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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小伙鄂伦春当“共享孙子”：
想给奶奶们办一场森林音乐会

2024开年的第一场大戏，当属全国各地文旅局的看家本领——“花式文旅秀”。在百花齐放的盛宴
中，打头阵的“尔滨”，在一场中央大街巡游中，让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远道而来的鄂伦

春族人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鄂伦春族人到底是什么时候下山的？下山后靠什么生活？”“他们身上这种威武的皮衣我们可以拥有

吗？”显然，人们对于这个如今只剩9000余人的森林部族充满了疑问，更让人意外的是，在网上一直悉心为大
家就鄂伦春族问题答疑解惑的，却是85后北京小伙李京阳。他为何如此熟悉这个民族？是什么让他选择常
驻于此？1月16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联系到了李京阳，听他讲述结缘鄂伦春族的故事。

9年前放弃徒步非洲
“改道”鄂伦春拍摄非遗

今年是出生于1987年的李京阳与鄂伦春族

结缘的第9年，在此之前，他是一位年薪近百万

的知名摄影师，与国内一线导演合作拍摄过纪录

片，与国内知名艺人和世界知名奢侈品牌都有过

合作。9年前的他，走遍祖国名山大川，看尽世界

五彩斑斓，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选择放下

光环，一年中有十个月常驻在鄂伦春自治旗。

李京阳向记者介绍，2015年，他原本计划和

朋友一起去非洲徒步，得知妻子怀孕后，选择留

在国内照顾妻子。其间，他接受了一档旅游探险

类节目为鄂伦春族拍摄非遗纪录片的邀约。或

许是血性男儿的天性，对于冒险和狩猎，确实是

他一开始所着迷的，加之当地工作人员还专门派

人照顾他的家人，完善的“后勤保障”终于让他安

心开启这趟旅程。

随着对鄂伦春族老人们的拍摄，李京阳的心

态逐渐改变。忆及此，他不免伤感：“片子还没拍

完，有些老人就离世了。”还有老人在中途得了阿

尔茨海默症，头一年还能和他侃侃而谈，第二年

就已经不认识他了。他逐渐意识到，对于这个没

有文字，只能靠语言交流和传承的民族，老人是

“活史书”，他们的离去也预示着一个民族文化面

临消逝的危险。从那之后，李京阳便选择长期留

在这里与时间赛跑，记录独属于这里的文化印

记，“我不管有没有这个事儿，有没有人找我做，

我自己都要做。”他的态度很坚定。

成当地“共享孙子”
是一场双向奔赴

从短期小住，到租房长住，再到成为当地的

“共享孙子”，李京阳渐渐融入了鄂伦春自治旗的

生活。刚开始他只是去走访，到现在基本不等他

出门，每天都会接到老人们的电话：“明天我采菜

去，你跟我去不啊？”“明天我这儿梳席子，你过来拍

吗？”有时听闻哪位奶奶想看电影，他二话不说就开

车带老人上电影院。甚至有时候，还带老人

去体验抓娃娃的乐趣。

说到这样的相处状态，他觉得挺好，

“因为她们对我好，所以我也要对她们

好。”李京阳向记者回忆，有一年，他中途

准备回北京拔智齿，鄂伦春自治旗的一个奶

奶听说后，以为他得了什么大病，悄悄从

包里拿出一叠裹了很多层的钱给他，嘴里

还念叨着：“我孙子可遭罪了，奶给你拿钱

吧。”作为一个小时候被奶奶带大的人，李

京阳说：“在她们身上，我总能找寻到奶奶

的影子，也许，这本来就是一场双向奔赴。”

这些年，李京阳走进森林里四处采访

和拍摄，为了筹钱记录鄂伦春即将失传的

民歌——赞达仁，他透露，自己变卖家产，

甚至退了商业保险，但是在他看来这一切

很值得，“如今会唱赞达仁的老人不足九

人，没有什么比记录这个更值得庆贺了。”

感受万物有灵
听老人的森林之音

李京阳在网络上走红，其实已经不是

第一次了，真正让他走进大众视野，是从

他镜头下的“小花鹿奶奶”开始。

2022年，一位叫内淑梅的80岁老人

参与录制森林之音——赞达仁，她隆重地

戴上了全部的饰品：13个手镯、3条项链、

6 个铃铛，老人笑称自己“好像只小花

鹿”。随着镜头里老人悠扬的歌声缓缓吟

唱，天籁的声音仿佛是从森林里流淌出

来，神秘而古老的文化吸引了大量网友围

观，有人评价：“这是自然的声音。”李京阳

也曾疑惑过：为何80岁的老人在唱歌时

声音如此洪亮？他得到的答案则是“多笑

笑就好了”，人生路上没有一帆风顺，遇到

大的石头绕开它，多笑笑，因为我们的梦

想是在前方。李京阳兴奋地告诉记者：

“那条视频的播放量现在已经快接近千万

人次了！”

在鄂伦春族人眼里，他们相信万物有

灵，相信世间的一切草木都有生命，所以

他们善待周遭的一切。在李京阳的镜头

里，“小花鹿奶奶”不仅是拥有天赋的歌

手，更是一位用小小身躯养育了许多孩子

的伟大母亲；一位老人坚持穿着妻子在

离世前为他洗过的衣裳，“邋遢”背后是

他对妻子的爱意和留恋；寡言执拗的非

遗传承人为了寻找一种黄色的天然染

料，不惜翻山越岭苦寻多年，如今她的

作品被各大博物馆收藏……鄂伦春族

人身上一切美好的品质都被李京阳记

录并放在社交平台上，他觉得，想让文

化保存得好，不能仅仅拍摄后将其保存

至冰冷的硬盘或躺在博物馆里，只有让

更多人看见，才能赋予其新时代的力

量，一方文化才能真正“活起来”。

想筹备一场森林音乐会
把赞达仁的声音传递出来

在鄂伦春自治旗的这些年，放弃

高薪工作的李京阳一直致力于记录和

宣传当地古老的文化，从一开始招人

组团队，到现在只剩一个当地人在帮

衬，确实也面临着一些现实困境。

最近，自从所拍摄的短视频在网

络上一次次走红，李京阳直言他看到

了希望，他甚至还打趣地说：“我现在

直播都能挣钱了，一天饭钱是够了。”

李京阳在和记者聊天的过程中，列举

了一些地方上进行文化宣传时的优秀

案例，他认为，要传承好一方文化，就

要发挥出当地的文化价值，或作用于

经济或作用于思想，一定要让更多人

看到。

谈及未来规划，李京阳毫不犹豫

地说“要继续记录好当地文化”，不仅如

此，在今年过年之后，他准备尽早为奶

奶们筹备一场属于她们的“森林音乐

会”。鄂伦春族的女人们似乎都有一副

上天赐予的好嗓子，李京阳在与老人们

相处的过程中，时常听老人们说，如果

有机会想将自己的歌声刻进光盘，或者

在更多人面前进行演唱，因此他生发了

这个想法。李京阳说，地点之所以选

在森林，因为那里才是最回归本真、最

原生态的，“如果一年无法完成，我就

用两年，两年无法完成就三年，我一定

要办好它，完成老人的心愿。”

对 话

四川也能看到
鄂伦春族歌舞表演

记者：可以给大家简单介
绍一下“鄂伦春”是什么意思吗？

李京阳：鄂伦春就是山，当

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驯鹿的

人”，还有一种叫“山顶上的

人”。鄂伦春族主要分布在内

蒙古自治区和黑龙江省北部，

目前只剩9000余人。

记者：在与鄂伦春族人相
处中，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
事情？

李京阳：鄂伦春族人相信万

物有灵，所以他们非常敬畏自

然。比如他们在选择柴火时，尽

量不去砍伐树木，而是去捡拾地

上的树枝或者已经枯掉的。有

一次我们去山林里拍摄，那天已

经很晚了，当我们在说话的时

候，老人们会提醒我们小声一

点，他们认为这些小草也有生

命，它们也是要睡觉的。

记者：他们的赞达仁是有
什么固定的唱腔吗？

李京阳：其实是一种即兴

的演唱方式，重点是能否用他

们的民族语言进行演唱。

记者：如果大家想现场看
传统的鄂伦春歌舞表演，只能
去鄂伦春自治旗吗？

李京阳：也不用，我们组织

有一个艺术团，会在各地进行

表演，我相当于是艺术指导，过

两天我们会去四川广元剑门关

那边表演，到时候大家可以关

注一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见习记者王一理 记者吴德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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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京阳和鄂伦春族老人身穿当地传统服饰。

李京阳等人和“小花鹿奶奶”（前左）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