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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胜利召

开，让西藏文化艺术事业迎来了历史机遇期

和黄金发展期。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首届西

藏文化艺术节迎着时代潮头，应运而生。作

为 整 个 艺 术 节 期 间 的 点 睛 之 笔 、“ 明 星 赛

事”——首届西藏自治区青年歌手大赛，无

疑最为令人瞩目，西藏各地青年歌手云集赛

台，亮嗓“沙场”，为广大观众献上了一曲曲

雪域天籁之音，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享受到

了文化发展成果，极大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精

神文化生活的需要。

线上线下、场内场外，青歌赛期间全网

同步直播收看人数近 100 万人，青年歌手们

在台上一展歌喉，“围观”群众点评不断，有

些评论留言也不失精彩。那么，到底如何评

析歌手表现？鉴赏歌曲神韵，主要还是要把

握好歌手现场表现与歌曲意味传神之间的

有机结合。

美声唱法美在何处？用一句话来概括

就是混合声区唱法。从声音来说，是真假声

按音高比例的需要混合用。从共鸣来说，是

把歌唱所能用的共鸣腔体都调动起来。这

种唱法本身有他自己特有的“味道”和音响

特色。业余组美声唱法冠军王贝贝，因出色

的唱法、唱功、形象、演唱表现等脱颖而出。

决赛中，王贝贝演唱的《我爱你中国》以 9.84

分的成绩获得美声组银奖。她准确掌握歌

曲风格、特点，情感表达恰到好处，具有较强

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唱出了时代的旋律和爱

国情怀。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从音乐的领域来

说 ，音 乐 是 不 分 国 界 的 ，因 此 民 族 的 音 乐

也 可 以 称 之 为 世 界 的 音 乐 。 民 族 唱 法 是

由中国各族人民按照自己的习惯和爱好，

创 造 和 发 展 起 来 的 歌 唱 艺 术 的 一 种 唱

法。民族唱法包括中国的戏曲唱法、说唱

唱法、民间歌曲唱法和民族新唱法等四种

唱法。

由于民族唱法产生于人民之中，继承了

民族声乐的优秀传统，其演唱形式多种多

样，演唱风格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语言生动，

感情质朴，因此，在群众中已深深扎根，成为

人们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业余组选手索

朗卓玛演唱的《天路》以 9.79 分的成绩获得

民族唱法组金奖。她运用国家通用语言和

藏语交替演唱的形式、声情并茂的演绎，深

深感染了现场观众和线上网友。赛后，她感

慨道：“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是用歌声来

表达个人情感。”

通俗中“俗”到底是什么？通俗不等于

低俗、粗俗、庸俗，大俗中有大雅，流行中有

经典。“俗”正是通俗音乐经久不衰的制胜法

宝。通俗唱法（也称流行唱法），其特点是中

音声区使用真声，高音区一般使用假声，追

求声音自然甜美，感情细腻真实。选手旦增

桑旦演唱的《净土》以 9.89 分的成绩获得通

俗演唱组金奖，选手扎西顿珠演唱的《来香

巴拉看太阳》和平措卓玛演唱的《没那么简

单》分别以 9.88 分和 9.86 分的成绩获得通俗

演唱组银奖。旦增桑旦遵循了通俗唱法讲

究的“出字、归韵、收声”的咬字吐字过程，同

时基于通俗歌曲歌词的口语化与生活化的

特点，在演唱上，把歌词的逻辑重音、感情重

音，句与句之间的衔接与停顿，语气的鲜明

与准确以及连贯性与整体性等，准确地表达

了出来。

“在提升中普及，在普及中引领。”对于

青年歌手来说，青歌赛是放飞青春梦想、展

示艺术才华、提升声乐水平的黄金通道。选

手们用竞技与动情的视听元素，在欢声笑语

和声乐欣赏之中搭建了一个权威与民间、专

家与大众的文化互动平台，引导人们去感知

和品味美声的奥妙、民声的悦耳、流行的时

尚、原生态的丰饶。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我区举办青

年 歌 手 大 赛 具 有 重 要 教 育 意 义 和 文 化 意

义。首届青年歌手大赛以培养和挖掘声乐

人才为目标，以服务大众为目的，获得了众

多观众特别是青年朋友们的喜爱，充分彰

显了其蕴含的文化引领作用。首届西藏自

治区青年歌手大赛，实现了西藏文化传播、

发展、传承新的突破，虽然在赛事节奏的掌

控、选手的表现张力上都略显稚嫩，但相信

经过实践和创新，终将成为弘扬民族艺术、

普及音乐知识、发现和推出声乐人才、引领

和推动我区声乐事业发展的重要平台，为

西 藏 文 化 艺 术 事 业 输 送 更 多 优 秀 青 年 人

才。

从蔡老师的朋友圈里，我看见那簇花，

茂盛在西藏大学的思源湖畔。她颜色丰富，

有乳白，有嫩粉，也有紫红，但花的形态是一

致的，轻轻柔柔的花瓣围绕着黄色的花蕊，

一朵朵，团团圆圆。那花蕊，也像石榴籽，一

个个圆圆的花粉粒，紧紧地簇拥在一起，不

分彼此。

五 年 来 ，我 带 着 儿 子 四 次 登 上 高 原 。

第一次在三江源，2018 年的夏天。儿子至

今念念不忘可可西里的藏羚羊，它们轻捷

的身体，敏锐的反应，优美的奔跑弧线。我

也喜欢着那一群群的精灵，但更惦记那三

五成群，抑或两个一组的野驴，我记得它们

身上的彩色鬃毛，更不会忘记它们的从容

步伐，在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傍晚，它们

悠 然 地 迈 着 步 伐 ，不 时 低 头 私 语 ，一 起 向

前，不慌不忙。难道，它们的眼里，没有风

雨？

事实上，天地间，那一刻，它们面临着和

我们一样的风雨。一行人手拉手，平静地站

立，目送它们远去。风来了，雨随行，但持续

很短的时间。风雨结伴着离开，彩虹就那样

在瞬间挂上天际。“好漂亮！”儿子惊喜的呼

喊打破了三江源的沉默。彩虹听见了，在对

少年的回应里，它愈发鲜艳明亮。回程时，

我时不时回头，想再看看那些从容的背影，

没有能再见，它们已经消失在天涯。

后面的三次高原行，基本活动在思源湖

畔，但一直未见那簇花。在我的朋友圈看见

明媚鲜艳，儿子问他的爸爸，我们观察得这

么不仔细么？过去的两次高原探亲里，我们

一次次漫步在依山傍水的校园里，和悠悠行

空的云朵有过对话，拍下了硕果累累的梨

树，研究过其间神秘的蜘蛛和它精密又精致

的网络……为什么我们没有看见花？“它只

开放在春天，你们只在夏天来，那时，师傅们

已经为她们剪枝修妆完毕，为了来年春天里

的开放。”他的爸爸微微笑着回答。他的话

里有着浓浓藏地的后尾音，脸上有着太阳的

颜色。

这一次的高原行，第一件事便是去寻找

思源湖畔的那簇花。思源湖还在静静地流

淌，它连接拉萨河，联通雅鲁藏布江。湖畔

不见花，却见到一批即将离开的援藏教师。

他们在这里工作了三年，马上就要告别高

原，在他们的面庞上，我看见了即将拥抱家

人的喜悦，更听见了太多的不舍和挂念：

“别太拼啊，该吸氧得吸氧！”“教学大纲

得修订啊，要结合我们藏大学生的实际。”

“课题交给你们负责了，我回去也会配合你

们继续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儿

子的手机里，留下了他的爸爸和叔叔们热情

相拥的身影，留下了他的爸爸和叔叔们的声

音——“辛苦了，谢谢！”“留下来的任务更

重，保重身体！”也留下了让我们母子看见明

媚鲜妍那簇花的蔡老师的话语，“我一次次

地迎接，又一次次地欢送，我欢喜，我又伤离

别。”思源湖畔，我望向那簇花，不见花朵，只

见她被修理过的枝蔓，只见蔡老师那落寞的

身影。

我转身离开思源湖，想不到会邂逅它如

此忧伤的一夜。我们找到那两株梨树，它们

再一次硕果累累，儿子站在一株的下面，我

仰望着另一株，满脑子却都是三江源的彩

虹。“妈妈，我好像看见了牦牛群。”他指着天

空，看着我笑。我看向高原的天空，云朵随

风而行，和思源湖水同向，形状的确像成群

的牦牛。看着云朵，我又记起了三江源，还

有它风雨后的彩虹，我又想起了刚才湖畔的

拥抱，还有那些即将离开高原的人们，他们

俯首甘为孺子牛般地援藏，他们也是高原的

精灵。

我拉着儿子又去湖畔，他有点不知所以

然。我要再去看那簇花，她长久在高原，陪

伴呵护着高原的精灵。我在心里感谢她。

“妈妈，春天还会来，花儿还会开。”儿子

拍了拍我的肩膀，他即将 16 岁，高原给了他

成长的世界。

作为一名新时代大学生，拉珍对青春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在

她年轻的想象中，青春的色彩是五彩斑斓的，是七彩缤纷的……但

自从2019年10月成为扎西村乡村振兴专干那天，她的青春却充满

了洁白的哈达、白色的守护、皑皑的白雪。

拉珍经常会想起她刚来扎西村时，淳朴善良的村民们竞相

给她挂上洁白的哈达，送来真诚的祝福；更铭记于心的是 2020

年那个不平凡的春节。拉珍主动请缨投身到疫情防控工作

中。网格化、地毯式排查不漏一人，疫情防控宣传全村覆盖，疫

情巡逻从无疏漏，这就是拉珍以汗水和辛劳交出的出色答卷，

这份答卷有力地践行了她入党申请书上的誓言。

在四季流转中，拉珍还迎来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培

训、组建村文艺队和帮助孤寡老人等有意义的磨砺。

为了开展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培训，她三番五次走访

调研，制定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教案，并利用担任辅导员

的优势，通过每周集中学习、微信群、广播、工作例会、在村干部

微信群里转发藏汉“双语”学习音视频、课堂情景对话、唱红色

歌曲颂党恩、藏汉生词、句子互译、口语专项练习、办公软件学

习等全方位、分层次的方式，有声有色地推进了这项工作。如

今，扎西村村干部已经基本上可以“看到汉字认得出，会说”，还

有的已经初步掌握了制表格、写公文的能力。

拉珍从小爱好文艺，这让她对组建扎西村行政村文艺队信

心满满，她在克服困难后，组建起了一支有 20 人规模的村文艺

演出队，并争取资金支持，为队里选购服装、购置演出道具、音

乐设备，她在为演出队查找演出音乐、剪辑音乐、编舞、帮助排

练甚至担任节目主持人中不遗余力，被村演出队亲切地称为

“编外队员”。

在繁忙的工作中，拉珍心中始终牵挂着一名患有听力障碍

的孤寡老人支桑。和蔼可亲的支桑老人体弱多病，老伴去世十

多年，唯一的女儿在泽当打工，长年住在老村委会，并经常帮助

打扫卫生。自参加工作以来，拉珍在与老人同吃同住的过程中

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无论多么繁忙，拉珍总会抽出时间和老人

沟通交流，帮助老人解决生活用品采购、证件办理等方面的困

难。天气晴朗时，村民们也不时地看到拉珍陪同支桑老人一起

散步、晒太阳、练字看书、学习普通话的温馨场景。

每一次披星戴月地忙碌时，拉珍总会抬头望向远方，无尽

的冰雪在皎洁月色下反射着纯洁、晶莹的光芒。“这就是青春的

色彩，真好！”拉珍对着夜空轻声呢喃。

化作湛蓝宝石的天空

陨落岗云杉林的尘埃

粼粼波光掀开年轮的悸动

激情燃烧着，是红叶

苍翠欲滴着，是松柏

悠扬婉转地叫醒四季轮回

是鸟语呢喃

安静地饮尽一池斑斓

轻抚我半生游弋

一切羁绊遗忘湖畔

换取一刹那花开陌上

静谧人间

被轻轻拍打

写下雨儿快乐的心愿

溢过岁月的潮汐

被月亮无意间闯入

满天星光闪闪

岑岭夜泊湖面

静静绽放的

是浪的花语

怀抱着寰宇的璀璨

用力打捞一份誓言

用最浪漫天真的笔体

刻进你柔软的心弦

云儿等待着凝望

油纸伞等待归来

只有守望永恒的人

才会用灵魂深处的挚爱

等待草湖

毕生的等待

李海波 摄

草湖的等待
孟轲

在创新中实现新突破
—评析首届西藏自治区青年歌手大赛

徐冉 武畅

思源湖畔那簇花
纳金

绿野青山

青春的色彩
坚耶巴

鸟儿的世界没有乡村和城市

只有一个共同的家叫天空

有人把它的鸣叫当成是乐曲

有人把它的鸣叫当成是闹剧

无论是乐曲还是闹剧

它都不知道

在梦里寻找梦外的人

在梦外寻找梦里的人

看着她在笑又掉下了泪

就在今天

她收起了翅膀

安静地站在电线杆上

没了声音

只有心跳

清晨，我眼里的一只鸟
陌上千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