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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嫫阿妞哟，发辫黑又长，风中飘曳似云片；头帕

花样鲜，艳如山间索玛花；眼睛水灵灵，美若晨露绽叶

面；眉毛弯弯月，两道彩虹飞河面……”一首名为《甘

嫫阿妞》 的叙事长诗在彝族代代相传，彝族文化中的

“美神”甘嫫阿妞的命运是悲剧；但听着母亲最爱的忧伤

歌谣长大，19岁的尼里金枝倔强地改写了自己的命运。

四川乐山峨边彝族自治县大堡镇化林村海拔1000米

左右的玉米地里，尼里金枝骄傲地举起上海音乐学院声乐

歌剧系的录取通知书，与身后苍翠的群山合影留念。6岁

时嗜酒的父亲意外去世，16岁时久病的母亲服药自杀，留

下兄妹三人苦苦支撑着债务缠身的日子。当地少女大多

早早嫁人，而金枝不甘向命运低头，咬牙拼命也要读完高

中考大学。在上海音乐学院的考场上，她唱起彝族姑娘爱

唱的《古莫阿芝》，婉转哀伤的曲调如此动人——“那是我

唱得最好的一次”，她已经可以笑着回忆那场紧张的考

试。是的，金枝已过万重山。

带着妈妈的希望，用歌声抵御命运的风霜

“小时候打开家门，眼前就是种菜的园地，抬眼四望

皆是大山。妈妈喜欢唱歌，我跟着她上山干活，一起唱

彝族的山歌，能听到大山传来的回声——伴着风声与虫

鸣的美丽傍晚，让我觉得很舒服。”金枝向记者回忆起她

的童年，母亲爽朗动听的歌声犹在耳边，而 《甘嫫阿

妞》正是妈妈觉罗毛阿秀生前最爱唱的一首歌。

叙事长诗里的甘嫫阿妞，最终选择以死来捍卫自己

的尊严。现实生活中的觉罗毛阿秀，也遭遇了生命不能

承受之重。丈夫尼里阿罗在女儿金枝六岁时，因醉酒摔

下山沟离世，生活的重担落在了觉罗毛阿秀的肩上；她

的身体因为经年累月的超强劳作，一日不如一日，有基

础病的她觉得自己越来越像子女的累赘，在一个想不开

的夜晚，觉罗毛阿秀喝下了农药百草枯，因抢救无效而

殒命。“金枝啊，你一定要好好学习。”这是觉罗毛阿秀

对女儿说的最后一句话。

16岁就父母双亡的金枝，早早经历了生命中的至暗

时刻。而当记者与女孩语音连线时，听到的是声音清澈又

明亮，语气坚定且自信的金枝：“我经历过不幸，但我不想

把悲伤带给身边的人，我想带着笑去生活，去唱歌。”

她给记者发来的照片里，有一张全家福承载着儿时

的幸福回忆。父亲和兄长们站在身后，小小的她依偎在

母亲身前，母女俩都穿着彝族服饰，觉罗毛阿秀穿的是

绣边黑色布衣，而金枝一身大红裙、头顶的红花瓦盖头

帕，和小脸上的两朵红晕相映成趣。儿时记忆中的母

亲，清闲或者高兴的时候总会唱歌，那些歌声就像金枝

裙子领口和袖口的水样波纹，一针一线，绣进了金枝夜

深时分的音乐梦里，让歌更水灵，梦更香甜……多年

后，出落得亭亭玉立的金枝出现在上音艺考考场，她同

样穿上了一件鲜艳的红色绣花彝族衣裙，高耸着的头饰

盘起少女的骄傲，伴着金枝清亮高亢的歌声，向世人宣

告这个彝族女孩带着妈妈的爱和期望，很好地长大了。

百灵鸟天生爱唱歌。“什么歌好听就唱什么”，民歌

也好、流行金曲也好，金枝听见喜欢的就会学唱，她爱

唱邓紫棋的 《光年之外》《倒数》、吉克隽逸的 《不要

怕》，也爱唱彝族歌手海日乌芝的歌。上小学起，天生

爱唱歌、不怯场的金枝便常常被安排去彝族年社区活

动上表演，她还记得第一次登台时“四方八面都是

人，有老爷爷奶奶、小娃娃，也有哥哥姐姐、叔叔阿

姨，大家伙把舞台围成了一个圈，但我一点儿也不惧

怕”。进入中学后，各类校园活动总能见到她活跃的身

影。高一下学期，有次学校举行文艺汇演，金枝担当彝

族歌曲《祖国之子》的领唱，一下台就被乐山师范学院

的音乐老师赖苑华叫住，“去学音乐吧”，老师的建议让

她第一次心动了。

“我一直喜欢音乐，但是学习音乐费用高昂，我的家

庭条件不允许我去学，我一直没想过也不敢想走艺体这

条路。”金枝还记得，当时她婉拒了赖老师的建议。了解

到金枝的顾虑后，爱才惜才的赖苑华又跟乐山二中的校

领导交流了情况。“金枝，你只管放心学、认真学，钱的

问题我们想办法解决。”校领导这样告诉金枝。在乐山二

中校领导、老师的关爱下，乐山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陆

续为金枝落实了免除学费、发放国家助学金等资助政

策，还帮助她对接了公益培训机构，让专业老师教她乐

理、钢琴、视唱练耳等声乐知识。

来自多方的关爱让金枝

从妈妈离世的伤痛中慢慢走

出来，悲伤化作了努力学习

的动力。她常常五点半左右

起床，冬天也坚持冷水洗脸

让自己快速清醒，哪怕双手

的冻疮又痒又痛。每天自习

到很晚，有时凌晨一点才睡

下。这也把同一个宿舍的另

外三名彝族女同学“卷”了

进来，她们还一起跟宿管阿

姨甚至校长申请可以晚睡继

续学习的地方。学校后来把

一间空着的宿舍给到她们，

可以不统一断电，多学习一

些时间。

“在失去双亲、经济窘迫

的情况下，这个女孩始终保

持着乐观、积极向上的态

度。”在班主任老师韩秋苹的

眼中，金枝比同龄人更成熟

懂事、更勤奋刻苦，她总是

说唯有努力才能不辜负师长

特别是妈妈生前的期望。立

志要考上大学的金枝也想得

很长远，“等到学成以后我想

成为一名老师，有能力帮助

更多大山里的孩子，更好地传播彝族文化”。

怀着深深的眷恋，把彝族音乐唱到更
远的地方

从乐山考到上海音乐学院的过程中，上海的多位爱

心人士也伸出了援手。“袁海力哥哥和张月姐姐，对我的

帮助特别大。”金枝告诉记者，袁海力、张月代表全家出

资，请乐山籍女高音歌唱家陈燕做金枝的私教。陈燕教

金枝民族和美声唱法，也待她如女儿般悉心指导，甚至

一路陪着她来上海参加艺考。

那么多双眼睛都在关注着金枝，那么多人都在支持

着金枝。怀着对家乡的深深眷恋，金枝报考上音少数民

族声乐演唱专业时的初试曲目《波哈妞妞》和复试曲目

《古莫阿芝》，都是古朴的彝族民间歌曲。其中，曲调飘

逸、委婉、哀怨的《古莫阿芝》常在婚嫁、节庆等场合

由彝族姑娘们演唱。“大雁啊大雁，你可曾飞过我的故

乡，可曾看见我织布的阿妈，坐在夕阳下的坡地……”

而金枝也把她对故土、对故乡、对亲人特别是妈妈的思

念，都融在了深情演唱的声线里。

今年3月来上海参加艺考时，金枝专程去了陆家

嘴，登上东方明珠，360度夜景怎么也看不够。“上海好

繁华啊！整座城都灯火通明的。这里人们的生活看起来

很忙碌，感觉很充实。”考试完参观学校时，又是另一种

幸福。“学校的环境和老师都不用说了，有位同样是少数

民族声乐演唱专业的学姐特别热情，一见我就夸‘你的

脸好小，真可爱’。她帮了我很多，我挺不好意思的，又

觉得很开心。”笑声中也带着腼腆的金枝告诉记者，收到

录取通知书之后她“很忙很忙”，计划也排满了：“等我

正式入学以后，首先要做的是提升专业水平，通过自己

的努力慢慢进步；这个暑假我要多帮哥哥做事，我还在

学习彝族的月琴，要把月琴带去上海，我特别想传承和

弘扬家乡的音乐文化。”

“尼里金枝是个有灵气的女孩，她的歌声淳朴、真

挚、自然，形象也很不错。”上海音乐学院声歌系主任方

琼教授告诉记者，上音招收少数民族声乐演唱专业的学

生，更看重他们在演唱时能否原汁原味地演绎具有少数

民族风格特征的歌曲，在歌唱时发自内心地表达情感。

“相信金枝在接受专业音乐学院的系统教育以后，会在原

有的基础上有所提高。”

“山边的那个小村庄啊，留下妈妈多少的幸福时光。

屋下的那条潺潺的小溪啊，带走了多少的笑语和欢声。

我将穿上五彩的衣裳，到世界各地展示美，我将戴上美

丽的耳环，和日月星辰媲美。”这是金枝最近特别喜欢唱

的一首彝族歌曲《尼木阿其》。“这首歌刚刚好表达了我

的心境——我会带着属于家乡四川乐山的美好回忆，来

到上海好好学习，把美好的歌声唱给更多更多人听。”金

枝的下一站梦想，即将从上海音乐学院开启。

四川乐山峨边彝族女孩尼里金枝倔强地
改写自己的命运

金枝已过万重山

“羊肚子手巾呦三道道蓝，咱们见了面面容易拉话话

难。一个在那山上呦，一个在那沟，咱们拉不上那话话就

招一招手。瞭了见那村村呦瞭不见个人，我泪蛋蛋抛在沙

蒿蒿林。”一曲陕北经典信天游划破天际，嘹亮而悠长。这

首《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是流淌在当地人血液里的旋

律，也是19岁的刘鑫宇从小唱到大的民歌。

这个来自黄土高原的陕西靖边男孩，上个月以第一名

的成绩被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

唱）专业录取。拿到录取通知书的第15天，他在新加坡举

行的中国声乐国际艺术节暨中国声乐国际大赛亮相，凭借

《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获得高等艺术院校表演组金奖。

“我们陕北人的生活离不开唱歌，喝酒聚会都会唱曲

儿。”从新加坡载誉而归的刘鑫宇，与记者语音连线聊了一

个多小时，就从他最熟悉的陕北民歌说起。地处黄土高原

的陕北沟壑纵横、水土贫瘠，当地人用高昂婉转的歌声唱

出心中的苦乐和爱憎。比如刘鑫宇的奶奶祈桂芳，就十分

擅长陕北民歌，她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靖边跑驴省级代表

性传承人。

“在我很小的时候，奶奶哄我抱着我唱起陕北小调，我

就不哭了。”打小能歌善舞的刘鑫宇，泡在靖边文化馆里长

大。是奶奶带着刘鑫宇走上了音乐启蒙之路，教他唱歌，

还教会了传统民间舞蹈跑驴。不到16岁他就出演陕北歌舞

剧《王贵与李香香》中的少年王贵，虽然年龄小，已是舞

台经验丰富的“老演员”。

“在漫长的岁月更迭中，号子、信天游、酸曲和小调就是

陕北人的民间史。”就像刘鑫宇把《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从

老家唱到了上音的艺考考

场，又唱到了国际声乐大赛

舞台，“我想让更多人通过

我的歌声，了解黄土地的人

们是如何生活的”。

黄土地养育了
能歌善舞的男孩

陕北民歌流传非常久

远 ，《诗 经》 中 的 《豳

风》就是陕西一带的民间

歌乐。“饥者歌其食，劳者

歌其事”“感于哀乐，缘事

而发”，陕北民歌借口头传

唱而流行，靠集体编创而

繁盛。就以刘鑫宇最拿手

的 《羊肚子手巾三道道

蓝》为例，这是一首动人

的情歌，唱出了歌者心底

爱的呼唤。歌者挺立于黄

土高坡的天地之间，面对

荒凉广袤的沟沟峁峁，思

念起心上的人儿，一阵酸

楚，肺腑间升腾起回肠荡

气的激越之情，引吭高

歌，积压在心头的情感如

黄河之水倾泻而下。

“陕北的山头很高。一对恋人一个在山上，一个在沟

底，俩人离得太远了，说不上话，只能向彼此招一招手，

却能通过歌声传递缠绵炙热的情感。”说起《羊肚子手巾三

道道蓝》，刘鑫宇小时候只是跟着大人们唱，现在慢慢理解

了曲子的意思，也愈发爱上了陕北民歌的质朴。

黄土地上，那些直抒胸臆的旋律流淌在每个陕北人的

血液里，而靖边男孩刘鑫宇还有一项独门秘笈——靖边跑

驴。作为非遗靖边跑驴最年轻的代表性传承人，刘鑫宇介

绍，这种传统民间舞蹈来源于当地人的生活。“以前，陕北

人民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驴，每家每户的劳作也离不开

驴，大家和驴产生了深厚的情感，于是衍生出了跑驴——

表演者的下半身要模仿驴的走步，上半身则模拟人骑在驴

上的各种形态，包括走平路、上下坡、过河、跑动等。”还

有倒骑驴，这是靖边跑驴的特色——在驴上添加了转盘，

驴不动，人倒着骑。

“受到奶奶的影响，从小就觉得这种民间舞蹈非常好

玩，就不自觉地跟着她学会了，并且我在2012年成为了靖

边跑驴的县级传承人。也是靖边县头一个最年轻的跑驴男

孩。”2011年，刘鑫宇上小学，时任靖边县第九小学校长

高琳发现刘鑫宇是棵艺术苗子，她专门在学校开设跑驴艺

术社团，邀请鑫宇奶奶进校传授跑驴技艺，创立了靖边县

第一个少儿跑驴社团，开创了非遗史上少儿跑驴的先河。

跑驴里分赶驴和骑驴，赶驴的大多数是男生，而骑驴

的往往是女生。如今，年轻一代学习跑驴的人越来越多，

不过男生骑驴的依然只有刘鑫宇一个。“逢年过节，大家都

爱看跑驴”，在刘鑫宇给记者发来的一段跑驴演出视频里，

他穿着玫红色上衣、粗黑麻花辫配上清秀的面容，再加上

娇俏的甩头动作和生动的表演力，让刘鑫宇颇受欢迎，“很

多老一辈的男艺人都会‘反串’，特别风趣幽默”。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乐观、开朗的刘鑫宇的人生注定

和音乐有缘。少年时期，他参加陕北信天游民歌大赛，

认识了靖边县文化馆馆长、作曲家闫志雄，并开始跟随

他学习二胡。“闫老师创作了《沙梁梁上站个俏妹妹》等

带有陕北民歌风情的新创歌曲，我不仅跟随他学习二

胡，还学唱他创作的歌。”就这样，刘鑫宇学到了专业的

音乐知识，提升了自己的音乐审美，一个更广袤的音乐大

门朝他打开了。

在更大的舞台传唱陕北人民的故事

进入高中前，刘鑫宇就有深厚的民间音乐底子。当他

以第一名的专业成绩，考进榆林市第二中学音乐班之后，

凭借自己的实力与努力，在音乐之路上得到了很多老师和

爱心人士的帮助。作为音乐班的班长，虽然在当地比较突

出，但也不敢贸然冲刺上音这样的国内顶级音乐学府。而

高中班主任黄莉却相信刘鑫宇能够做到，从视唱练耳课到

备战文化课，离不开老师和校领导一路关爱扶持。

学习声乐的道路上，刘鑫宇从纯朴的“原生态”，慢慢

朝着“学院派”进发。初中开始，他的声乐启蒙老师刘清

就免费教他民族和美声唱法。“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声乐比

赛，刘老师赏识我对陕北民歌的演唱风格，也觉得我需要

掌握一些专业的发声技巧。”刘鑫宇说，他经历了变声期

后，演唱陕北民歌时，“要唱出最原始风格的高音可能有些

困难了”。但刘清老师告诉他：“你的优势就是陕北民歌，

你能唱出最纯正的韵味。”

参加上海音乐学院艺考初试时，刘鑫宇演唱了《两地

曲》《脚夫调》两首风格迥异的歌曲。前者是一首中国式的

美声歌曲，而后者是一首陕北经典信天游，对不同风格的

快速切换和惊艳诠释，初试就拿下了第一名。陕北男孩的

歌声，引起了上海音乐学院声歌系主任方琼教授的注意，

要知道，刘鑫宇在艺考时填了多个艺术类院校，上音并不

是他唯一的选择。最终，刘鑫宇选择上海音乐学院。为

啥？陕北男孩坦言自己被这座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人

才辈出的音乐学府打动了、迷住了。“贺绿汀、丁善德、廖

昌永等上音的前辈，都是音乐教科书上闪耀的名字，对中

国音乐发展有着巨大影响。而上音声乐歌剧系民族声乐演

唱专业的水准也蜚声国内外，有机会接触那么高素质的教

师团队，真的求之不得。”刘鑫宇说。

尽管还没有正式开学，但上音已经给刘鑫宇提供了崭

露头角的机会。在方琼教授引荐下，刘鑫宇第一次跨出国

门，来到新加坡参加中国声乐国际艺术节，把他魂牵梦萦

的《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唱到了更大的舞台。“方老师对

我特别照顾。在我去参加新加坡的比赛之前，给我买了三

件衣服；等我参赛回来以后，又给我买了上海的特产，叮

嘱我带回家乡。”面对爱才惜才的老师，刘鑫宇表示，“唯

有更努力地学习，要让人们听见扎根于黄土地地心深处的

声音，用心用情用功传唱陕北人民的故事。”

“他的音域很宽广，色彩也很丰富，未来可期。”方琼

教授也毫不掩饰自己对小刘同学的欣赏，对他寄予了很高

的期望。“小刘同学有非常好的民族民间音乐基础，也有近

年来学得的声乐技术表现手法。最重要的是他的歌声不空

洞、有内涵。你听得出，他是一个真诚热情、特别阳光的

男孩儿，因为歌如其人，就会特别有感染力。”

“其实，从才旦卓玛、廖昌永到陈家坡等从农村走出来

的孩子，都在上音获得了最好的培养。如今廖昌永院长也

对上音的民族声乐演唱专业很重视，在他倡导的教创演研

一体化人才培养指导下，相继推出了《康定情歌》等多部

原创民族歌剧。”就像方琼所说，上音的舞台实践大门，正

向包括刘鑫宇在内的更多学生们敞开。“希望他们通过在专

业音乐学院的学习，从专业能力、理论文化、社会阅历、

舞台经验等方面，都能获得较大的提升，让那些美好的中

国声音被更多人听见。”

陕西靖边男孩刘鑫宇想让更多人通过
他的歌声了解黄土地

血脉流淌信天游

对于今年同样19岁的尼里金枝和刘

鑫宇来说，这个夏天是格外热烈动人的。

不久前，他俩双双收到了上海音乐学院声

乐歌剧系的录取通知书。彝族女孩尼里

金枝，与命运抗争奋力逆行，从四川大山

深处走来，把族人代代相传的民歌唱到了

上海黄浦江畔；陕西小伙刘鑫宇，一首信

天游《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震撼新加坡

中国声乐国际大赛舞台，凭借从小流淌在

血脉里的旋律摘得金奖。本报今日推出

独家专访特稿，聚焦金枝与鑫宇二人的成

长故事，并以此祝福有天赋更有热血的他

们——下一站梦想，在上海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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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站梦想，在上海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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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鑫宇和

方琼教授合影。

②参加声乐比赛。

③刘鑫宇是非遗

靖边跑驴最年轻

的代表性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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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尼里金枝被上音声乐歌剧系声乐演唱

（少数民族声乐演唱）专业录取。③尼里金枝小

时候的全家福。 （均受访者供图）
制图：冯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