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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一两 二两钢，
干群聚力建设忙，
经济发展暖心上，
山清水秀康乐强,
花呀，两叶儿。

钢二两 一两钢，
莲花山上百花香，
马莲绳绳拦中央，
对上花儿向前方,
花呀，两叶儿。

白桦林里客云集，
草长沟中笑声语，

吃住一体随人意，

农家院里花儿起。

新农村里花儿艳，

散落在了绿荫间，

红顶白墙路儿宽，

幸福日子眼前显。

谱写康乐新乐章，

各族人民心向党，

团结奋进向前方，

初心使命不能忘。

◇吴明

赞康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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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花儿一直存活在中国西北
民间，存活于田野、大山、河川，存活在各
个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存活在西北各族劳
动人民的生活、思想、情感之中，成为他们
传情达意的生动媒介，成为每个民族或欢
乐、或悲伤、或乐观、或忧伤、或幸福、或苦
难的人生记忆，在曾经贫瘠广袤的西北大
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广为流传，显示
了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和传承性。

传承本质上是人与人的交流。作为
民间口头文学的花儿，它主要依靠的是
民间传承人的口传心授进行传播，年复
一年地在民间传唱延续和流传保存。如
果没有无数花儿歌唱者们的口耳相传，
没有他们的辛勤耕耘和心血浇灌，也就
没有花儿在历史长河中的争奇斗艳，没
有这朵世界奇葩的传播飞扬。民间传承
人在花儿传承、保护、创新和发展中的重
要作用和关键地位，不仅举足轻重，而且
具有决定性意义。

一

花儿王朱仲禄，就是这样一位在百花园
中辛勤耕耘了一生的“花丁”。他是一个超
越时空的花儿文化符号，一位花儿人长期称
道的楷模，一座花儿传承、保护和坚守的丰
碑，一面引领花儿创新发展的旗帜。

（一）他以自己的勤勉和卓越，树立了花
儿的外在形象

“花儿王”创造的“十个第一”，是大家长
期以来津津乐道的话题。这些行动使花儿
传向了全国，登上了世界舞台。

第一次通过电波使花儿传送到四面八
方。1949年 10月，当他在兰州邓家花园西
北革命大学三分部（西北民族大学前身）求
学时，兰州广播电台便邀请他去演唱了新编
花儿《共产党好比红太阳》，之后播出录音。
被人们称之为“山歌野曲”的花儿，驾着电波
开始飞翔，成为千古奇闻。

第一次在城市舞台上公开演唱花儿。
1950年初秋，西北文代会在西安召开，他被
选为青海代表出席会议。大会期间，他作为
西北五省区的文艺工作者，在舞台上演唱花
儿，使人们耳目一新，花儿从田间地头第一

次登上城市舞台。
第一次在首都北京唱响花儿。1950年

10月，他作为西北文艺参观团成员参加国庆
一周年庆典，在先农坛举行的“各民族大团
结联欢会”上，面向北京10万观众演唱了《毛
主席胜过亲爹娘》《反动派完蛋了》等花儿，
受到热烈欢迎，继而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
了音，向全世界播出。

第一次让花儿之声登上银幕。1952年
秋，他为王汶石编剧、关鹤岩作曲的反映民
族工作内容的故事片《太阳照亮红石沟》配
音。在影片中，他按歌词内容的要求，唱了

“河州大令”等 3首花儿曲令，有力地烘托了
影片主题。

第一次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献唱花
儿。1953 年 9 月，在参加第一届全国民间
音乐舞蹈会演期间，他的花儿演唱作为优
秀节目被选进中南海，为毛泽东、朱德、
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
受到欢迎。会演后，他唱的花儿《上去高
山望平川》和酒曲《尕老汉》即被中国唱
片社灌制为唱片，成为我国音乐史上的第
一张花儿唱片。

第一次将花儿带进高等音乐学府。
1953年夏天，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吕骥
特邀他到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花儿，教授对象
主要是声乐系、作曲系的师生。此举既培养
了学生的民族艺术情感，也增强了他们对西
北花儿的感性认识。

第一次成为花儿专职演员。1953年 8
月，他到西北文工团（即后来的陕西歌舞剧
院）参加工作。从这时起，他作为第一位走
上专业舞台表演花儿歌唱的演员，活跃于舞
台之上，使花儿开始成为舞台艺术。

第一本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出版的词曲
兼具的花儿选集。他到西北文工团就职以
后，按陕西省音协主席关鹤岩的要求，一面
参加演出，一面进行《花儿选》一书的编辑整
理工作。这本书从1953年8月起编，年底结
稿，1954 年 3 月由西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
行。全书收录花儿词 800 余首、花儿曲 60
首。这本书的出版，进一步提高了花儿艺术
的巨大社会价值。

第一次随团到北京、天津、唐山、保
定、石家庄、郑州、开封以及浙江、福建、
广东、广西等省市的大城市演出，使这些
地方的广大听众第一次欣赏到来自西北

高原的花儿。
第一次将花儿传出国门，享誉海外。

1956年冬，为了迎接即将举行的全国专业音
乐舞蹈会演，他与作曲家吕冰、编舞家章民
新合作创作了一部青海民间音乐的抒情歌
舞《花儿与少年》。他担任编词，并在作品从
整体构思到音乐选材、舞蹈语汇、服装设计
等方面提供了富有生活气息的素材。这部
歌舞剧到北京演出即获得成功。1958年 8
月，《花儿与少年》随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莫
斯科举行的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取得了
国际性的影响。

“十个第一”扩大了花儿的文化影响，拓
展了花儿的文化空间，使原来局限于大西北
山间沟壑不为人知的山歌野曲，大踏步进入
了广阔的社会文化领域。

（二）他以自己的艰辛和努力，开拓了花
儿的创新之路

紧跟时代步伐，是朱仲禄的政治追
求，花儿创新则是他的文化自觉。 1949
年 8 月，青海解放，时在青海昆仑中学分
校任教的他，在面对巨大的社会变革时，
意识到要坚决随着历史发展的脚步往前
走，立志用自己的擅长，为社会做一些
有益的事。在获悉西北革命大学三分
部（西北民族大学前身）招生的消息后，
立即前去报名并被录取。求学期间，他
的花儿演唱天赋被前来进行民间音乐采
风的著名作曲家关鹤岩和陈川静所发现
和赏识，并在征得校方同意后，引进到陕
西音协工作，同时进行专业培训，使他成
为演唱花儿的专业演员。他以自己对新
中国的热爱，用传唱新花儿的“十个第
一”迎接新时代的到来。他随着时代的
节拍，突破传统花儿言情和方言俗语的
局限，成为诗意温暖而又时尚流行、讴
歌突飞猛进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花儿，
表达着对新中国的热爱，对党和领袖的
爱戴。他的许多作品广受人民的喜爱，
被传唱至今。

创新是保持花儿活力的关键。只有
站在山顶上，才能真正理解“山在脚下”
的从容和豪迈。朱仲禄对花儿的原创
性来自身心持久的领悟和勤奋不断的
实践。花儿是词曲紧密结合的民歌。
花儿不论是词或曲，都有其特定的格律
和独到的风格，形式生动活泼，格律比
较自由。但传统花儿在词曲结合上存
在许多问题，主要是有些歌词的正词与
衬词互不连贯，这在唱情歌时可以，但
要唱新词，就会出现牛头不对马嘴的问
题。朱仲禄在花儿歌词创新方面作了
许多创新和突破，在不伤害原有风格的
前提下，力争有所发展，以适应社会的
巨大变革，也更适应新时期公众的艺术
欣赏需求。除了唱词创新之外，他还在
音乐上进行大胆探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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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的故事们代代传，
千年的铜镜里美女显，
丝绸的大路上情不断，
茶马古道上花儿哈漫。

广场上修哈的博物馆，
石骨嘛陶玉的铜器全，
齐家的文化们美名传，
史前的文明们真灿烂。

新马太山青着天也蓝，
风转磨连的是红土泉，
彩虹路延展的风景线，
乡村里开满了农家院。

河沿面片们配上个蒜，
羊肉嘛盖碗哈要配全，
馓子嘛甜醅子味道汆，
游客们醉倒在钟鼎山。

满山嘛遍野的银光闪，
旱塬上修哈的新梯田，
牛羊的面包哈要高产，
现代化农场里牛羊欢。

广河的牛羊肉纯天然，
肉质们细嫩着味道鲜，
形成了品牌化产业链，
撑起了经济的一片天。

开发区建设的真干散，
观念们一变着天地宽，
电商们开路着大发展，
皮革嘛茶叶的销路远。

广开呀先河的男子汉，
商海里拼搏着不一般，
走南嘛闯北的尕麦燕，
把生意做到了天边边。

临夏是州来广河是县，
广河在临夏的东南面，
篮球嘛之乡的美誉传，
氛围们浓厚着设施全。

山美啊水美的广河川，
家乡的变化哈唱不完。
各民族团结着齐心干，
我们共创个美好的明天。

山美水美的广河川（八宝塬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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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鸣岩花儿会一角松鸣岩花儿会一角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青青王青青 摄摄 漫花儿漫花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青青王青青 摄摄

朱仲禄（右）与花儿歌手交流

即兴演唱即兴演唱

纪录片《西北花儿王朱仲禄》宣传封面

花儿，世界东方民间音乐的飙声，
中国西部民歌灵动的跳跃，祖国西北
高原上各族劳动人民杰出的创造。

花儿流行于甘肃、青海、宁夏、
新疆及陕西部分区 域 ，是 汉 、藏 、
回、土、撒拉、蒙古、东乡、保安、裕
固、羌等十个民族共有共享、不离
不弃、引以为荣、倍加珍惜的文化
资源，是中国民歌宝库中富有标志
性和民族性的一种地域性的口传

文艺，是最富含民间艺术生命力的
文化瑰宝，已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之林中的一棵参天大树。

鉴于花儿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和
文化魅力，以及传唱民族之多，流传
地域之广，2006 年，被列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09 年，成
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全世界
人类共享的优秀文化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