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說彝家人「會說話就會唱歌、會走路就會跳舞」，「彝族打歌」幾乎陪伴

了年近60的茶春梅一輩子。幼時因家庭困難而輟學放牛的茶春梅8歲起便跟隨

長輩學唱「打歌」調，並在放牛時反覆練習，將「打歌」技藝磨練得爐火純

青；改革開放後，她參加了更多演出交流活動，見證了「彝族打歌」由式微到

興盛的歷程。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譚旻煦 雲南巍山報道

時近中午，在大山深處的雲南巍山彝族回
族自治縣（下稱巍山縣）青雲村，茶春

梅匆匆向設於村委會的「彝族打歌綜合傳習中
心」走去——那裡也有她的「彝族打歌傳承
人工作室」。
「音樂一響腳板癢」，在青雲村的山坡林

隙和溪畔湖邊，總能看到彝家人歡快的舞姿、
聽到悠揚的調子。
在茶春梅的記憶中，青雲村「彝族打歌」
走出大山，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彼時，
大理州舉辦民族民間歌舞文藝匯演，青雲村
「打歌」代表巍山縣參加匯演並獲獎。從那以
後，以前僅僅是逢年過節或遇紅白二事才跳起
來的「彝族打歌」重新走入了青雲村村民的生
活中。
青年們受到匯演獲獎的鼓舞，常常在收工
後呼朋引伴，自備馬燈或汽燈，在山坡空曠處
或林間空地「打歌」娛樂；月圓之夜的明亮月
光下，「打歌」狂歡甚至通宵達旦。

藝精受捧 收穫愛情
「彝族打歌」多姿多彩、東山西山各有不
同、南坡北嶺各有千秋；而代代相傳，具有強
烈的藝術感染力、鮮明的民族個性和獨特的文
化內涵則是各地「彝族打歌」的共同點。
「打歌」技藝精湛的茶春梅，常受到眾星
捧月般的待遇。茶春梅與同是「打歌」能手的
丈夫閉朝陽，便是在「打歌」場結識相愛並結
為伉儷的。

日本公演 場場爆滿
青雲村「打歌」調節奏明快多變、曲調粗
獷熱情，而「打歌」步伐主要模仿十二屬相的
動作演變而來，頗具藝術性和觀賞性，早在上
世紀八九十年代，便參加了第二屆和第三屆中
國民族藝術節，更屢屢被選送參加各級民族民
間歌舞交流和演出。

最令茶春梅自豪的是，1987年，她與丈夫
隨團赴日本參加第五屆東南亞國際民間藝術
節，先後在東京、大阪、名古屋等六大城市公
演19場，場場爆滿。雲南大山裡的民族民間
歌舞藝術魅力，深深感染打動了日本觀眾，是
茶春梅「做夢都沒想到的事」。
讓茶春梅沒想到的，還有自己被選定為非

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
2002年5月，茶春梅被推薦認定為省級非物

質文化遺產項目（彝族打歌）代表性傳承人；
2009年6月，被認定為「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
文化遺產項目（彝族打歌）代表性傳承人」。
其補貼也由每年300元（人民幣，下同），逐
步增加到每年3,000元、8,000元、1萬元和2
萬元。國家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傳承人的重
視，讓她倍受鼓舞。

生活改善 圓「盛裝夢」
彝族女子的服裝全靠手工挑花和刺繡，誰

做的服裝花樣好，就會被看作是勤勞能幹、心
靈手巧的人。與大多彝族女子一樣，茶春梅一
直以來最希望擁有一套自己的彝族服裝。
第一次隨團外出演出，看着夥伴們有的翻
出自己壓箱底的新娘服、有的找來媽媽平時
都捨不得穿的服裝，年少的茶春梅很是羨
慕，只好借來奶奶年輕時的服裝，伴着她多
次演出。
雖然演出機會不少，更參加過民族服飾展

演，但茶春梅一直穿的都不是「自己的」服
裝，直到婚後，才在娘家和婆家的資助下，擁
有了屬於自己的一套彝女盛裝，「那時連維持
生活都困難，哪有閒錢為我製服裝。」而讓茶
春梅一直深感歉疚的是，媽媽一輩子也沒有屬
於自己的一套彝族婦女盛裝。
如今，茶春梅擁有了自己的3套彝族婦女盛
裝，茶春梅感歎，現在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為置裝費犯愁的時光早已過去。

在青雲打歌排練場，一群彝族
男女正在排練「彝族打歌」。場
邊，有一個時而和着節拍擊掌提
醒動作變換、時而為人糾正動作
的男子——他就是青雲打歌藝術
團團長郭建榮。
郭建榮自小跟隨長輩學習「打
歌」，12歲拜師學習「打歌」必
備的吹蘆笙、吹笛子、舞大刀、
對調子等才藝，2002年成為省級
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
郭建榮曾當過縣文工隊演員，
回鄉務農後，組織起青雲「打
歌」隊，並成為「歌頭」。2008
年，「彝族打歌」列國家級非遺
項目，青雲村「打歌」成為首批
「民族民間歌舞傳習示範點」。

「打歌」進小學 漸贏得認可
作為示範點負責人的郭建榮，與
茶春梅等傳承人一道，承擔起「傳
承人進校園」的工作，利用課餘時
間向青雲小學學生傳授「打歌」技
藝，成為巍山縣民族歌舞進校園的

典型。2014年，郭建榮任團長的
「青雲打歌藝術團」成立，目前已
能組織200人的「打歌」隊伍，參
加各種大型活動。
「起先，有家長並不理解非遺

進校園。」郭建榮說，有的家長
生怕「打歌」影響孩子學習，放
學後就讓學生回家複習功課。事
實上，小學生學習「打歌」後，
性格更加開朗、更加陽光向上、
學習積極性更高，打消了少數家
長的顧慮。

女兒承父業 大學「顯身手」
郭建榮女兒郭明艷由小學五年

級起，即在校利用課餘時間參與
「打歌」技藝的學習，一路考入
州級重點中學，目前正在大學學
習。難得的是，郭明艷也把「打
歌」帶入了大學校園，並時常以
微信向父親請教、央求父親為他
們編舞，她帶領同學一道排練的
「彝族打歌」，成為學校各種活
動頗受歡迎的節目。

■責任編輯：張培嘉 ■版面設計：張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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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家貧放牛
今復興歌舞

雲南巍山縣青雲村雲南巍山縣青雲村「彝族打歌」傳承人：

「打歌」後繼有人
巍山縣彝族打歌是

巍山縣境內分佈最
廣、影響最大的歌、
舞、樂三位一體的民
間傳統歌舞形式，廣

泛流傳於巍山彝族聚居山區。彝族
打歌又名「踏歌」。

彝族打歌源遠流長，《唐書》、
《雲南志略》及《南詔野史》等均
有記載；迄今為止，最早記載彝族
打歌的壁畫，是繪製於清乾隆年間
的巍寶山文昌宮文龍亭的《松下踏
歌圖》，並與《蒙化志稿·人類志》
圖文相互驗證。

打歌所用樂器有蘆笙、笛子、三
弦、月琴等。打歌多在晚上進行，
舞場中央燃起篝火為圓心，舞者面
向篝火圍成一圈或數圈，圈內一人
或數人吹蘆笙為「歌頭」，打歌時
吟唱的歌為「打歌調」，依照蘆
笙、笛子旋律和舞步節奏，有規律
地演唱。

步伐仿十二生肖動作
青雲有「打歌打十二屬相」的說

法，打歌步伐主要模仿十二屬相動
作演變而來。因彝族崇拜老虎，第
一步伐即從模仿老虎的動作開始；
又因青雲彝族祖先認為，十二屬相
中的羊和蛇習性較懶，模仿動作實
際僅有10種，羊和蛇兩個屬相則僅
有聲音而無實際動作。

作為從人類早期原始舞蹈發展而
來的一種綜合藝術，「彝族打歌」
在其早期發展階段就滿足了人類的
多種需要，形成了不同的類別結
構，包括「節慶打歌」、「祭祀打
歌」、「家庭喜事打歌」、「喪葬
打歌」和「廟會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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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名「踏歌」

撤僑行動★ 共 和 國 檔 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新中國
成立70年來，中國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
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隨着國力的不斷提升，中
國與世界的聯繫日趨緊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走
出國門。但是，世界上的不少地方並不安寧，很
多國家國內局勢動盪，不僅政權不穩，而且時常
發生叛亂，這些地方也並不安全。多年來，面對
危機，中國政府以一次次迅速有效的撤僑行動，
成功令數以萬計的中國同胞脫離險境。
2007年8月23日，外交部領事保護中心正式

成立。截至2018年底，中國在53個國家設立了
98個領事機構。如今，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駐
外使領館、企業、公民在內的「五位一體」領事
保護工作機制已日趨成熟。僅過去十多年間，中

國政府先後成功組織和實施從吉爾吉斯、埃及、
利比亞、日本、也門、尼泊爾、新西蘭、多米尼
克、印度尼西亞等國緊急撤離僑民行動，安全撤
離中國公民近10萬人。
2011年2月15日，利比亞爆發大規模遊行示

威，利安全形勢發生重大變化。2月22日至3月
5日，在12天時間裡，中國政府協調派出91架次
民航包機、12架次軍機，5艘貨輪、1艘護衛
艦，租用35架次外國包機、11艘次外籍郵輪和
100餘班次客車，海、陸、空聯動，開展了1949
年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有組織撤離海外中
國公民行動，成功撤離中國駐利比亞人員35,860
人。
2011年春節期間的一場「出埃及記」，更令

港人對撤僑行動有了切身體會。2011年1月25
日，埃及開羅等城市爆發遊行示威，中國外交部
和駐埃及使館採取各項應急措施，為中國公民提
供領事保護和協助。1月31日至2月3日，中國
政府協調先後派出8架飛機，共接回包括約360
名港澳台同胞在內的中國公民1,800餘人。中國
效率和中國信譽，再次使世界矚目。
2015年也門撤離行動中，中國海軍護航編隊

奉命趕赴也門執行撤離任務，這是中國首次以軍
艦為主要交通工具從外國撤離僑民。中國還應有
關國家請求協助撤離外國公民，展現了國際主
義、人道主義精神。中國政府用實際行動告訴自
己的國民，無論你身在何處，如果遇到危險，祖
國會帶你回家！

■2015年3月31日，第二批449名撤離也門的中國
公民乘坐中國海軍護航編隊護衛艦濰坊艦平安抵達
吉布提共和國吉布提港。 資料圖片

■郭建榮（右一）趁排練間隙與隊友交流。

人均年收入：4,814元人民幣

青雲村社會發展數據（2018年）

■「彝族打歌」重新走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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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春梅茶春梅

一家人 一家親

■資料來源：青雲村村委會、
內地網站

村民：3,173人 （彝族為主，有少量白族和漢族）

主要產業：種植業、養殖業

全國彝族人口（2000年）：776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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