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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是这首歌曲成功背后的秘

诀，是多人、多地、多民族的合作。

利用制作完成之后的闲暇，几位歌

手进行了一场轻松又严肃的对话——如

何让西藏音乐走向全国？

“ 我 在 林 芝 出 生 ，之 后 到 内 地 上

学，再到北京工作，身上流淌着西藏的

血液，但是离开家乡久了，不免对家乡

有距离感。”索朗云丹道出了自己的困

惑。他直言，在中国传媒大学上学时，

自己曾喜欢上了流行音乐，组过乐队，

玩 过 摇 滚 ，还 拿 过 校 园 歌 手 的 冠 军 。

如今回想，当时年龄小，总觉得自己对

西藏本地的音乐很了解，一度认为现

代流行音乐才是好听的。

“现在想法完全不同了。”他说，随

着年龄增长，他对西藏文化愈发感兴

趣，愈发感受到了西藏文化之美。“我

这次回来专门做了一次考察，认识了

三四十种藏族乐器，让我对家乡文化

有了全新的认识，甚至听到传统旋律

就会感觉撞击内心。”索朗云丹说。

或许，这是一种反向的文化影响：离

开家乡久了，在与外面世界对比之后，更

能发现家乡之美，从而更热爱本土文

化。“未来在自己的创作中，会多融入一

些家乡的元素。”索朗云丹说。

“云丹，你说得对！”作为内地音乐

人，绍兵对西藏的音乐非常了解，与上

百 位 藏 族 音 乐 人 有 过 合 作 。 他 肯 定

道：“藏族歌手的优势很多，最突出的

是天然高亢嘹亮的嗓音，这是很多其

他歌手不具备的，再加上西藏的音乐，

就有了独特的韵味。”

“与以往相比，现在西藏的歌手走出

去的机会更多了。前段时间，我就与国

内很多知名的歌唱家一起演出，这样

的机会非常宝贵。”作为本次演唱的歌

手，拉萨市歌舞团青年歌手次仁拉姆说，

这是很好的学习机会。

次仁拉姆清醒地认识到不能丢掉

自 己 的 特 点 。 最 近 ，她 在 努 力 尝 试 ，

“不仅要唱好本地民族风格的歌曲，也

要努力尝试各种唱法，在尝试中融合，

努力让更多观众喜爱。”

如何创造出既有“酥油味”“糌粑

味”又体现时代特征的文艺作品？他

们，正在努力思考和践行。

将“酥油味”和时代融合起来
—藏晚抗疫歌曲《总有一个春天她会来临》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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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那白雪漫天，你为我伸出的手，开满春天的花

瓣”“你是我的白衣天使，生死轻盈为我飞扬……”今

年的藏晚，由西藏文联副主席陈人杰作词，著名音乐

人绍兵作曲的一首抗疫歌曲《总有一个春天她会来

临》，引发了广泛好评。

这首歌曲由索朗云丹、绍兵、次仁拉姆和次仁央

宗联袂演唱，是由流行、民族等不同演唱方式的歌手

共同打造的力作。

有人评价，这不仅是一次艺术的合作，也是民族

团结的生动体现。来自各地的人们，抗疫目标相同，

歌曲背后，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抗疫歌曲的背后，是西藏的人文关怀。正如陈人

杰所言，对于西藏高原，我们除了要沉浸自然之美，还

要秉承对人类持有恒常的悲悯之心。

这首歌曲，为何能受到广泛好评？制作有什么亮

点？合作有什么经验？敬请关注。

在 拉 萨 一 家 地 道 的 藏 餐 馆 ，记 者

见到了帅气且开朗的 95 后藏族歌手索

朗云丹。“平时我生活在北京，能有机

会 上 家 乡 的 藏 晚 ，为 抗 疫 贡 献 一 份 力

量是很荣幸的事。”喝了一口甜茶后，

他笑着说。

别看索朗云丹年龄不大，却是一位

“老歌手”，他擅长流行歌曲的演唱，对

家乡更是充满感情。去年，他与著名歌

手韩红，为西藏的纪录片《跨越喜马拉

雅》专门录制了主题曲《向南方》，反响

不错。

索朗云丹清楚地记得，2020 年 12 月

底，当接到藏晚的邀约电话，他当即同

意录制。今年 1 月份，他安排好手头的

工作，马上赶回拉萨，练习、彩排，做好

了充足准备。

时间拉回到去年的抗疫时光，2 月

中旬，西藏 3 名疾控专业人员带着物资，

驰援湖北一线。

西藏各级医护人员，始终坚守在疫

情防控阻击战的第一线。去年在全国

疫情防控最严峻的时刻，我区实现了唯

一病例快速清零。如今，在西藏，已经

连续超过 365 天无新增确诊或疑似病

例。目前，全区已建成核酸检测实验室

94家（不包括第三方机构）。

在距离拉萨 4000 多公里外的浙江

杭 州 ，正 在 老 家 休 假 的 西 藏 文 联 副 主

席、著名诗人陈人杰，看了西藏抗疫事

迹，心生感触，独自在书房思索，一气

呵 成 写 成 诗 歌 ——《总 有 一 个 春 天 她

会来临》。

“苦难开出花，更加动情，看到抗疫

力量，希望就此复苏。”陈人杰充满感动

与信心。

诗成之后，距离杭州 1800 多公里之

外的成都，著名音乐人绍兵在工作室中，

手机响了，收到了陈人杰发来的诗歌，逐

字逐句朗读，鼻子一酸，非常感动。

当即，他脑海中就形成了旋律，马

上在手机上谱出了抗疫歌曲的旋律。

在疫情最艰难的时候，他们用每一

个音符、每一句歌词，传递着坚韧的战

“疫”力量，表达了乐观的信念，这是一

种责任与担当。

团队的组成，看似是偶然。但为了

共同的目标——展现抗疫精神，大家走

到了一起。正是一群怀揣着抗疫理想

的人，成就了歌曲的高质量。

今年春节前夕，记者采访到著名诗

人陈人杰，前不久，他的西藏题材作品

《山海间》获得第五届中国长诗奖最佳

文本奖，《世界屋脊的瓦片下》获浪漫海

岸爱情诗歌大奖赛特等奖。

“歌词中有两层含义，明线是大家

战胜困难迎来美好希望，暗线运用爱情

的手法，展现大背景下的护士和病人之

间美好的祝愿。”陈人杰的文字间透露

出抗疫中真挚的情感。

陈人杰谦逊地说，我是靠语言星粒

取火的人，诗歌若要来一次飞升，需要

爱之高原的支撑，以此提炼和呼唤穿透

灵魂本质的愉悦。

这首歌曲，陈人杰非常注重歌手的

表达。他认为歌手诠释得非常好，每次

重听歌曲，都有一种想掉眼泪的感觉。

“特别是年龄最小的索朗云丹，他

的唱功非常好。”陈人杰说。

一个年轻歌手，为何能对抗疫歌曲

有如此深刻的理解？“我平时生活在北

京，但时刻关注家乡的变化，深刻地感

受到祖国的强大，发自内心感到自豪。”

索朗云丹说，从小他就热爱流行音乐，

在筹备《跨越喜马拉雅》纪录片主题曲

时，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祖国的发展惠

及周边国家，背后折射出家乡西藏的巨

变。他说，一定要唱好西藏歌曲。

索朗云丹直言：“绍兵老师在全国知

名度非常高，这次带着我们全程录制，从

下午两点录制到凌晨两点，精益求精。”

绍 兵 的 作 品 很 多 ，《姑 娘 我 爱 你》

《爱琴海》等在全国流行传唱甚广，还多

次荣获国家及省级大奖，也常常给国内

一线歌手制作歌曲。有人称之为西部

歌王，他擅于将时尚流行的音乐织体与

民族风格的旋律相结合。

“我经常在西藏采风，每年至少来

四五次，对西藏充满感情。”绍兵坦言。

这 首 歌 曲 的 成 功 ，还 出 于 一 种 默

契。“我和绍兵老师是‘老搭档’，此前的

合作非常多。”本次歌曲的演唱者之一，

西藏林芝市民族艺术团 80 后女歌手次

仁央宗说，不仅是这次作品，还有《为你

等待》《鲁朗·梦中的天堂》等歌曲，均与

绍兵合作。

精诚：全国四地共同完成一首歌曲

精心：高质量讲述春天的故事

精彩：一次合作带来新的文艺“碰撞”

歌手在演唱抗疫歌曲《总有一个春天她会来临》。

歌手次仁拉姆。

歌手次仁央宗。音乐人绍兵。

歌手索朗云丹。

诗人陈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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