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高风暖，山青海碧。来自全国
多地的嘉宾相聚泸沽湖畔，以诗歌之
名，享受一段美好的艺术之旅。10月
5日上午，2023大凉山泸沽湖冬季阳
光（诗歌）音乐季开幕式上，中国作协
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
泽作了主题发言。他表示，音乐与诗
歌犹如精神之盐撒入生活，让这片土
地焕发出它应有的光芒。

表达自己
生活中怎能少了盐？

李敬泽首先对“盐源”这个地名
进行了一番阐释：“盐源，盐的来源。
盐是一种在生活中的存在感似乎不
强，但又必须存在的一个事物。我有
的时候也会炒菜做饭。手忙脚乱之
中，忘了放盐的时候，就会发现萝卜、
青菜、牛肉等食物似乎不高兴，没精
神，没有活力，不好吃。这个时候撒
一把盐下去，它们就活了。它们就愿
意表现自己，愿意表达自己，愿意呈
现最好的自己。与此相似，诗歌与音
乐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中的盐。如果
我们的生活没有诗歌和音乐，那也就

没有光芒、没有活力，会缺乏自我表
现、自我表达的一种精气神。在盐源
举办这样一个诗歌音乐季，犹如精神
之盐撒入生活，让这片土地焕发出它

应有的光芒。”
此次来盐源，李敬泽特别深入了

解了司马相如开通“西南夷”的历史
事功，“一度我觉得司马相如只是一
个文弱的文人。但当我了解到，早
在2000多年前，司马相如就来过这
么远的地方，在我的心目中他一下
子变成了一个巨人。那时候没有高
铁，没有飞机，没有公路，但是司马
相如带着他的人已经来到过这里。
由此，我深刻理解到，司马相如的赋
为什么被称作大赋：因为其中有一
种为万物重新命名的气概，一种在
高处、在远方之远俯瞰大地的精神，
使得司马相如这样一个文弱的文人
变成了一个巨人。”

夜半歌声
是天地与自然对话

站在开幕式舞台上，李敬泽说：
“今天的舞台搭建得很巨大，显得我
站在这里很渺小。今天很多诗人、音
乐人来到这里，我想大家应该都跟我
一样：一方面在山水间感受到了自己
的渺小，但另一方面在精神上却强烈

地感觉到自己长高了、长大了。一个
长高了、长大的人就应该在这样的山
水和人民之间尽情地歌唱。”

李敬泽提到一个细节，4日深夜
里，他在睡梦中被远处传来的歌声惊
醒。“如果是在城市里，这很可能叫扰
民。但是在这样深邃浩大的夜里，听
到这样的歌声，我真是觉得好，这样
的歌声是唱给所有在这里生息的人
们，是唱给这样的山，唱给这样的
水。人在这里放声歌唱，不仅仅是在
唱歌，在吟诗，还是与这伟大的天地
和自然对话。”

李敬泽说：“民歌里有一句话叫
翻过99座山岗，还有一座山岗等着
你。来过这里之后，我将会记得，尽
管这里路途遥远，但是翻过了99座
山岗，走过了99个地方，我们所有的
人都会记得，还有一个地方在等着我
们——这个地方就叫盐源，叫大凉山
的泸沽湖。感谢盐源，感谢泸沽湖，
我会永远地记住和想念这个地方。
我想，将来，我也会一次又一次来到
这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摄影 雷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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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

音乐与诗歌犹如精神之盐撒入生活

2023大凉山泸沽湖冬季阳光（诗
歌）音乐季开幕式上，中国作协党组
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作
主题发言。

10月5日上午，2023大凉山泸沽
湖冬季阳光（诗歌）音乐季开幕式在
盐源县泸沽湖镇情人牧场隆重举
行。现场，中国作协副主席、四川省
作协主席、著名作家阿来，中国著名
女高音歌唱家、中央歌剧院副院长、
国家一级演员么红，四川省文化和旅
游厅原副厅长、一级巡视员赵红川，
中国广播艺术团一级作曲、中国音协
理事、中国音协流行音乐学会副主席
王晓锋齐聚泸沽湖畔，围绕盐源文旅
发展各抒己见。

打造“音乐名片”
提升泸沽湖IP辨识度

近年来，盐源县党委政府一直坚
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
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用好、用活青铜
文化、盐文化、摩梭文化等，积极助力
文旅强州战略实施，助力打造四川文
艺副中心。2023大凉山泸沽湖冬季
阳光（诗歌）音乐季就以“音乐名片”
的全新方式，向世界推广“四川泸沽
湖”，以期打造全国独一无二、兼具地
域性和民族性、彰显独特文化符号的

“湖畔音乐季”品牌，提升“四川泸沽
湖”文旅IP辨识度。

开幕式上，阿来、么红、王晓锋、
赵红川围绕“泸沽湖诗歌音乐季的重
要性和未来发展前景”“泸沽湖应该
怎样更好地实现文旅融合”等议题展
开对谈。阿来首先肯定了此次音乐
季的重要作用，认为其举办是秉承了
这个地方历史上来来去去的人，包括
今天定居在此许多民族的一个共同
精神特质，这个精神特质就是他们并
不只是把自己局限在物质生产、生存
中，而是在满足自己生活的同时，在
歌唱、在舞蹈。

阿来说，这种歌唱、舞蹈，既是一
种情感的抒发，也注入了更多新的时
代精神，并尽量保持住了原生态文化
中那些最珍贵、更重要的部分。“如今
身处全媒体时代，这种舞蹈、这种歌
唱、这种吟诵，不光唱给自己，还要唱
给世界，也邀请全世界的人都来到这
片美丽山水，来到具有非常丰富的地
理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地方——
它叫盐源，它叫泸沽湖。”

阿来最新长篇小说《寻找香格里
拉》的故事，就是从泸沽湖开始的。

“在文旅融合时代，文学书写确实可
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当我们
开发一些文旅项目，尤其是盐源、泸
沽湖这样的地方文化特性、民族文化
特性，加上地理的多样性、独特性都
非常丰富，有些潜藏在深处的故事传
奇，需要用文字、用非常真诚的工作
来打捞、呈现，变成一种大家可以意
识到的真正的内容。然后再跟我们

正在展开的项目融合，用文字以外的
形态再次加以呈现，给正在进入或者
即将进入的游客更多风光、民俗之外
的更深印象。”

用直击心灵的作品
记载、传承、讲述盐源故事

一个月之内两次来到泸沽湖，王
晓锋分享了盐源、泸沽湖对原创音乐
的重要意义。“第二次来到这个美丽
的地方，我聆听了很多原创音乐人为
这次音乐季打造的原创歌曲。令我
惊讶的是，所有歌曲的曲风都不一
样，有快的、有慢的，有民谣式的，还
有摇滚的……这个地方是可以给人
无限遐想的，而且每个人来都有不同
的感受，产生了不同的创作灵感，这
也是泸沽湖的神奇和美妙之处。”

王晓锋特别提到：“无论是诗还
是音乐，前提一定是需要用现代的语

言、用大家都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去诉
说、去歌唱、去诠释，这样才能直击心
灵，才能够让更多本地区之外的人喜
欢。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这种表述
不够完整，‘民族的’进入‘世界的’，
应该具有国际化的制作和理念。盐
源、泸沽湖蕴藏着丰厚的、丰富的音
乐元素，要把它们最精华的部分提炼
出来，然后加以发扬、创作，把更多的
音乐元素传达给全世界。”

么红则建议用文字、诗歌、音乐，
来记载、传承、讲述盐源的故事、泸沽
湖的故事。“我记得25年前看过一本
书叫《走出女儿国》，我从那本书知道
了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叫泸沽湖，从那
本书里我也知道了摩梭人，从那一天
起，我就一直梦想有一天能够踏上这
片土地，我终于如愿以偿了。在这样
风景如画的地方，感受到了诗与歌，
最重要的是这片土地上有丰厚的文
艺资源、艺术资源和诗与歌的资源。
我相信，今后的大凉山泸沽湖诗歌音
乐季，一定会带给大家更多、更广阔
的展望和未来。”

泸沽湖作为全国乃至世界知名
的旅游景区，加上摩梭人独特的文化
符号，无疑为文旅融合提供了得天独
厚的条件。赵红川认为，“诗歌是文
学殿堂里最璀璨的明珠，音乐是艺术
的灵魂，泸沽湖诗歌音乐季是盐源深
厚历史文化传承发展的平台，也是吸
引外地游客、培养新的旅游目的地的
重要手段。”他还从提升泸沽湖文旅
影响力、传播力、竞争力等方面，畅谈
了自己的几点思考，包括保护好当地
的文化生态、引进优秀艺术家和艺术
团队、加快县域品牌认定和命名、加
快文旅重大项目培育孵化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摄影 雷远东

嘉宾对谈助力盐源打造“音乐名片”

用歌声用诗意把盐源吟唱给全世界

阿来（右一）、王晓锋（中）等嘉宾围绕盐源文旅发展各抒己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