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声不息

2024年3月5日星期二 责编/李欣 美编/徐月福 特别关注07新闻热线

成长于崖州民歌世家
收藏手抄本逾200万字

崖州民歌是海南省地方民歌中比较古老

的歌种之一，是以口头传唱和手抄本流传至

今的民间歌谣，流行于三亚崖城以西，乐东沿

海等古崖州属地一带。据可查资料考证，已

在崖州一带传唱600余年，是研究崖州经济

社会历史发展的“活化石”，解析琼崖文化的

“信源密码”。崖州民歌内容丰富，题材广泛，

从人文历史、自然风光到生产劳动、社会生

活，各个领域无不涉及。

出生于崖州民歌世家的张远来，从小受

到崖州民歌的熏陶，崖州民歌成了刻在骨子里

的旋律,“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会唱崖州民歌。”

张远来说，2003年开始，他决定将全部时间和

精力投入崖城民歌的保护和研究工作中。

张远来介绍，崖州民歌的创作题材十分

丰富，受唐宋诗词和戏剧文学的影响，许多

历史文化名著、传奇人物、传奇故事都被改

编成了崖州民歌歌本。例如出自《驻春园小

史》 的 《黄玠情歌》，出自 《再生缘》 的

《孟丽君》，出自 《西厢记》 的 《张生歌》

等。受唐宋诗词的影响，崖州民歌定架在七

言四句，加上词、长短句、三七句、叠音长

句的出现，不断丰富了崖州民歌的内容和演

唱技巧。

“接触到这些文化以后，我意识到崖州民

歌不是简单的乡村土韵而已。”从那时开始，

当时还在五指山市工作的张远来便利用周末

时间奔走在各乡村之间，寻找手抄文本，收

集、复印或者自掏腰包购买。20年来，张远来

搜集的手抄文本已逾200万字。

“最好的一份手抄本是民国时期的《驻春

园小史》，改写为《黄玠情歌》，这份手抄本保

存在一位90多岁的老人手上。她和爱人都

爱唱歌，年轻时，她的爱人就用心地抄下这本

情歌，送给她作为定情之物。在爱人逝世后，

这位老人更加爱惜并珍藏着这本手抄本。在

我们的沟通下，她最后同意将这本手抄本送

予海南省博物馆进行展览。”张远来介绍。

一间老屋，几把椅子，
一支民乐队，一群孩童，位
于三亚崖州区保平村的崖
州民歌传习所里，时常传
出悠扬的歌声。这里是年
已77岁的保平村人张远
来的常驻地，也是他的精
神寄托之所。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
发布第六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推荐人选名单，张远来
作为三亚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崖州民歌传承
人成功入选。

今年77岁的张远来
总是笑容盈盈，目光炯炯，
说话和声细语，举止优雅
从容，当他撩开嗓子一曲
民歌唱起来，婉转而轻盈，
亲切而抒情，即使没有听
懂歌词的含义，听众还是
不免被其优美旋律打动。
这就是崖州民歌的魅力，
张远来用20年的坚守，述
说着家乡情怀。

□南国都市报记者
符彩云文/图

非遗进校园进课堂
播撒更多年轻“种子”

“崖州民歌是用琼南地区的汉族方言歌

唱，这是一个方言区的产物。由于每个地方的

腔调有区别，所以一首歌会有不同地方的乡音

特色，内容依然不变。”张远来说，房前屋后，酸

豆树下，田间地头，从百姓的一针一线到国家

大事，数百年来，崖州民歌取材于生活，语言朴

素自然，按场景可分为生产劳动时哼唱消遣的

“劳作歌”，闲时独唱自娱的生活歌，男女对唱

的情歌，给婴幼儿催眠吟唱的“摇侬歌”等。

“崖州民歌没有曲谱，因为说话有乐感，所

以每个字词对应的方言读音就是谱，情感充沛，

自然成调。”张远来说，崖州民歌的演唱形式有

歌者触景生情，即兴创作，对歌不停，这也十分

考验歌唱者的功力。

近年来，崖州民歌不断推陈出新，融合新曲

风，利用新形式，推出了众多优秀的作品，如崖

州民歌创新融合歌曲《港门谣》等，更利于传播。

目前崖州民歌协会这支队伍主要由50多

岁以上的歌手组成，要保护传承好崖州民歌，

需要培养更多年轻人才。为此，“非遗进校园”

应运而生。在张远来和崖州民歌省级代表性

传承人麦宜斌的组织下，崖州民歌进入了保平

小学和港西小学的课堂，为崖州民歌的传承注

入更多新鲜“血液”，培养一代又一代学生。

“孩子们都是崖州民歌的‘种子’。”张远来

说,非遗传承有了生生不息的青春力量。非遗

要代代守护、薪火相传，又要守正创新、与时俱

进。2023年，“非遗文化崖州民歌人才小院”揭

牌成立，为非遗人才提供更广阔的交流平台。

“‘人才小院’是在崖州民歌传习所的基础上设

立的，目标是培训崖州民歌歌手，崖州民歌还有

很多奥妙蕴含其中，还需要推广培训进一步探

索领略其魅力。”张远来说。

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崖州民歌传

承人推荐人选名单，张远来既开心，又倍感压

力。“我打算将收藏的手抄本进行整理展示，希

望能让更多人看见、了解、感受崖州民歌的魅

力。”张远来说。

成立崖州民歌协会传习所
让民歌走向更宽广的舞台

2006年对于张远来是特别的一

年。这一年，崖州民歌入选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崖州

民歌的里程碑。在这之前，崖州民歌

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也有了新的跨越，

逐渐走向正轨。2004年，在三亚市政

府的牵头和张远来等人的协助下，三

亚市崖州民歌协会成立，张远来当选

协会会长。“这些年，我们以协会名义

进行了众多演出和交流活动，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张远来说。

2016年，在三亚市政府的支持

下，崖州民歌传习所建立。关于崖州

民歌的节目排练、民间演出、日常培

训、文化交流、项目展示等工作都设

在这里。

2017年，崖州民歌传习所“站”在

了世界的聚光灯下，第67届世界小姐

全球总决赛在三亚举行，来自不同国

家地区的世界小姐们来到传习所欣

赏崖州民歌表演。

如今，崖州民歌逐渐被大众所熟

知，崖州民歌的发源地之一——保平

村也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探访地。张

远来每天奔走在村里，接待一批又一

批的来访者。“候鸟”们总要听张远来

唱上一曲，才会尽兴离去。崖州民歌

也成了保平村和全国各地的一个连

结。“崖州民歌不能以本或首为单位

来统计。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

歌。”张远来说，他的心中有很多首

歌，家中手抄歌本给了他最早的经典

启蒙，看了父亲收藏的《张生歌》，其

中一句令他印象深刻：“少年不知自

叹言，人生比不得春风，春去明年春

又回，人老并无幼回逢。”张远来情不

自禁地唱完，这句词的意思是人生短

暂，少年要珍惜时光，奋进学习。

张远来收藏崖州民歌手抄本逾20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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