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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英常年坚持为芦墟实验小学少儿山歌
班授课教山歌，并在镇文体站开办中青年山歌
手学习班，每周两次上课教唱芦墟山歌。2014
年，她收包志刚、赵玉华、陆笑语、周宇涛为
徒。现在包志刚、赵玉华两人已经崭露头角。
2019年1月，由包志刚编导、赵玉华等参演的
芦墟山歌剧《心系百姓访千家》参加吴江区新
春团拜会，获二等奖（吴江区级），11月，包志刚
等参加2019“胜浦杯”长三角地区山歌邀请赛
获一等奖（苏州市级）。2019年12月，由杨文
英与徒弟包志刚、赵玉华等合作演出的《五姑
娘·结识私情》获江苏省“优秀民间艺术表演
奖”（江苏省级）。2020年6月，包志刚参加浙
江嘉善2020江南民歌节——长三角田山歌剧
展演暨嘉善县第二届全民文化艺术节开幕式，
嘉善、吴江、青浦三地共同打造首部国遗题材
田山歌剧《田哥与山妹》，首次以田山歌音乐剧
的方式，展示三地丰富多彩的非遗文化，带领
市民游客共同感悟体验传统田山歌的韵味与
魅力。

2019年起，杨文英新收陈燕和张萍两位徒
弟，一对一授课，两徒弟也迅速掌握了芦墟山

歌的基本技艺，在演出中挑起了大梁。杨文英
还为当地及周边地区的在读本科生、研究生提
供山歌资料，帮助他们完成毕业论文的田野调
查工作。2010年起她又开始支持苏州博物馆

“苏州市民学山歌”、苏州市十六中、苏州新区
狮山街道青少年夏令营、苏州科技大学等单位
教唱芦墟山歌。

多年来，杨文英带领徒弟参加了“唱响长三
角、礼赞新中国”第六届吴江太湖文化节暨丝绸
文化旅游节开幕式文艺演出、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寻访“吴江时代工匠”全媒体
矩阵展映等一系列活动；踊跃参与江苏省文艺
大奖·第五届民间文艺奖—优秀民间艺术表演
奖终评活动和第五届“巴城杯”长三角民歌邀请
赛，分别荣获“优秀民间艺术表演奖”和“最佳传
承奖”。

与此同时，他们还接待了中国社科院、中
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大学、日本甲南大学、英国
牛津大学、美国耶鲁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
学等一大批中外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专家和师
生的采风活动，参加了中日民谣交流演出、美
国林肯艺术中心新春音乐会等演出活动，积极

向世界宣传推介芦墟山歌。
杨文英挖掘的短山歌《小调皮》《山歌泱泱

唱开场》，长篇山歌《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入选
2014年出版的《中国·芦墟山歌续集》。她演唱
的芦墟山歌节目先后获得了江苏农民体育节
三等奖、首届中国农民文艺会演丰收奖、第十
二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金奖、第六届中国原
生民歌大赛铜奖等。她个人被评为苏州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优秀传承人，荣获江苏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演传承奖，第六届中国原
生民歌大赛铜奖，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博览会民歌大赛优秀演唱奖。她用自己的深
情歌唱，唱响了时代主旋律，活跃了全员参与
的职工文化生活，推进了职工文化阵地建设，
为人们送上了一场场精彩的视听盛宴，让大家
尽享欢乐时光。

你听，他们穿梭于江南水乡，又唱起了嘹亮
的山歌：“芦墟（么）山歌（哎）名声（哎）——呜哎
哎嗨嗨响，一日（么）不唱（哟），就心不爽（哎），
民间（么）艺术（罗）代代（么）传（罗），好比（么）
分湖（哎）一浪（么）高一浪（哎——呜哎）……”
嘹亮的歌声在家乡的上空久久回荡……

□ 殷秀红 杨敬伟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多么熟悉的旋律
呀。山歌，一般是指人们在田野劳动或抒发情感时即兴演唱的歌
曲。苏州地区也有许多这样的民间歌曲“山歌勿唱忘记多，搜搜索
索还有十万八千九淘箩，吭嗨吭嗨，扛到吴江东门格座垂虹桥浪去
唱，压坍仔格桥墩塞满东太湖……”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芦墟山歌。
芦墟山歌植根于苏州市吴江区境内，以芦墟为中心，用芦墟方言演
唱，是一种流行于环汾湖流域，向浙、沪毗邻地区辐射的民间歌谣，
被誉为“中国的乡土明珠，世界的艺术瑰宝”。2006年5月，芦墟山
歌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奏响“芦墟山歌”的时代旋律时代旋律

芦墟山歌历史悠久，据民间歌手的
传说及山歌歌词记录，公认汉朝的张良
为芦墟山歌的始祖。至宋代，郭茂倩把
魏晋时期的吴声歌曲编纂成集，成为《乐
府诗词》中的一部分。到了明代，冯梦龙
编纂的《山歌》《挂枝儿》及当地文献、方
志中对芦墟山歌也有很多的记载，延续
到清代乾隆年间的《吴江县志》，对芦墟
山歌有了更详尽的描述。

清代至民国是芦墟山歌的较为盛行
的时期。1926年、1928年，北京大学教
授顾颉刚、王翼之编辑出版的《吴歌甲
集》《吴歌乙集》，将芦墟山歌收入其中，
芦墟山歌在吴歌中占有一席之地。

芦墟山歌作为民间的特色曲艺，具
有诸多的特点，体量大、长篇多，题材广
泛、内容丰富，通俗易懂、雅俗共赏，音域
宽广、曲调众多等。芦墟山歌代代传承，
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民间歌手，代表人
物有杨其昌、孙华棠、张云龙、陆阿妹、蒋

连生、张阿木、陆洪奎、赵永明、高林益
等。他们承上启下，传下了不少精品力
作，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话。

新中国成立后，芦墟山歌也得到了
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58年举办（原
吴江县）全县群众文艺汇演，芦墟山歌首
次登台亮相。1960年，著名歌手陆阿妹
演唱的《十只香袋》在苏州地区群众文艺
汇演中荣获优秀演出奖。1982年，随着
长篇叙事山歌《五姑娘》的问世，打破了长
期以来学术界公认的“汉民族地区无长
歌”的说法，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自1988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家
媒体争相报道芦墟山歌相关活动的盛
况。全国各地的科研院所、音乐院校师生
纷至沓来，对芦墟山歌进行采风及研究，
并吸引荷兰、日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
等国的大学教授、学者前来访问和考察。

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员施聂姐、
音乐记者高文厚夫妇八顾芦墟，走遍芦
墟22个村庄，访问了上百名老歌手，录
音录像并收集整理，为芦墟山歌丰富的
蕴藏量及艺术内涵所折服，称芦墟山歌
是“中国的乡土明珠，世界的艺术瑰
宝”。芦墟山歌两度走出国门，1998年
10月出访日本千叶市；2013年2月参加
美国纽约林肯艺术中心新春音乐会，参
与对外文化交流活动。

具有国际影响的芦墟山歌，一直以
来被各界人士高度重视和关注。大量作
品被编入《吴江民歌》《苏州歌谣集》《江
苏歌谣集成》《吴歌新集》《中国吴歌集
粹》《中国·芦墟山歌集》《中国·芦墟山歌
续集》，以及长篇叙事山歌《孟姜女》（连
环画）等。

1997年9月，芦墟实验小学开办了少儿山
歌班，在当地历任领导的重视和授课老师的共
同努力下，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小山歌手，迅速吸
引更多师生及家长参与。他们一起采集民歌、
童谣，汇编成册，举办校园山歌节等，深受各方
的欢迎。自1998年5月以来，少儿山歌班参加
各级文艺表演活动，获得了省、市、区的多项大
奖，学校也被授予江苏省“少儿文化园”、“全国
特色艺术教育学校”。芦墟山歌由此后继有人，
真是可喜可贺。

在1998年6月12日，集保护、收集、创作、

演唱、研究、传承于一体的芦墟山歌社成立。山
歌社每月都举办活动，发掘整理与创作演唱相
结合，活跃了地方民间曲艺。山歌受众从最初
的每年二三千人次，迅速增加至近年来五万人
次左右。芦墟山歌社因此也获得“吴江市首批
特色文化团队、吴江区五星级群众文化社团”殊
荣，三次被获评“苏州市优秀群众文化社团”。

进入新世纪，芦墟山歌先后参加了第六届
中国艺术节、2005年中国原生态民歌演唱会、第
三届全国体育大会开幕式；第八、十、十二届上
海国际艺术节；第七、八届中国国际民间艺术节；

首届中国农民文艺会
演、全国村歌大赛、庆
祝建国六十周年中国
原生民歌展演（山
西）、上海世博会、第
六届中国原生民歌大
赛（湖北）、2013年美
国林肯艺术中心新春
音乐会、2014年央视
中秋晚会、2016年中
国民间情歌会（陕
西）、第四届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博览会民
歌大赛（山东）、2019
中国原生民歌节（云

南）等重大演出。作品获评全国优秀村歌、首届
中国农民文艺会演丰收奖、第十二届上海国际艺
术节金奖、第六届中国原生民歌大赛铜奖、第四
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民歌大赛优秀演
唱奖等。

2006年5月20日，“吴歌·芦墟山歌”经国
务院批准，颁布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项目。2007年6月5日，杨文英被国家文
化部命名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她2019年荣膺首届吴江时
代工匠称号。 2008年、2011年，汾湖镇两度被
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芦墟山歌成为苏州一张响亮的名片，闻
名全国。杨文英作为首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则毅然担起了“师徒结对传帮带，匠心传承育
新人”的重任。

杨文英由著名山歌手陆阿妹启蒙和
亲授，从此痴迷上了山歌。 1997年，芦
墟镇党委抽调文艺积极分子杨敬伟到芦
墟文化站工作。杨敬伟能编会唱，他的
姐姐杨文英活泼、能干，熟悉群众文艺工
作，资源丰富，一直在文化站帮忙，是一
名热心志愿者。1998年杨文英退休，文
化站成了她新的起点。

1998年，浙江嘉善发起两省一市交
流会，请杨文英参加江浙沪毗邻地区
（田）山歌会串演出，用芦墟山歌的曲调
形式填词表演《汾湖边上新事多》。全新
的芦墟山歌，轻松活泼，表现形式新颖，
艺术价值高，得到了专家的认可和赞
扬。舞台上，杨文英如星星般闪亮，唱着
百灵鸟般动听的山歌，在当地掀起了一
股学唱山歌的风潮。

“我遇到了好时机、好政策，还有一
个好团队。”杨文英迎来她的春天，这也

是芦墟山歌的春天。“杨敬伟创作剧本，
我和同伴一起把它搬到舞台与观众分
享。”杨文英欣喜地说：“芦墟山歌在表演
形式上也与以前大不相同。从表情、手
势、到情景剧，加上伴舞的衬托，今日的
山歌有了更高的观赏性。”

一路走来，杨文英的团队得到了众多
专家的帮助和扶持。如江苏省吴歌学会
会长马汉民，苏州民间文艺家、《中国芦墟
山歌集》主编金煦，他们对山歌都倾注了
一生的热爱。还有吴江文化馆王平老师
的悉心指教，芦墟民间文艺专家张舫澜等
对山歌的采集整理。他们下基层，亲临辅
导、排练，因材施教，默默地付出和奉
献。 苏州文化馆司徒斌等从事群众文艺
的老师，针对歌手的性格特征，精心指导
赵玉华、陆根荣、黄庭淼、杨文英、包志刚
（钱见鸿）等歌手表演，使得歌手们的舞台
动作灵活而生动，舞台效果绝好。

芦墟山歌韵味长

在传承中创新发展

激活“非遗”生命力 让芦墟山歌永放光芒

芦墟山歌参加第六届中国原生民歌大赛（湖北武当山）

芦墟山歌参加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博览会民歌大赛（山东）

大运河沿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研修班（2021年4月）

杨文英授徒仪式

杨文英在田头唱山歌

芦墟山歌参加中国蒲公英2013美国
林肯艺术中心新春音乐会 芦墟山歌走进大学校园

与小歌手切磋山歌

杨文英 2007 年被命名为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吴歌代表性传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