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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新青年

青年是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希
望，青春潜藏着创新创造的雄奇力
量。所以，伟大梦想，希望在青年，也
成就青年。

目前，昭通正在全力推进“五大强
市”建设，时代的发展要靠广大青年挺
膺担当。为深入报道来自不同行业奋
战在各自岗位的青年人，展现他们自
信自强、刚健有为的精神风貌，为昭通
发展挺膺担当的信念与风采，即日起，
昭通市融媒体中心在《昭通日报》开设

《新青年》专栏。本栏目稿件以青年一
代的奋斗故事为主线，采取“沉浸式”
采访方式，近距离接触被采访对象，感
受他们的岗位特点，让读者全方位了
解青年一代的奋斗故事。

本期报道，我们聚焦音乐人杨录
“踏歌而行，谱写属于自己的人生乐
章”的奋斗故事，一起感受他的奋斗
历程。

◆记者 周万琴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杨录用自己的
歌声诠释责任与担当。在追求音乐梦想
的道路上，他始终牢记自己的根，把对亲
人、民族、祖国的爱意融入其中，用音符
和旋律传递力量，展现当代青年的责任
与情怀。

初次见面，杨录给我一种恬静淡然、
从容淡定的感觉，我想这种对于人生的旷
达来自强大的内心世界。仔细研读，你会
发现他的歌词里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学
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他的音乐，有对生活
的深刻感悟，有对家乡的眷恋与热爱，有
对文化的传承与坚守；有“春华秋实冬零
落”的季节更替，有“人来人往日落已黄
昏”的无奈叹息，也有“中正之气不可伤”
的语重心长……

心向远方，追逐音乐梦想

杨录对音乐的热爱源于儿时，他回忆
道：“我小时候就很喜欢音乐，但我家住在
山里，四周人烟稀少，没有载歌载舞的热闹
环境。那时，我主要靠收音机感知音乐。”
收音机里传来的旋律像一束光，照亮了他
孤独的童年，也点燃了他对音乐的热爱。

“艺术，要有形而上学的思想和形而
下学的行为。”这是杨录常说的一句话。
在音乐的世界里，他一直以独特的视角和
深刻的思考，在精神高度与现实土壤之间
架起跨越时空的桥梁，先后创作了歌曲

《苗岭》《回家了》《药王》《老乡》《众志成
城》《苗绣》《程志芳华》《小河淌水》等。

灵感是音乐创作的源泉，而生活恰似
滋养灵感的广袤沃土。《药王》中“尔等不
分昼夜颠覆，殊（不）知物极必反”，便是杨
录对现实生活的真切体验与深刻感悟的
凝练表达。“以前在酒吧驻唱时，凌晨很想

睡觉，可是还得表演，有时还要跟客人喝
两杯。”回忆起那段日子，杨录感慨万千。
凌晨时分的困倦与舞台上的热情表演交
织在一起，那种身心的煎熬，让他深刻体
会到“物极必反”的道理。他希望通过自
己的亲身经历，劝诫大家尊重自然规律，
养成正常的作息习惯。

追求音乐的道路免不了磕磕绊绊，杨
录也曾因灵感枯竭、创作压力过大而陷入
消极状态，但他努力调整心态，在低谷中
沉淀自我。一方面，他借助互联网开拓思
维，浏览各种音乐作品，学习不同风格的
创作手法；另一方面，他向书籍寻求答案，
从书本中汲取养分。他说，那段时光就像
太极八卦中的阴阳消长，阴极盛时，阳气
便在悄然孕育；黑暗浓重之际，光明已在
暗处萌动。黑暗与光明、低谷与高峰相互
依存，相互转化，黎明前会有一段最黑暗
的时光，但当黑暗过去，就会迎来黎明。

在当代音乐的浪潮中，民族音乐人
如同行走在一条孤独而崇高的道路上。

“做民族音乐其实很不容易，受众少，甚
至有时会陷入曲高和寡的窘境。民族音
乐不像流行音乐那样有广泛的受众基础
和强大的传播力，我也曾想过随大流，但
贸然加入其他元素可能会破坏原本的味
道，得找准恰当的平衡点。”杨录的目光
越过录音室的玻璃窗，他若有所思地说，
以后会继续探索民族音乐与现代音乐的
融合路径，尽管有过迷茫，也曾停滞不
前，但自己会坚守初心，坚持本真和自
我，不会为了迎合大众而违背本心，他有
自己的评判标准。

杨录的坚持，不仅是对艺术初心的守
护，更彰显了当代文化工作者的清醒——
不盲目随波逐流。“我也在不断地探索和
进步，希望自己未来成为一名‘心理医生
’，用歌声治愈人们的浮躁。”杨录语气平
和却充满力量地说。

情系桑梓，热爱故土家乡

从山野林间到城市舞台，杨录深深扎
根于昭通的土壤，用音乐表达对家乡的热
爱，用旋律传递对故土的深情。2012 年，
彝良发生地震，杨录创作了赈灾歌曲《铸
造真情》，展现了他对生命、对家乡的深深
关切。

2019 年，在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杨
录创作的《老乡》如同一把打开时代心门
的钥匙。当旋律在乌蒙大地响起时，驻村
干部们从歌词中看见了那些“笔记本里密
密麻麻的走访记录”；老百姓们在一句句
质朴的歌词中，认出了基层工作人员对自
己的嘘寒问暖，感受到了自己平凡的生活
被牵挂和记录的温暖。

《老乡》是时代画卷中一抹温暖的亮
色，它以质朴的歌词为笔，以温暖的音符

为墨，记录下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千言
万语怎能表达一段恩情的绽放”，这句歌
词不仅诠释了基层干部与老百姓的深情
厚谊，更映照出脱贫攻坚征程中无数平凡
而伟大的瞬间。

窗外艳阳高照，将杨录眼底的光芒映
得愈发明亮，他的声音带着几分欣慰：“驻
村干部听后感动不已，认为这首歌写出了
他们的心声，道出了他们在扶贫工作中所
经历的艰辛与坚守。老百姓听后也深有
共鸣，觉得歌曲唱出了他们的生活，反映
了他们在脱贫攻坚过程中的真实感受。”
杨录说，《老乡》如同一座桥梁，连接起了
干部与群众的心。

杨录用音乐完成了一场文化翻译——
将民生里的“两不愁三保障”转化为带着烟
火气的旋律，让政策温度可听可感。作品

《老乡》证明了真正的主旋律作品不必仰赖
宏大的叙事，那些埋在泥土里的细节，自会
生长成时代的年轮。他既不做高高在上的
观察者，也不当简单的传声筒，而是以文化
持有者的身份，将泥土里的故事淬炼成艺
术的结晶，展现出时代命题的宏大叙事与
个体命运的微小颤动。

《程志芳华》中的本土元素则更多，
如繁华热闹的陡街、历史悠久的望海楼、
古色古香的昭通古城、翩跹起舞的黑颈
鹤……歌词中的每个意象都像是解读昭
通文化的密钥，仿佛在邀请听众走进昭
通的晨昏四季，在旋律中完成一场心灵
的旅行，让大家听见这座城市的心跳、看
见这座城市的风景、感受这座城市的魅
力。杨录用自己的歌声表达对家乡的热
爱。我想这是一个游子对母亲最本真的
告白：把记忆谱成曲，让乡愁可倾听，使每
个音符都成为昭通递给世界的有声名
片。“我只是把昭通的历史、风景介绍给听

众，希望能为昭通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杨录谦逊而真诚地说。

手捧薪火，传承民族文化

苗绣是中国苗族独特的传统刺绣艺
术，以精湛的技艺、丰富的图案和深厚的
文化内涵而著称，被誉为“无字史书”。杨
录所创作的《苗绣》以歌为针，刺破时空之
布，让听众听见线脚里藏着的山川、血脉
与未说完的故事，传递出对这一传统技艺
的赞美和传承的呼唤，为音乐与民族文化
的结合提供了新的范例。

《苗绣》开篇中的“鸿蒙之际，一阳劈
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四句歌词，堪称

“苗绣版《千字文》”，令人深受震撼。“鸿蒙
之际，一阳劈天”描绘了宇宙初开的宏大
场景，这种创世神话式的表达，不仅赋予
歌曲神秘而庄重的氛围，还体现出苗族拓
荒的坚韧与勇敢；同时融合《周易·系辞》
中“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的哲学表达，形
成独特的苗汉文化交融美学。

歌词将刺绣行为升华为创世神话的
复现：“在天成象”对应苗绣纹样中的日月
星辰、雷纹云勾，体现苗族“观天制绣”的
原始思维；“在地成形”指绣娘以针线将天
象固化于布帛。“劈”字的暴力美学更是令
人拍案叫绝，刺绣时针线穿刺布面的动
作，被赋予“开天辟地”的史诗感，展现苗
绣以柔克刚的文化韧性。

“《苗绣》讲述的是苗族的刺绣文化，它
不仅展示了苗族文化独特的魅力，也能让
更多人了解苗族的文化传统。我希望用这
种方式保护优秀的苗族文化，将苗绣传承
下去。”录音室里的空气随着杨录富有感染
力的声音变得灵动起来，随着他的讲述，古

老的文化底蕴仿佛在音符间流淌。
“鸿蒙之际，一阳劈天，在天成象，在

地成形”，既有非遗的哲学提纯，即将手艺
从技术层面提升至“文明编码”高度，又用

“阳、天、地”的二元结构，打破西方对苗文
化的“原始猎奇”视角，展现了苗文化的宇
宙观，构建了从宇宙创世到苗绣诞生的哲
学叙事。仅 16个字便构成了一部微型史
诗——绣娘手中的针，是盘古的斧；布上的
纹样，是星河的倒影。杨录用独特空灵的嗓
音，为歌曲增添了一份神秘感和穿透力，实
现了从指尖技艺到天地秩序的升华，展现了
苗族先民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与理解。

在传承中续写时代华章
作为一名歌手，杨录渴望被更多的听

众关注和熟知，也希望拥有志同道合、同
频共振的知己，真正理解并支持自己的音
乐理念。他将苗族文化、传统文化与一个
个音符结合起来，让民族的记忆、历史的
记忆在歌声里流淌。

午后，在那间被阳光镀上金边的录音
室里，杨录讲述了茶马古道版《小河淌水》
的改编故事：原版《小河淌水》旋律优美、
节奏舒缓，展现了阿妹对阿哥的思念和期
盼。昭通作为茶马古道上的重要节点，有
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独特的人文历史。
杨录将这首经典民歌置于马帮行旅的时
代背景下，巧妙地融入了马铃声、山涧回
声、风声等听觉符号，营造出山谷空幽、古
道苍茫的听觉意象，让听众仿佛置身于茶
马古道的险峻山川之中，将原曲的抒情小
调拓展为具有空间叙事性的音画。

“在乐器的选择上，我全部采用中国
的传统乐器，如琵琶、大鼓、笛子、箫、古琴
等。”杨录眼神坚定，语气中满是自豪。这
位青年用实际行动证明：真正的文化自
信，不在于喊多少口号，而在于能否让千
年文脉在自己手中继续跳动——他改编
的茶马古道版《小河淌水》，不仅是对传统
民歌的创新演绎，更是对茶马古道文化的
传承与弘扬，赋予作品更厚重的文化层
次，让歌曲不仅是一首情歌，更是茶马古
道文化记忆的当代回声，在新时代焕发出
新的活力与生机。

在这个数字化时代，我分明看见：当
马铃声化作音符，当思念转为声波，千年
的文化记忆正在新一代音乐人的指间获
得崭新的生命律动。

泱泱中华，源远流长，承载悠悠文明；
巍巍华夏，璀璨夺目，书写灿烂篇章。如
今，在全球化浪潮的激荡中，优秀的中华
传统文化恰似一坛陈酿，越品越香。新时
代，我们更应肩负起传承使命，让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世代相传，绵延不息。

杨录：踏歌而行，谱写属于自己的人生乐章
开栏语：

杨录参加演出活动。（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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