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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基金特约刊登上海文艺评论

在青海，“那木厂牌”团队又

去了青海“花儿皇后”张存秀开的

茶园，每天从中午到晚上，张存秀

和她的学生给茶客们唱“花儿”，

园内天天爆满。张存秀师从“西北

花儿王”朱仲禄的弟子，每当她用

哭腔唱起描述旧社会回族童养媳悲

惨生活的《索菲亚诉苦》，茶座中

总是一片唏嘘。这位从小爱唱、一

度下岗且没有“非遗”传承人名号

的歌者，传承的不仅是歌声，更是

一种生命态度。

行走的声音虽然听起来晦涩难

懂，但大多传递的都是朴素简单的

道理。甘肃省凉州贤孝省级非遗传

承人王月爷爷，十五岁时双目失明，

为了谋生便学了贤孝。他曾流浪于

武威周边的市县，也曾远赴新疆……

这位“民间音乐大师”眼盲心不盲，

四处行走，用音乐劝贤劝良，导人

向善。“当老爷子唱道：‘天有道，

下的是甘霖细雨；地有道，出的是

五谷苗根……’时，所有人都哭了，

静静听，每一句话都饱含了智慧。”

为了影响更多人，老爷子用尽

毕生的积蓄买了一院房，名为凉州

音乐民间传习所。也许传承人的故

事，对于他们来说是生活，但对于

世界来说，却是取之于人，用之于

人的宝藏。

采访时修侃的一句话让记者深

受触动：“我们把音乐当作一种信仰，

总是随遇而安，一路上，我们感恩

上天安排的所有缘分与故事、欢笑

与泪水。”

不为流量而做 路越走越宽

“在这条路上走了很久，转头

一看，恍然发现，身边的人越来越多，

就像《阿甘正传》里那场似乎没有

尽头的马拉松。因为一个共同的相

信，从音乐会合作的乐手、分享会

台下的观众、采风路上的伙伴……

变成了同行的人。”

修侃说，四年行走的声音团队

走了三条路线，中间有民间音乐人

加入他们，也会有社会上的朋友报

名，走短短的路程，但目的都是认知，

回归本源。当你真正走进去，了解

中国文化，就能体会背后的声音、

画面带给人们的触动。“团队最多

的时候 5 辆车 20 个人，虽然我们有

不同的职业背景、生活经历，却因

那些传唱千年的非遗歌声，人生轨

迹就此交汇……”

“每次出去都是一两个月起跳，

有时候很艰辛，团队会在山里扎帐

篷，有时候又很温暖，村里淳朴的

人们，会帮忙指路找到真正的传承

人。我们并不孤单，同样我们也都

很清楚，做这件事是不赚钱的，但

内心的使命感，让我们愿意去做，

去付出。”

2016 年，百度与那木厂牌合作

打造的本源博物馆上线，反响不错，

许多投资人也陆续主动登门拜访，

但修侃也坦言，真正能合作的并不

多，比方说，研学营、工作坊的想法，

传递出去会很平面，我们需要有更

深度的内容。“如果你知道王耔斌

把北京的房子卖掉，来做音乐，就

知道我们并不看重商业、流量的东

西，但今年更多人开始找我们，我

们对流量的定义有了改观，就像今

天我会在自己的微信、微博上分享

音乐一样，我们需要被更多人看见。”

今年，“行走的声音”团队第

三次出发，踏上青海路线，行程近

10000 公里，在此期间，“那木厂牌”

官微同步分享了几十位传承人的故

事。11 月 12 日，第二十二位传承人

青海玉树卓舞传承人公保，百人团

体舞卓舞的领舞，赢得网友的热评。

别看他采访时温和内敛，一旦在山

水间跳起卓舞，饱含力量的歌舞却

能呼唤来十几只老鹰在山谷盘旋。

四年，36000 公里行程，187 位

民间音乐人，200 首民间音乐，40 种

音乐门类，500 小时民间音乐视频素

材，这是近四年来“那木厂牌”“行

走的声音”的关键词。对“那木厂牌”

的音乐人来说，数字上的增量，或许

还远远不够。他们想要建起并不断完

善中国传统本源音乐资料库，留存、

共享这片土地上那些美好的声音。

达至理想的具体步骤，已在他

们的构想中：首先，发行“行走的

声音”各地域专辑，推出主题音乐

会巡演、巡回展览；之后，打造“行

走的声音——音乐行者记”系列纪

录片，进一步推广本源音乐。“做

音乐，我们不想过分消费，后面会

把采风的纪录片变成一档有记录感

的慢综艺，中国文化这么有趣，像

京剧、昆曲等都可以扩展，我们会

用偏娱乐的方式，把这条路越走越

宽，种下一颗种子，更多更广地传

递下去。”

　　我们把音乐当作一种信仰，总是随遇而安，一路上，
我们感恩上天安排的所有缘分与故事、欢笑与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