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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源
一座城市的自我迭代

人工智能时代，AI写一首诗
只需405毫秒，也就是0.4秒；通过
算法生成画作，甚至不到1分钟。

相形之下，有一种慢，变得
弥足珍贵。

一如木心在诗中所写：“从
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
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现在，我们与世界的距离为
零，却困在无形的网中：人、山、
水、诗、乐，都成了“预制菜”，高
效、快捷，却总索然无味。

所谓丧，是因为你已经离新
鲜空气很远了，心灵缺氧。

所谓颓，是因为你和真实风
景已经有壁了，视觉疲劳。

2000年前，摩梭人来到四川
盐源和云南宁蒗交界处的泸沽
湖旁，以此为家住了下来，其独
特的摩梭文化被誉为“母系社会
的活化石”，也让盐源收获了神
秘“东方女儿国”之称。

考古界对青铜王国的发掘，
翻开了盐源沉睡5000年的灿烂历
史文明，为拥有“盐文化”“茶马古
道文化”“摩梭文化”“苹果产业”
的盐源，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盐源+”，以一种势不可挡
的速度，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守着一方美景和传统文化、
千年宝藏即可安生度日，可对盐
源而言，它的内心是拒绝的。

没有企图心，是一切平庸的
根源。盐源，一直在不停地自我
迭代。

这个国庆假期，盐源开启
了2023大凉山泸沽湖冬季阳光
（诗歌）音乐季，诗歌与音乐，在
泸沽湖畔奏响了一曲前所未有
的奇妙乐章。在此之前，诗人
们深入盐源采风，盐源县的历
史之美、山川之美、文化之美，
成就了诗人们向往的诗与远
方。“在生活节奏加快的碎片化
时代，人们爱的能力似乎正逐渐
衰退，大家很难理直气壮地说

‘让我们爱起来’。而诗人正是
从盐源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和
自然风光中发现了爱，所以他们
才参与得这么深入，写出的作品
质量才这么高。”《星星》诗刊主
编龚学敏说。

文化和旅游融合与高质量
发展已成趋势，坚持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已成业界共识。如何
排兵布阵？如何异军突起？如
何突出重围？

盐源，在自我迭代中努力探
求，避免千篇一律的商业化面
孔，保留自然山水本真风貌，保
护文化遗存悠悠古韵，用视听盛
宴展示盐源的可盐可甜。

是时候慢下来，去一趟盐
源，在泸沽湖畔，听风、诵诗、赏
乐、数星星。

让歌声悠悠飘荡，让心灵稍
作停留，寻路摩梭，重拾爱的能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吴德玉

最近，演出市场形势大好，全国
各地演唱会、音乐节雨后春笋般不断
涌现。在大凉山盐源县的泸沽湖畔，
一场诗歌音乐季也拉开了大幕，吉克
隽逸、钟立风、周云蓬等众星云集于
情人牧场，美酒美食，友朋相聚。10
月5日，2023大凉山泸沽湖冬季阳光
（诗歌）音乐季正式开启。

盐源县自古人杰地灵，泸沽湖秀
丽的自然山水提供了天然舞台。在音
乐节层出不穷的当下，泸沽湖畔的音
乐季有何不同？盐源县得天独厚的自
然人文条件又为这里提供了哪些文艺
养分？在诗歌音乐季启幕之前，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了盐源县
融媒体中心主任伍兴明，听他畅谈盐
源县所展示的文艺创作优势。

盐源，离太阳很近，离城市很
远。泸沽湖畔，阳光充足，风景秀丽，
被誉为“神仙居住的地方、香格里拉
的源头”。因此这里几乎人人都能歌
善舞，拥有天生的文艺细胞。据了
解，本次音乐季舞台就搭建在泸沽湖
畔的情人牧场，是整个盐源县最美丽
的地方，湖天一色，秋高气爽。

独具特色的自然山水给这里的
文艺创作带来了原始滋养，古老神秘
的人文历史则为其增添了最厚重的
一笔。2022年，首届盐源青铜文化
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学术研讨会

在盐源县举行，并在会议上达成“盐
源共识”：盐源青铜文明是中国西南
青铜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
的文化面貌。通过对大量巨石墓圹、
头蹄葬、铸匠墓以及造型特殊、主题
多样的“青铜树枝形器”的发掘和研
究，我们认识到盐源盆地的青铜文明
为中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谱系提
供了较准确的“年代标尺”，具有重要
价值。

盐源青铜文化以盐源盆地为中
心，具有非常鲜明的区域特色，它既
与中原和周边地区同时期青铜文明
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还有许多欧亚
草原青铜文明的因素，其文化面貌呈
现出独特性与多元性共存的特征，是
中国古代青铜文明大家园中一朵绚
丽的奇葩，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多元
一体的格局，拓展了中国青铜文明的
文化内涵与外延。

正是在这样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历
史背景下，盐源县可挖掘的文艺创作
资源相当丰富，灵感供给源源不断。
伍兴明提到，清朝知名诗人曹永贤正
是盐源人。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曾
任云南省永北直隶厅同知，晚清诗人、
画家、书法家何绍基对他赞不绝口，在
文艺才情与政治见解上均有建树。

今天，无数的文艺界名人在盐源
稍加驻足，文思则如泉涌。盐源县美
术家协会主席范明东的画作就多以

当地的摩梭文化或风情为创作题材，
在全国美术界中独树一帜。2023年
上半年，诗歌音乐季主办方联合《星
星》诗刊杂志社，共同举办了“与诗同
行，走进盐源——全国诗歌征文大
赛”，很多文艺大咖来到盐源，拾贝泸
沽湖，创作了大量诗歌作品。记者了
解到，一部分优秀诗歌作品被创作为
音乐作品，以诗入歌，在本次音乐季
上进行演唱。这也是本次音乐季最
具特色的地方之一。

在自然与人文之外，伍兴明还提
到了盐源的交通要道及民族资源特
征，也为当地的文艺创作提供了养
分。盐源县自古就是从甘青高原进
入云贵高原的重要通道、“南方丝绸
之路”的重镇，拥有14个世居民族。
它是历史上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经川
西高原南下进入云贵地区的地理节
点，也是民族和文化走廊的重要组成
部分。千百年来，盐源县的各民族先
民创造并积累了内涵丰富的人类文
明，为当代社会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
化遗产。

南北往来不断，民族交流交融丰
富，艺术正需要如此碰撞，因此造就
了盐源从古至今浪漫而多彩的文艺
面貌。夜幕降临，凉风渐起，诚邀您
在泸沽湖畔把酒言欢，听天籁之音，
感受一次最为特别的诗歌音乐季。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阳光在格姆女神山投下斑驳的
影，泸沽湖静静躺在这片绚烂的格桑
花海。湖岸一侧，霓虹灯闪烁，现代流
行与原生态民族文化在这里碰撞，火
花四射，拉开2023大凉山泸沽湖冬季
阳光（诗歌）音乐季的帷幕。

10月5日下午，音乐季演出开启，
持续7小时不间断，一直到月色朦胧，
晚风渐起。

下午3点，演出还未正式开始。
暖场DJ带领现场观众舞动节拍，人浪
拍打着泸沽湖岸，静谧又神秘的摩梭
人家热闹非凡，楽乐团在人潮中登上
舞台，《你是我的易燃物》《枯藤老树
昏鸦》等歌曲瞬间点燃现场。

紧接着上场的茶博士乐队，带来
的实验性质音乐令现场的氛围与周
围的圣山湖景完美契合。茶博士乐
队融合传统品茶与音乐，曲调充满先
锋性，他们擅长即兴演奏，将音乐真
正与环境融合。

阿吉太组合的登场开启了本次演
出最具特色的民族风味，这也是本次
泸沽湖诗歌音乐季区别于其他音乐节
的关键所在。在演出阵容上，不在流
行音乐中趋同，而是将流行与民族进
行穿插融合，既有传播度，也有在地性。

阿吉太组合在凉山本地拥有大
量粉丝，《阿衣莫》《星星照亮回家的
路》广为人知。海日乌芝带来的《玛
达米》和说比阿达的《诺苏阿依》更是
充满了本土风情，令现场一度尖叫声
不断。阿普亚虹、阿牛诗杰、拉丹珠
依次上场，在美妙的歌声中，夕阳西
下，晚风拂过，山人乐队和知名民族
歌手央吉玛登场演唱。

山人乐队来自云南，已经成立超
过20载，由多个民族的歌手组成，在

民族原生态民谣领域有庞大的粉
丝。央吉玛来自西藏林芝，是近年来
最炙手可热的民族歌手，以空灵的嗓
音著称，深受人们喜欢。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音乐季演出
有许多专门为大凉山泸沽湖创作的
原创歌曲，例如楽乐团的《心都丢
了》，乐团成员介绍，“今年5月，我们
来泸沽湖畔采风，走到这里，被大美
的风光所感动，感觉自己心都丢在了
这里，于是有了这首歌。”

再如阿吉太的《一个人的马帮》、
李宛霖的《你说》等等。

在音乐季的最后篇章，三组重磅
嘉宾彻底让现场沸腾。音乐诗人周
云蓬为泸沽湖带来了《小王子》《大磨
盘》《随心所欲》三首歌曲，可爱又诗
意。而后，他以《瓦尔登湖》致敬泸沽
湖，他说，“在这里让两个伟大的湖相
遇”。最后一首，他唱了海子的《九
月》，歌声苍茫中，湖山动容。五首歌
亦诗亦歌，所谓“诗歌音乐季”，在周

云蓬的音乐中得到了最美的展示。
吉克隽逸和声音碎片的压轴登

场则让现场观众连连尖叫。这位从
大凉山走出去的女歌手如今已享誉
世界，将民族与流行唱法融合，得到
了广泛肯定。在当天上午的开幕式
上，2023大凉山泸沽湖冬季阳光（诗
歌）音乐季主题曲发布，正是来自吉
克隽逸和家乡音乐人共同创作的歌
曲《摩梭》。歌曲间隙，吉克隽逸深情
地说：“大凉山的女孩回家了，回家思
绪万千。今晚我热泪盈眶，不论我走
了多远，大凉山永远是我的家，我爱
这片土地的每一块石头。虽然我不
知道你们的名字和经历，但我走过你
们身边的时候，我都能真切地感受到
你们。”声音碎片巡演总是一票难求，
此次能在泸沽湖畔相遇，摇滚热闹又
狂野的氛围令微凉的秋夜温暖了不
少。本届诗歌音乐季的现场演出活
动在阵阵欢呼声中落下帷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诗歌音乐季为何能在盐源县举办？

吉克隽逸在开幕式上演唱音乐季主题曲《摩梭》。吉克隽逸工作室供图

“大凉山的女孩回家了”

吉克隽逸携手声音碎片周云蓬齐聚泸沽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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