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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学家柯杨曾指
出：“从宏观视野看，建立
在传统农牧业经济基础之
上的民间花儿演唱及其
口耳相传的传统传承方
式，在信息化高速发展和
大量普及的形势下，它的
生存空间正在不断萎缩，
各地参与演唱的人数也在
逐年减少。包括花儿在内
的许多民间非物质文化遗
产，都面临着后继乏人的
危险。”

多年来，花儿不断发
展，从乡间小调唱上艺术
舞台，学术研究领域出现
了“花儿学”。各地不断兴
起的花儿文化活动，包括
花儿会、非遗申报、花儿研
讨会和花儿培训班等，无
疑是对这种非遗文化有力
的传承和保护。

“宁夏花儿纵向时间
久，横向跨度大，是宁夏最
具代表性的民歌品种，当
前，宁夏花儿在不断传承
和发展的同时，在人才储
备、组织服务级别、政府投
资力度、基层细胞建设（文
化大院、传承基地）、宣传
普及等方面仍需要加大力
度。”马剑龙建议，加强花
儿新人培养，探索创作适合
青少年演唱的花儿作品，
以及进一步优化中国西部
民歌（花儿）歌会品牌建设。

“如何进一步打造宁夏花儿品牌，
培养宁夏花儿人才，厚植宁夏花儿
土壤，将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马剑
龙说。

以撒丽娜、黄亚为代表的一批海原
籍花儿歌手活跃在全国舞台上。在马
剑龙看来，海原县花儿文化的发展成
果，主要体现在政府主导和花儿积淀两
个方面。海原县从娃娃抓起，精心发
掘、筛选和培训，形成人才培养机制。

“宁夏其他县区可以借鉴海原县的经
验，蹚出保护传承花儿的新路径，筹建
花儿传承基地和传承点，培养人才，让
基层花儿群众有更多活动空间。”马剑
龙建议，在政府层面，强化顶层设计，在
民间层面，进一步提升传承人、歌手素
养，唱好唱响宁夏花儿，讲好宁夏花儿
故事。

吴忠市级花儿传承人马金凤说：
“没有花儿新人的培养，就没有宁夏花
儿的未来。我们想要形成地区性、全国
性花儿的竞争力和宁夏花儿传承传唱
的优势，就必须从娃娃抓起，在培养花
儿新人方面下功夫。个人认为，文化和
教育两部门的联手协作，可以是培养花
儿新人的工作思路和抓手。”

“在花儿作为中国西部民歌（花儿）
歌会硬核载体的前提下，可以尝试将歌
会办到宁夏花儿深耕区原州区、西吉
县、海原县、同心县等地；充分发挥宁夏
民协花儿专业委员会、宁夏师范学院、
宁夏艺校等院团组织实践的平台作用，
分析和研究宁夏花儿现状，献计献策，
带头实践。”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项目
（山花儿）代表性传承人马学辉说。

马剑龙说，宁夏具有深厚的花儿土
壤，当花儿传承的接力棒传到我们这一
代手里，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将其保护
好、研究好、演唱好、传承好，让花儿艺
术焕发出新的活力。

“花儿本是心上的话”，在历史和未来中对话——

宁夏花儿传承人，心头 绽放
本报记者 苏 峰 杜晓星 文/图

花儿

“马莲开花一片蓝，农村的旧
貌换新颜；油泼的辣子醋拌蒜，
百姓的生活比蜜甜；罗 山 顶 上
彩云间，好花儿赛过了牡丹；花
儿漫开了好生活，离不开党的好
政策……”

2024 年同心县首届西北花儿
歌会开幕式上，来自丁塘镇团结村
的宁夏花儿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农民花儿歌手马瑞
峰走上舞台，与花儿“夫妻档”李文
杰、马黑女等 8名花儿歌手、传承人
联袂演唱《舒心的花儿漫上》。这
一花儿联唱，由马剑龙等人作词、
选曲、记谱，以歌传情，直抵心扉。
台上，一首首经典花儿民歌，征服
了台下的父老乡亲，掌声如潮。

深情唱响，传承芬芳。放羊娃
出身的马瑞峰自幼酷爱花儿，跟随
庄子里的大人学会了不少当地的
花儿民间小调。成年后，他一边务
工，一边教工友唱花儿，也根据劳
动实践创作花儿。他演唱的同心
花儿小调《湾断头的萝卜》《梁三
哥》《一把铡子九斤铁》等曲目，高

亢婉转，风格独特。
后来，马瑞峰加入同心花儿团

队，在马剑龙的悉心指导下，潜心
学习钻研，深刻认识了这种流露着
天然心性、浸泡着泥土芬芳的民间
艺术，更加注重选择适合自己演唱
的花儿小调，运用和把握演唱技
巧，体现其歌词抒情、比兴和押韵
等要素特征。近几年，马瑞峰多次
参加国内大型民歌比赛，荣获中国
西部五省区花儿（民歌）大赛银奖
（四人组合）。2019年，马瑞峰通过
层层选拔参加央视举办的“中国星
梦综艺盛典”演唱会，把家乡的花
儿“漫”上了央视舞台。

罗山脚下，清水河畔，“花儿”
自然“绽放”。同心县原花儿协会
主席杨宝虎听闻老家举办首届西
北花儿歌会，专程从内蒙古赶
回。他和马剑龙一起关注参赛选
手，特别是同心籍花儿传承人的表
现。作为中生代花儿歌手，杨宝虎
和马金凤堪称连接同心花儿过去
和现在的桥梁式人物代表，起到
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杨宝虎能编

会演，博闻强记，舞台表现力强，
最拿手的就是领唱在同心地区流
行的花儿《四季歌》。“马剑龙就是
同心花儿的‘火车头’，他带着我
们学习、培训、采风、参赛、展演
和交流，可以说，我们这一批花儿
人的成长离不开他的带领。”杨宝
虎说。

歌会舞台上，闻名同心山川的
“花儿夫妻档”李文杰、马黑女，以
富有特点的花儿对唱赢得台下热
烈的掌声。李文杰受家庭熏陶，
自幼酷爱花儿，在听到年长者唱
花儿和民间小调，便跟着模仿学
习 ，记 住 了 很 多 歌 词 和 曲 调 。
2008 年以来，他和妻子马黑女开
始调整演唱方向，积极参加马剑
龙举办的网络花儿学习班，学习
地道的宁夏花儿。2015 年，夫妻
俩因为对唱《马五哥和尕豆妹》
《绿韭菜》而走红，被同心县文化
馆邀请每年参加送文化下乡活
动，深受老百姓喜爱。李文杰还是
同心花儿团队中最先尝试音乐伴
奏的传承人之一。

“北风刮罢刮南风，吹断了旱
塬的草根；生态治理看如今，建成
了美丽的同心。”“王团的枣子大沟
沿的葱，菊花台的枸杞出名；黄河
水引到了旱天岭，这就是共产党的
恩情……”马剑龙深情演唱着由自
己创作的同心花儿。

“我出生在同心东山里窑山脚
的小山村郑家台。这里祖祖辈辈
唱花儿，张正才、马彦海、张伏玉都
是庄子上唱花儿的好手，他们唱过
的花儿有《打一把斧头加四两铁》
《干粮子背上羊赶上》，至今我还没
有听到过其他花儿歌手有那样的
唱法。我是听着他们的花儿长大
的，对花儿的挚爱从未泯灭，也想
把花儿更好地传承下去，凡是听到
有人唱花儿或说花儿，我都会记录
下来。”马剑龙说。

2014年，马剑龙加入了一个同
心花儿的微信群，听到了自己“梦
中的花儿”，他有种找到“根”、找到

“家”的感觉。从此，马剑龙带着几
十位花儿爱好者学花儿、唱花儿，
在同心及周边有花儿传唱的地方
转了个遍。杨宝虎、马英祥、李文
杰、马瑞峰、马黑女、马银江等人是
其中的佼佼者。在马剑龙和助手
马刚丹的精心指导和鼓励下，这些
花儿演唱者陆续登上了中国民歌
（花儿）歌会及市县的一些舞台，成
为同心花儿舞台演唱的中坚力
量。后来，马剑龙结识了罗正发、
苏有录、马彦朝、杨树华等老一辈
花儿人，并与同心县资深花儿传承
人杨登清、张伏玉深入交流，逐渐
梳理清楚了同心花儿发展的脉络，
特别是发现同心地区还有许多前
人未曾挖掘出来的花儿小调，遂产

生了编纂《同心花儿》《同心小调》
的想法。

“挑上个担子浪市场，大葱换
回了犁杖；‘飞鸽’捎一台收录机，
新生活图一个欢畅。”这是同心老
一辈花儿学者杨少青先生创作的
新花儿，四个乐句一首花儿，景象
真实，情感真挚，以清韵之情，朴素
之美，有力地代入真真切切的体
验，为同心花儿引入了全新的视
野。马剑龙介绍，上世纪 80 年代，
同心出现了新花儿的创作热潮。
杨少青先生创作的花儿歌舞剧《瀚
海绿歌》，正是当时同心县倾力打造
扬黄灌区新气象的生动写照。其花
儿曲调清新明快，尤其是唱腔中的
和声，增加了情绪的厚度与气势，增
强了作品的感染力，荣获了 1984年
全区第三届民歌调研大会创作和表
演一等奖。

为了整理同心花儿资源，总结
同心花儿成果，形成同心花儿理
论，马剑龙作为主编，历时 13 年编
著了“同心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丛
书”《同心花儿》《同心小调》。《同心
花儿》70万字，《同心小调》40万字，
列举了大量花儿、小调歌词歌调，
从比较学的角度对同心花儿、同心
小调把脉定位，既尊重前人的研究
成果，又推陈出新，从花儿节奏、音
律、句式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分析比
照，以期将两本书作为方便查阅、
利于传唱的工具书。

今年 4月 22日，在同心县文化
旅游体育广电局召开的“同心县非
物质文化遗产丛书”《同心花儿》
《同心小调》发行式和研讨会上，马
剑龙和区内外等 8位专家作了主旨
发言和学术研讨。马剑龙说：“同

心花儿是我们宁夏文化的‘土特产’，
保护和传承好花儿文化，是我愿意
花十几年的功夫搜集、整理和研
究花儿的初衷，并把这项工作坚
持下去。”

马剑龙集唱、创、谱、研、教于
一身，潜心钻研宁夏花儿，以专家
委员会委员、副主编的身份参与《中
国民间文学大系·歌谣·宁夏卷·花儿
分卷》编纂工作。其中花儿歌词的
分类部分，使他不仅全面接触了宁夏
已有的花儿资料，还增加了许多田
野调查的机会，对宁夏花儿有了更
为切近而深入的了解。他与宁夏
文化馆副馆长吴昕合作撰写的《宁
夏同心原生态花儿田野调查的实
践与启示》一文，收编于《原生民歌的
传承与发展——2021中国原生民歌
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六盘山南乡
花儿，一个宁夏人不应该忽视的花
儿曲种》，参加了 2023 年中国花儿
大会，收编在中国民协主编的《第
四届全国花儿学术研讨会论文汇
编》。随后，他又主笔撰写了《令行
天下——宁夏花儿曲令的推想》
《新时空、新语境下的宁夏花儿生
态》等论文。

2009年，六盘山花儿和河湟花
儿、洮岷花儿联手进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非遗保护名录，这为花儿的
传承传唱注入了新活力。

马剑龙说，多年来，宁夏花儿
保持着自身的特色和传承优势，涌
现出了《园子里长的绿韭菜》《眼泪
的花儿把心淹了》《模样儿咋这么
俊了》《上了高山望平川》《上河里
鱼儿下河里来》以及花儿小调《珍
珠倒卷帘》《扬燕麦》《放风筝》等
许多知名曲目。

“花儿”流露天然心性、浸泡泥土芬芳。近日，同心县首届西北花儿歌会开唱，来自西北五
省区的 48位优秀花儿歌手和传承人献上精彩演出。其中，由自治区级花儿传承人马剑龙指导
的部分花儿传承人组团参加了本届花儿歌会。马剑龙痴迷花儿、研究花儿、传承花儿、唱响花儿，
让这一非遗文化在保护与传承中绽放新光彩。

传承传承 “花儿漫开了好生活”

浇灌浇灌 让花儿根系更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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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剑龙等宁夏
花儿传承人，不仅
关注花儿的历史，
也聚焦花儿的未来。

花儿歌会现场。

马剑龙（右二）在指导花儿歌手。

花儿“夫妻档”李文杰、马黑女与马剑龙交流心得。

青海花儿歌手瓦小云献唱同心花儿歌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