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達保實景演出，幾十人到百
餘人共同演繹多聲部合唱《打獵
歌》，《蘆笙舞》、《擺舞》和
有36套之多的鏗鏘有力的《神鼓
舞》等等，當然也少不了以瀾滄
拉祜族生活為題材的電影《蘆笙
戀歌》的主題曲《婚誓》，精彩
的結他彈唱時常會壓軸登場。最
受人們歡迎的還有寨子裡小朋友
們的結他彈唱。

帶着結他進課堂
李娜倮明白一件事情，要讓民
族文化一直傳承下去，孩子們至
關重要。在老達保漸漸有了名氣
之後，也有許多人和組織走進村
寨，用各種形式進行幫助村民們
保護和傳承自己的文化。李娜倮
應邀成為了小學裡的編外音樂老
師。
「這些孩子有拉祜族的，也有
漢族的、景頗族的，我教他們唱
拉祜族的民歌，他們都學得非常
認真。」娜倮說，一開始，她自
己也只會唱拉祜語，後來就找來
學校的老師和親戚幫忙把歌詞翻
譯成漢語，這樣，自己現在可以
教孩子們唱兩種語言的歌曲。
「小朋友們都很聰明，學得很

快。現在孩子們可以唱兩個聲部
的合唱了。」在老達保的實景演
出中，就能看到小朋友們精彩的
表演。

村民自家即展廳
李娜倮說，還記得2009年第一

次給孩子們上課的時候，腦子裡
一片混亂，從沒教過書的她，都
不知道該怎麼辦，她就給孩子們
唱歌，然後讓他們學着一起唱，
沒想到歌聲一響，一下子就不緊
張了。

在老達保寨子，村民們人人能
歌善舞。冬季農閒，村裡的廣場
上，男的吹蘆笙，女的跳擺舞，
整個村寨儼然就是一個「舞
台」。
現在，走進老達保，拉祜族的

各類文化真實地就展現在遊客的
眼前：蘆笙坊，介紹了蘆笙的製
作和演奏等；織布坊，裡面有拉
祜族的手工織品出售……與一些
展示中心不同的是，遊客來到這
裡，看到的不僅僅是展示品，而
是已經走入了拉祜族群眾的日常

生活，展示廳就是他們的家，出
售的商品也是他們平日裡就會製
作使用的。
「我們小的時候，就是在民族

文化的氛圍中成長的，現在，希
望我們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也能
認可和喜愛自己民族的文化，把
它傳下去。」李娜倮說，如果有
機會，她希望寨子能夠成為拉祜
文化的「培訓基地」，她願意出
自己的一分力，將自己對音樂的
熱愛和知識，教給更多的人，讓
民族音樂靈魂長存。

李石開，老達保蘆笙舞的傳承人，
正是李娜倮的父親。如今老達保八成
以上的人都會結他彈唱，和李父當年
賣了豬帶回一把結他，有着莫大的關
係。女兒如今在音樂上取得的成就，
更是得益於父親的「真傳」。
李石開今年55歲，個子不高，黑黑

瘦瘦，見人總是樂樂呵呵的，他是村
子裡的「蘆笙舞王子」，而他的結他
彈唱功夫也是相當了得。他回憶說，
自己很小的時候就會蘆笙舞了，也跟
着學會了唱詩，但是沒見過結他。直
到有一次，他見到別人彈結他，瞬間
就被迷住了，隨即跟着那人學了一個
多月。1984年，李石開和妻子商量後，決定賣掉家裡的一頭豬，進
城買結他。他記得，豬賣了60元，買結他花去50元，再除去路
費，回到家身上就只有6元了。
李石開回到村子一彈結他，就吸引了眾多鄉親的目光，大家都開

始跟着他學。現在的老達保，80%的人都會結他彈唱，尤其是在實
景演出中，一群孩子用拉祜語和漢語彈唱的童謠，更是讓不少觀眾
為之着迷。
在父親眼中，李娜倮從小都是「乖乖女」，但是學音樂特別認真和

有天賦。說起女兒，他一臉的驕傲，他說，看到女兒出名很高興，
希望能和女兒一起把拉祜的文化傳承好，讓更多的人來老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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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祜女傳承文化感榮耀拉祜女傳承文化感榮耀 帶領鄉親闢致富路帶領鄉親闢致富路

在2006年到2013年間，李娜倮大量時間在外面演出，她努力着
想把自己民族的文化盡可能原汁原味地介紹給大家，希望大家了
解、喜歡拉祜文化。2013年之後，她卻反而回到了自己的家鄉，專
心在當地打造實景演出。改變她這一想法的，多多少少和那年赴香
港演出有關係。
李娜倮回憶說，2013年7月，他們一家受邀前往香港參加了慶祝

香港回歸的演出，她的父母、2個弟弟和2個孩子一起表演了《快
樂拉祜》。演出結束，觀眾們報以熱烈、長久的掌聲，那個場景她
至今記得。
是次演出使她見到了更多來自不同地方和國家的演員、合唱團，

娜倮忽然覺得，拉祜的文化與別處的確實有着很大的差異，但拉祜
文化的真正魅力，需要去到拉祜族生活、生存的環境中，才能真正
完全地體會到。除了結他彈唱以外，拉祜族其實還有很多東西可以
介紹給外面的人。
正是在香港之行之後，李娜倮把更多的時間留給了自己的寨子和
剛剛成立的公司。

冀建「培訓基地」傳承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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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靈魂 得父「真傳」

香港之行 改變想法

結他與老達保

■■老達保實景演出老達保實景演出，，現在每現在每
年可以達到年可以達到8080餘場餘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譚旻煦香港文匯報記者譚旻煦 攝攝

■李娜倮的父親說起和女
兒一起出去演出的經歷，
臉上洋溢着微笑。
香港文匯報記者譚旻煦攝

娜娜倮很小就喜歡跟着爸爸哼哼唱唱倮很小就喜歡跟着爸爸哼哼唱唱，，
爸爸發現女兒喜歡音樂爸爸發現女兒喜歡音樂，，就開始教就開始教

她彈結他她彈結他。。她總是學得特別認真她總是學得特別認真，，會自會自
己記下一些東西己記下一些東西。。在十六七歲的時候在十六七歲的時候，，
娜倮開始試着創作歌曲娜倮開始試着創作歌曲。。

首曲為愛情譜唱首曲為愛情譜唱
「「那些承諾那些承諾，，假如還記得假如還記得，，那你回心轉那你回心轉
意回到我身邊意回到我身邊，，流下的眼淚像那山間的流流下的眼淚像那山間的流
水水，，我的心兒就快破碎我的心兒就快破碎，，別聽別人的碎語別聽別人的碎語
回到我身邊回到我身邊，，始終真心愛着你……始終真心愛着你……」」

娜倮寫的第一首歌娜倮寫的第一首歌，，是首悲傷的情是首悲傷的情
歌歌，，背後卻是她和愛人的愛情故事背後卻是她和愛人的愛情故事。。
「「這首歌是為我老公而作的這首歌是為我老公而作的，，當時白天當時白天
做農活做農活，，晚上就寫歌晚上就寫歌。。那個時候家裡還那個時候家裡還
沒有電視機沒有電視機，，每晚寨子裡的年輕人都會每晚寨子裡的年輕人都會
聚在廣場一起玩聚在廣場一起玩，，一起唱歌一起唱歌。。一天晚上一天晚上
我唱了這首我唱了這首《《真心愛你真心愛你》，》，大家感覺很大家感覺很
好聽好聽。。後來我唱了很多次後來我唱了很多次，，他也聽了很他也聽了很
多次多次，，終於終於，，他回心轉意又回到了我身他回心轉意又回到了我身
邊邊。」。」李娜倮說李娜倮說，「，「可以說可以說，，老公是我老公是我
唱回來的唱回來的。。不過如果沒有他離開我不過如果沒有他離開我，，我我
也寫不出來這首歌也寫不出來這首歌，，很感謝他給了我好很感謝他給了我好
大的力量大的力量」。」。
現在現在，，夫妻兩人經常都會同台演唱夫妻兩人經常都會同台演唱，，
也會時常講起這段往事也會時常講起這段往事，，不過這首悲傷不過這首悲傷
的歌倒不怎麼再唱起的歌倒不怎麼再唱起。。
後來日常生活後來日常生活、、民族節日等等都成了民族節日等等都成了

娜倮創作的靈感娜倮創作的靈感，，到現在已經創作了到現在已經創作了5050
多首歌曲多首歌曲，，這些歌這些歌，，沒有炫技沒有炫技，，沒有複沒有複
雜的編曲雜的編曲，，就是自然的流露和表達就是自然的流露和表達，，卻卻
成為人們喜愛的歌曲成為人們喜愛的歌曲。。

20052005年年22月月，，李娜倮第一次走出家鄉李娜倮第一次走出家鄉
來到北京來到北京，，在央視的舞台上在央視的舞台上，，她將家鄉她將家鄉
的民族文化展現給觀眾的民族文化展現給觀眾，，取得了意想不取得了意想不
到的效果到的效果。。李娜倮火了李娜倮火了，，老達保出名老達保出名
了了，《，《快樂拉祜快樂拉祜》》更是感動了許多人更是感動了許多人。。
此後此後，，李娜倮不斷到外地演出李娜倮不斷到外地演出，，北北

京京、、上海和老撾等地方都留下了她的歌上海和老撾等地方都留下了她的歌
聲聲。。

把觀眾把觀眾「「引進來引進來」」
娜倮發現娜倮發現，，他們的演出深受觀眾喜他們的演出深受觀眾喜

愛愛，，為了更好地把家鄉音樂和文化展示為了更好地把家鄉音樂和文化展示
給人們給人們，，她乾脆帶領鄉親們成立起了藝她乾脆帶領鄉親們成立起了藝
術團術團。。平日沒有演出的時候平日沒有演出的時候，，藝術團的藝術團的
成員都是地地道道的農民成員都是地地道道的農民，，穿上演出穿上演出
服服，，他們就成了舞台上的明星他們就成了舞台上的明星。。李娜倮李娜倮
帶着鄉親們到北京帶着鄉親們到北京、、上海上海、、昆明等地參昆明等地參
加了各類文藝表演加了各類文藝表演，，廣受好評廣受好評。。
在外演出多年後在外演出多年後，，李娜倮想到李娜倮想到，，要將要將

民族文化原汁原味地展現民族文化原汁原味地展現，，最好的地最好的地
方方，，應該還是民族文化發源生長的地應該還是民族文化發源生長的地
方方。。於是她決定回到家鄉於是她決定回到家鄉——普洱瀾滄老普洱瀾滄老

達保達保，，回到這個回到這個《《快樂拉祜快樂拉祜》》唱響的地唱響的地
方方。。這次這次，，她要把她要把「「讓民族文化讓民族文化『『走出走出
去去』」』」轉變成轉變成「「把觀眾把觀眾『『引進來引進來』」。』」。
20132013年年 55月月，，瀾滄老達保快樂拉祜瀾滄老達保快樂拉祜

演藝有限演藝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公司正式成立，，村裡的廣場村裡的廣場、、
空地都是舞台空地都是舞台。。沒有演出的時候沒有演出的時候，，鄉親鄉親
們就在田間地頭勞作們就在田間地頭勞作，，有演出了有演出了，，他們他們
帶着樂器來到廣場帶着樂器來到廣場，，就成了演員就成了演員。。這樣這樣
的實的實景景演出演出，，很快吸引了來自各地的很快吸引了來自各地的
遊客遊客，，也成為了當地旅遊的一張名也成為了當地旅遊的一張名
片片。。
現在現在，，李娜倮的村寨李娜倮的村寨，，除了有實景的除了有實景的

原生態演出原生態演出，，還是一個展現拉祜文化的還是一個展現拉祜文化的
基地基地。。截至目前截至目前，，全村實景演出的收入全村實景演出的收入
超過超過158158萬元萬元（（人民幣人民幣，，下同下同），），旅遊旅遊
綜合收入超過綜合收入超過160160萬元萬元。。
李娜倮說李娜倮說，，現在每年的實景演出大概現在每年的實景演出大概

可以到可以到8080場場，，鄉親們參加演出的收入也鄉親們參加演出的收入也
比原來多了比原來多了。。最讓李娜倮感到高興的最讓李娜倮感到高興的，，
是自己民族的文化可以在當地得到原汁是自己民族的文化可以在當地得到原汁
原味的保留原味的保留，，還受到那麼多人的喜愛還受到那麼多人的喜愛。。
她說她說，，這個事情這個事情，，她會一直做下去她會一直做下去。。

■普洱瀾滄老達保是「快樂拉祜」唱響的地方。
香港文匯報記者譚旻煦攝

■李娜倮在學校為孩子們上課。 香港文匯報記者譚旻煦 攝
■老達保的男女老少都是「音樂達
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譚旻煦 攝

■■李娜倮的第一首歌為老公而作李娜倮的第一首歌為老公而作，，
現在他們二人還經常同台演出現在他們二人還經常同台演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譚旻煦香港文匯報記者譚旻煦攝攝

拉祜族是中國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此外，緬甸、泰國、越南、老撾等國也有拉祜

族人。少數民族能歌善舞，拉祜族也不例外，只不過在歷史上受外來文化的影響，

他們的音樂和歌曲總是有結他這個西洋樂器相伴。李娜倮是雲南省普洱市瀾滄拉祜

族自治縣拉祜山鄉老達保村一名普通的拉祜女子，音樂天賦極高，13歲就學會了

結他彈唱，16歲便開始創作自己的歌曲。十多年前，走上央視舞台的她以一首

《快樂拉祜》「一炮而紅」。從此，李娜倮一邊繼續

創作歌曲，一邊帶領鄉親們成立藝術團演出本民族的

歌舞。「守住我們民族的音樂，就是在為我們國家傳

承民族文化，這值得我一生感到榮耀。」李娜倮用

她還不太流利的普通話這樣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譚旻煦 雲南報道

■■李娜倮李娜倮
香港文匯報記者譚旻煦香港文匯報記者譚旻煦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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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末、20世紀
初，隨着基督教傳入雲
南瀾滄地區，傳教士也

帶去了結他等西洋樂器及西方音樂理論。那
時，在簡陋的教堂裡，唱讚美詩的主要伴奏
樂器就是結他。在當時沒有更多外來文化湧
入的情況下，很多拉祜族人是在結他聲的陪
伴下長大的，但是他們中很多人並不會演

奏。在李娜倮之父李石開的帶動
下，結他才逐漸成為鄉親們

普遍通曉的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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