彰显了中国人民砥砺奋进的

精神风貌；《空竹·绣琳琅》将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杂技“抖空竹”与贵州“苗

绣”技艺巧妙结合，融入唯美的舞蹈元素，

通过演员、道具的深度融合，展现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节目从不同

角度呈现了贵州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

和谐之美与发展之美。每到一处，省杂技

团的演职人员都会来到中国旅游咨询台

上，为游客们推介贵州旅游资源，邀请大

家亲身体验这片风景如画、多彩绚丽的神

奇之地。

2 月 1 日至 2 日，在法国巴黎莎玛丽丹

百货公司内，贵州的水族服饰、水书以及

水族银饰等文化元素也为巴黎人民带来

了一场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这些展品

以其绚丽多姿、神秘古朴的特点，吸引了

大量法国民众驻足欣赏。不仅让法国民

众近距离感受到了中国民族文化的魅力，

也为中法文化交流搭建了新的桥梁，助力

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绽放更加耀

眼的光芒。

2 月 12 日正值元宵佳节，“乙巳年香

港元宵彩灯会”多彩贵州文艺展演在香港

文化中心露天广场举行。由贵州文化演

艺产业集团出品，贵州省歌舞剧院演出的

情景歌舞《屯堡观新》在现场演出。“摆一

阵，风云变幻；方寸间，一出大戏。高台上

下，挥千军万马，多少英雄豪杰。”随着一

声锣鼓声和高亢的唱腔响起，古朴粗犷

的屯堡地戏在维多利亚港的夜色里徐徐

展开，带领观众回到六百年前的贵州，感

受 金 戈 铁 马 里 的 家 国 情 怀 。 文 艺 展 演

上，来自贵州省花灯剧院、贵州省歌舞剧

院、贵州省杂技团等院团的演员们带去

“看家绝活”，上演了歌舞、杂技、戏曲等

14 个精彩节目：《肩上芭蕾·彩羽》将苗族

锦鸡舞与芭蕾舞两种中西艺术相融合、

杂技和舞蹈两种表演形式相结合；与《哪

吒 2》梦幻联动的千年非遗瑰宝贵州侗族

大歌响彻香港夜空，用天籁之音歌唱绿

水青山……

2024 年 12 月 17 日起，贵州加入外国

人 过 境 免 签 240 小 时“ 朋 友 圈 ”。 上 述

“黔”字号文创、舞台作品，在发挥文创、

演艺项目综合带动效应推介多彩贵州的

同时，也向世界各地的观众发出了生动

的“邀请函”。

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图

“赠我一个名，又渐渐长大的年龄；赠我

一首诗，又悄悄读得很安静。”央视春节联欢

晚会播出以来，王菲演唱的《世界赠予我的》

在“朋友圈”持续刷屏，伴随人们走进新一年

的工作与生活。近日，这首歌曲的词作者袁

晶、曲作者曹正杰接受了专访，两位“85 后”

创作者回顾歌曲的创作历程，也感谢央视春

晚和众多网友给予的关注和厚爱，激励他们

未来更加努力，永远认真面对每一次创作。

老友合作

诗意创作源于生活感悟
王菲时隔七年登上央视春晚，用空灵的

嗓音演唱《世界赠予我的》，这首温馨又有禅

意的歌曲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词作者袁

晶表示，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她对生活的

感悟与认知。

“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忙碌，都会疲惫，朝

九晚五工作之余也会期盼恣意和自由。”在

生活中，袁晶经常会在全力以赴、无眠无休

的工作后给自己放个小假，睡上几天几夜的

觉，又或者去旅行。“旅行是精神世界的一次

重启，也是情感世界的一种出口，人生的色

彩不是单一的，我们要学会主动为生活制造

彩虹。生活永远充满两面性，也充满拉扯

感。”袁晶把这些感受都写进歌词中，“我的

性格其实很敏感，《世界赠予我的》这首歌写

的是我自己，也同样写的是千千万万如我一

般的人们。”

经过长时间酝酿，袁晶在写完这首歌词

之后，把它发给了合作多年的好哥们、作曲

家曹正杰。“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词太好

了。”曹正杰回忆，拿到歌词之后，他没着急

动笔，默默思考后仅用了半个小时就完成谱

曲。在他看来，这首歌更应该让歌词“站在

前面”，希望听众更多关注歌词的情感表达，

而曲要删繁就简，不炫技。

“我们两个都没想过这首歌未来会用在

何处、会由谁来演唱，多年来我们养成了一

种习惯，坚持每年创作一批走心的歌曲，这

些歌曲一定是要先感动自己。”曹正杰和袁

晶说。

首登春晚

和网友一起听首唱百感交集
2024 年秋，袁晶把《世界赠予我的》的小样和其他几首歌曲一

起提交给了央视春晚节目组。在中秋节的前一天，袁晶接到了导

演组的电话，说打算采用这首歌曲，请他们先不要发表。

听到这个消息，袁晶和曹正杰都很惊喜。但他们也知道，春晚

筛选节目的标准很严格，谁也不会提前承诺这首歌一定能登上春

晚。当年十一二月之交，春晚导演组告诉他们，这首歌将由王菲来

演唱。“我们在电话里沉默了三秒，不知道该用何种语言来表达内

心的欣喜。”后续的多次沟通中，袁晶和曹正杰并未过多向导演组

追问进度，“我们也想给自己一点儿仪式感，期待着和大家一起听

到王菲首发版本的那天。”袁晶说道。

发布当天，袁晶在车上听到了这首《世界赠予我的》，“一瞬

间我就流泪了，眼泪一直流，百感交集。”现在回想起来，她的泪

水中容纳了多种感情，有感动，也有感激，细数回忆，终成圆满。

除夕夜当天，袁晶、曹正杰都和各自的家人守在电视机前，等

着这首歌的出现。“歌曲开始时家人都在对着电视机拍照。”袁晶笑

着回忆，家人都在帮她记录作品第一次登上春晚的瞬间，听着听

着，大家都安静了，沉醉在王菲的嗓音和节目的舞美中。最让她动

容的是，歌曲结束时家人们一起碰杯，她的两个孩子也过来凑热

闹，两个小家伙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知道过年了跟着开

心，高高举着杯子说，“妈妈，干杯！”

不惧争议

表达内心终会引发共鸣
《世界赠予我的》播出后引发强烈反响，在网络上被广泛传唱，

很多音乐爱好者自发翻唱或用不同中西乐器演奏。与此同时，歌

词中“赠我一场病，又慢慢痊愈摇风铃”的歌词也引发不同看法，有

人赞它豁达真实，也有部分网友不喜欢这样直白的表述。

“能得到网友的关注，我非常感谢。”袁晶说，这句歌词是希

望表达人一生中并非只有生理性的病痛，还有心里无法释怀的纠

结与疼痛，但无论哪种病痛，时间会治愈一切。袁晶说，歌曲最

核心的情感浓缩在第二段“世界赠予我拥有，也赠予我回敬”这

句歌词，“世界不会偏袒任何人，也不会亏欠任何人，我们既是接

受者，也是给予者，我们参与到生命的循环中，既然知道爱恨有

来回有循环，那就不如先好好爱自己，爱工作，爱家庭，爱旅程，

爱每一个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瞬间，这样才能不负此生。”

“歌词里有些表达可能会引起争议，如果喜欢就会特别喜欢，

如果不喜欢就会有另外的看法。”曹正杰说，他自己第一次读到“赠

我一场病，又慢慢痊愈摇风铃”就非常喜欢，他喜欢其中蕴含着对

生老病死的理性态度。

乙巳年春节已经过去，《世界赠予我的》陪伴很多听众走入新

一年的工作与生活，曹正杰和袁晶说，这对他们来说是莫大的鼓

励和鞭策。“我们在接下来的创作过程中依然会坚持初心，坚持

用心。作为创作者，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唯一能做的。”曹正

杰说。

韩轩

一批富含“贵州元素”的文艺舞台作品乙巳春节频频出圈——

贵州演艺：步步登高再上春山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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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杂技团参加英国“欢乐春节”文

化交流活动演出现场。

“乙巳年香港元宵彩灯会”多彩贵州文艺展演上的情景歌舞《屯堡观新》演出现场。

曹正杰。袁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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