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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让更多人认识、了解
柳州山歌”

柳州歌仙广场，人山人海。面对着 15
部手机摄像头和几百名观众，韦莉莉说道：

“多谢四方乡亲，欢迎走进我的直播间……”
从大山里走出的韦莉莉今年 25 岁，从

小喜欢唱山歌。4 年前，她开始尝试直播，
拍摄苗乡风情、农村生活。一开始，直播
间往往人很少，她也曾想过放弃。

2021 年，韦莉莉来到鱼峰公园尝试户
外直播唱山歌。“下午两点半开播，直播间
仅100多人，现场也只有几位遛弯的阿公阿
奶听我唱歌。”彼时，手机、补光灯、600
块钱的声卡是陪伴她直播的“三件套”。

起初，直播唱山歌人气不旺。韦莉莉
说，她早先只跟着歌词唱，没有新意和特
色，观众并不买账，“直播有特色才能吸引
观众，平台才愿意给流量。”后来，韦莉莉
通过拜师学艺，学会了山歌创作，粉丝随
之增加。春节、“五一”等节假日，韦莉莉
直播间同时在线人数常常超过2万。

近年来，柳州山歌网络直播逐渐火起
来。许多人涌入公园，投入文旅经济大
潮。有搞直播的，有为主播提供民族服装
的，连周边出租的房子都跟着走俏了。

很多人表示想要学习山歌直播，韦莉
莉觉得这是传扬柳州山歌文化的契机，于
是便开始招学徒，组团队。韦莉莉每天直
播 4 个小时，在直播间里，她公开教学员，
进行线上对歌，“即炒即卖，新鲜热辣”。

“学员学习完全免费，我想让更多人认识、
了解柳州山歌，把柳州山歌网络直播越做
越大。”韦莉莉说得实在。韦莉莉的徒弟目
前有近300人，有两位徒弟在短视频平台粉
丝量突破30万。

许多年轻人怀揣梦想，像韦莉莉一
样，开启山歌直播，投身文旅经济。不久
前，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册亨
县的山歌主播韦忠秀专门到柳州取经，借
鉴山歌经验。到柳州 10 天，她涨粉 11 万。
这位毕业于贵州民族大学的布依族姑娘表
示，要把学到的东西带回去，唱好家乡的
山歌。

“传递时代正能量，非遗山
歌我传扬”

柳州市鱼峰区文化馆，墙壁上精心装
裱着的刘三姐文化藏品，令人目不暇接：
歌书、剧照、唱片、邮票、连环画、手抄
歌谱……文化馆馆长黎萍说：“柳州山歌研
究者们收藏的刘三姐文化展品，吸引不少
学生、市民参观。”

2012 年，鱼峰“小歌仙”少年儿童艺
术团成立。艺术团由合唱团和舞蹈团组
成，目前发展到 180 多人，《壮家的甘蔗
林》《飞向蓝天》等节目参加过比赛，上过
剧场。黎萍说：“每周末，孩子们都会来文
化馆排练。今年春季，我们馆里举办了山
歌培训等公益班30个。”

广西素有“歌海”之称，各族群众聚
集对唱山歌的活动形式称为“歌圩”。歌圩
规模有大有小，大的甚至数千上万人。据
黎萍介绍，鱼峰区建成5个“鱼峰歌圩”示
范校、1个“鱼峰歌圩”研究开发中心，还
推出山歌绘本，打造“鱼峰之声”等品
牌。不少文艺团体还尝试将山歌与现代音
乐、舞蹈等艺术形式结合，创作出年轻观
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让山歌在新时代焕发
新活力。

柳州鱼峰歌圩被列入广西的自治区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自治区
级代表性传承人陆连芳说：“我们以歌为
媒，以歌会友，以歌传艺，以歌传史，以
歌传俗。”

陆连芳是瑶族，籍贯广西贺州市昭平
县，少时读书到柳州。后学唱柳州山歌，
成为传承谱系第四代传人。韦莉莉拜的
师傅，便是陆连芳。

“柳州山歌多即兴创作，临场发挥，有
独唱、对唱、联唱等形式，种类有盘歌、
抢歌、斗歌、对子歌、猜谜歌等。”陆连芳
介绍，“歌词有韵易记，常用赋比兴等表现
手法。”

陆连芳认为，柳州山歌需要在传承中
发展，才能“声声不息”。近年来，陆连芳
到柳州市柳石路小学、柳石路第二小学、
白云小学、鱼峰区培智小学等学校教孩子
们唱山歌，还到柳州城市职业学院举办山
歌讲座。

“我进校园来上课，人教文章我教歌。

莫笑山歌是土货，蚕虫口里吐绫罗。”陆连芳
创作山歌超 8000 首，内容涵盖二十四节气、
尊老爱幼、文明创城、普法宣传等众多方面。

陆连芳的学生遍及全国各地。学生刘
日红因写本科毕业论文 《柳州市“鱼峰歌
圩”旅游文化内涵及开发建议》 与陆连芳
相识，拜其门下。这位年轻人以此自勉：

“为获稻谷育禾秧，为学才能进学堂。传递
时代正能量，非遗山歌我传扬。”

“山歌就在田野间，心想唱
歌就唱歌”

4 月 10 日，2024 中国·柳州“鱼峰歌
圩”全国山歌邀请赛暨“歌仙刘三姐”广
西山歌王争霸赛在柳州举行。争霸赛上，
来自湖南、贵州、广西等地的 40 名山歌手
唱出“最炫民族风”。

自报家门，抽题答歌，三人对歌“打
三角灶”……五轮比拼攻擂，来自柳州市
鹿寨县的小伙子韦德运获得争霸赛“歌王
组”一等奖，戴上“王中王”字样的民族
风情帽子。

“柳州山歌就在我们的生活中。”韦德
运说，“山歌就在田野间，心想唱歌就唱
歌。”14年前，以三本歌书为缘，韦德运接
触了柳州山歌，如今山歌已融入他的生活。

5月9日，鹿寨县中渡镇迎来20辆大巴
车。柳州市第十五中学的学生们来此研
学。“洛江河水清又清，山欢水笑迎贵宾。
古镇唱响迎宾调，一首山歌万般情。”韦德
运的歌声一下子吸引了学生们。韦德运是
中渡镇寨上村人，他在鹿寨香桥岩溶国家
地质公园担任研学旅行指导师。

让课堂行走起来，让山歌传唱更广。
韦德运介绍，“研学团可以参加闯关活动。
山歌、彩调、投壶、射箭，拆‘字中字’
游戏等，每过一关都会获得锦囊，或下达
新的挑战任务，从而激发学生兴趣。”

柳州山歌接地气，不仅从事旅游的人
爱唱山歌，在柳州的社区乡村、大街小
巷，男女老少大多会哼两句山歌。

从争霸赛上，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柳州
山歌内容的广泛性。据广西山歌学会副会
长黄丽琼介绍，争霸赛主题包括民族团结
进步以及百姓生产生活、风俗礼仪、家教
家风等内容。

“争霸赛中我用的是桂柳话，有地方特
色，本地人感到亲切生动。柳州山歌一直
以来拥有众多听众，无论在城市还是农
村，都有不定期的歌会，具有广泛的群众
基础。”韦德运说。

“如今广西成歌海，都是三
姐亲口传”

位于柳州市城中区的柳州文化艺术中
心柳州音乐厅，光线明亮，立体环绕音响
等配备齐全。歌手高红升说：“不久前，
2024中国·柳州‘鱼峰歌圩’全国山歌邀请
赛在这里角逐。”高红升以一首 《玛依拉变
奏曲》获得一等奖。

高红升是广西科技大学人文艺术与设
计学院研究生。“比赛严谨专业，柳州举办这
样的比赛，是山歌爱好者的福音，为我们提
供了互相学习交流借鉴的平台。”高红升说。

邀请赛现场，来自 18 个省份、26 个民
族以及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的 80
多名歌手齐聚，同台比拼，歌声连连，精
彩纷呈。

“ 如 今 广 西 成 歌 海 ， 都 是 三 姐 亲 口
传。”活动实施单位柳州市艺术剧院党委书
记、院长叶苗壮说：“举办山歌邀请赛是擦
亮柳州山歌品牌的生动实践，我们向各地
颇具实力的山歌歌手发出了邀请。此次邀
请赛由业内专家现场担任评委，参赛歌手
专业度高，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赛事
坚持文化惠民，传承山歌文化，为展现各
族人民精神风貌提供舞台。”

近年来，柳州山歌带火文旅产业。叶
苗壮说：“我们立足柳州山歌，结合非遗展
演、文创展销、文旅推介等，拓展文旅体
验新场景。”比如，今年艺术中心开展
“‘三月三’非遗民俗风情展”，伴手礼明
信片等文创产品设计中融入山歌元素，推
出三条“听歌+嗍粉”旅游线路，还有山歌
作品征集大赛、山歌展演展示、柳州东门
戏台艺术展演等活动。

柳州还邀请山歌手们身着民族服装，
打卡美景美食。来自老挝的山歌手罗嘉春
说：“在柳州，我看到人们喜欢唱歌，喜欢
用山歌表达自己的心情。”来自印度尼西亚
的山歌手白莉莉说：“我听过刘三姐的故

事，非常喜欢山歌文化。”
柳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刘莉介

绍，山歌邀请赛和争霸赛系列活动单日全
网直播总浏览量达 273.2万次，全网建立直
播间64个，联动媒体平台超60个。

无论是在互相赛歌、赏歌的歌圩，还
是在“唱歌不搭台，对歌不见面”的网络
直播，柳州把山歌唱活了，把文旅经济

“唱旺”了。
山歌文化正成为柳州的文旅“名片”。

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游客吴女士到柳州旅
游，特意前往鱼峰公园打卡，“除了品尝地
道螺蛳粉，还必须实地感受对唱山歌的盛
况。”吴女士站在围观歌队的人群中，不时
拿起手机拍照。

依托山歌经济的火热，2024 年广西
“三月三”假日 （4 月 11 日—14 日） 期间，
柳州市民游客出游热情高涨，文旅市场供
需两旺，旅游消费充满活力。数据显示，
柳州市共接待游客311万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25.28亿元，其中鱼峰公园接待游客近12
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宝贵的山歌文化资源是柳州文旅融合
发展的着力点。”刘莉表示，接下来，我们
将提升鱼峰歌圩设施和服务，增设山歌直
播点位，加强网络信号，成立歌友之家，
开展柳州山歌“天天唱”“月月比”“季季
演”“年年赛”等系列文化活动，邀请全国
各地“山歌王”、山歌手到柳州“以歌会
友”，发展山歌研学旅游。同时，复排提升
柳州原创彩调剧 《刘三姐》，举办山歌作品
征集大赛，开发山歌主题文创产品，建设
山歌文化展示中心和刘三姐小剧场，谋划
建设山歌文化主题街区，培育壮大文旅经
济，推动柳州山歌文化旅游实现健康有序
发展。

广西柳州：

一座会唱山歌的城
本报记者 张云河

“我是融水山三妹，长得不瘦也不肥。走过池塘
鱼摆尾，走过山边蜜蜂追。”

5月19日，第14个中国旅游日当天，在广西壮
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公园歌仙广场，苗族女孩韦莉莉
身穿民族服装，直播唱山歌。韦莉莉家住柳州市融水
苗族自治县洞头镇，因唱山歌走红，在某短视频平台
上名叫“山三妹”，拥有130多万粉丝。

“网名灵感来自电影 《刘三姐》。我想学习刘三

姐，‘山歌敬亲人’。”韦莉莉说。在广西，刘三姐这
一歌仙形象深入人心。相传古时在立鱼峰下小龙潭，
刘三姐传歌骑鱼成仙。柳州人对山歌情有独钟。多年
来，山歌文化如同一泓清泉，滋润着每一位歌者。鱼
峰山下、小龙潭边、江滨公园里，每天都有人唱山
歌、开直播，不亦乐乎。

柳州，这座会唱山歌的城，正以文塑旅、以旅彰
文，助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图①：柳州“鱼峰歌圩”对山歌

现场。

图②：网红山歌手韦莉莉 （前排

右） 团队在柳州鱼峰公园直播唱山歌。

图③： 2024 中 国·柳 州 “ 鱼 峰 歌

圩”全国山歌邀请赛现场。

图④：柳州市群众艺术馆举行线上

山歌培训。

图⑤：复排原创彩调剧《刘三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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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①①

②②

③③③

④④

⑤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