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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人说话像唱歌

这段民谣讲的是：有一个
叫“来发”的少年，在裁缝铺里
学艺，师傅叫他把棉纱线拿来，
他推托不肯拿。这段对话里的
每一个发音，都可以对应简谱

“哆来咪发索拉西”。
“从这段民谣可以发现，宁

波人说话像唱歌，宁波话可以
用简谱来吟唱。”陈民宪说，能
够纯粹用音符来表达语义，这
是宁波方言的特点之一。

有句话说“宁听苏州人吵
架，不听宁波人讲话”，也有人
说宁波话“石骨铁硬”，但相声
大师侯宝林却从这抑扬顿挫的
宁波腔里发现了“宝藏”，他在
相声作品中融入宁波方言，挖
掘了宁波话的音乐性。

后来，著名相声演员郝爱
民在作品中延续了“棉纱线”的
故事，将宁波人比喻成天生的
音乐家，精妙的演绎、趣味盎然
的故事情节，让宁波腔在人们
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久而久之，这段裁缝师傅和
徒弟的对话被越来越多人传唱，
趣味十足又极富地域特征。直
到现在，许多文艺工作者在创作
时仍会融合这个经典片段。

“这对推广宁波童谣，展示
宁波文化，起到了非常大的作
用。”陈民宪说。

世界羽联公布最新排名

王昶/梁伟铿
继续位居第一

北京时间10月23日，世界羽联公
布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

五个单项中，中国选手有四项排名
第一，其中男双方面，刚刚在丹麦公开
赛上夺冠的宁波选手王昶和搭档梁伟
铿的积分达到104018分，继续位居世
界第一，也是唯一积分超10万的男双
组合。

北京时间21日凌晨落幕的2024丹
麦羽毛球公开赛上，中国羽毛球队是最
大赢家，在五个单项中夺得三冠两亚。
其中两个项目的冠军最受关注：王昶/
梁伟铿拿下了巴黎奥运会后的第一项
冠军头衔；王祉怡轻取奥运冠军安洗莹
拿下女单桂冠，确立了信心。

巴黎奥运会上夺得银牌之后，王
昶/梁伟铿连续缺阵日本、韩国等三站
公开赛，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们坦承，奥
运会后一段时间里没有接受系统训练。

直到中国公开赛，他们才重回赛
场，之后相继参加了世界羽联巡回赛超
级500赛事芬兰万塔“北极赛”和超级
750赛事丹麦羽毛球公开赛。

在丹麦，王昶/梁伟铿终于重新站
上了最高领奖台。这是他们本赛季的
第四冠，也是巴黎奥运会后的首冠。

从中国公开赛十六强到北极公开
赛四强，再到丹麦公开赛登顶，王昶/梁
伟铿的状态一步步回升，距离年终总决
赛资格也更近了一步。

“我们的目标就是获得总决赛资
格。这个冠军是一个好的开始，后面两
站比赛还需要继续努力。”梁伟铿说。

“男双格局新周期有了变化，这个冠军
也是新周期的开始，未来我们会积极准
备的。”王昶表示。

丹麦羽毛球公开赛结束后仅一天，
世界羽联就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排
名。中国选手有四项排名第一，其中石
宇奇位列男单第一，男双王昶/梁伟铿
继续保持第一，刘圣书/谭宁首次排名
女双第一，混双郑思维/黄雅琼、冯彦
哲/黄东萍和蒋振邦/魏雅欣依旧包揽
前三位。

对国羽来说，最新一期世界排名最
大的变化在女双项目，巴黎奥运会女双
亚军刘圣书/谭宁登上了世界第一的宝
座。巴黎奥运会冠军陈清晨/贾一凡由
于一直没有参赛，世界排名降至第三。

男双方面，王昶/梁伟铿的积分达
到104018分，世界第一的位置更加稳
固，也是唯一积分超10万的男双组合。

记者 戴斌

说话像唱歌
宁波人天生就是

宁波民谣的
守正与创新

陈民宪表示，要把宁波民
谣做好，就要实现守正创新，

“所谓守正，就是坚持原汁原味
的传统文化，创新即意味着要
赋予它新的生命力”。

陈民宪总结发现，宁波民
谣主要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宁波民谣多用叠声
字，比如“踢踢绊绊，绊过南山”

“斗斗虫虫飞，抲只麻雀剥剥
皮”。

第二，宁波民谣比较简洁，
四句、六句就能概括清楚，而且
表述非常形象。

第三，宁波民谣非常生活
化，它们来源于生活，同时再进
行艺术化改造。

细品宁波民谣，就不难发
现这些踪迹。“我们应当把真正
具有宁波符号、宁波味道、宁波
底色的民谣传承下来。”陈民宪
说。

针对创新，除了将民谣进
行不同形式的二次创作外，陈
民宪还提出可以创造新时代的
新民谣。经典民谣记录过去的
风土人情，新创民谣可以书写
当下的生活百态，“在保持民谣
写作手法的同时，展现新时代
气息，新创民谣也应该得到认
可”。

同时，陈民宪认为，要用现
代化手段做好传播，“民谣不能
成为书本艺术，要让大家一起
传唱起来，这样民谣才能世世
代代传承下去，真正成为宁波
的文化符号”。

记者 郑倩雯 文/摄

基于本土文化的
音乐创作

这么多年来，宁波的音乐
人不忘根基，努力在民谣、方言
等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把传
统元素融入到创作中。

陈民宪告诉记者，歌手孟
文豪就以“棉纱线”这段民谣为
素材，创作了一首歌《宁波人都
是音乐家》。歌中唱道：“他们
说宁波人心灵手巧，就连说话
也像唱歌。来发！棉纱线拿
来。来发！去淘米。来发！索
西？啊索拉……”

“把‘24 （来发）35712（棉
纱线拿来）’这个元素嵌入其
中，让这首歌非常具有辨识度，
同时赋予民谣新时代意义。”陈
民宪说。

同样使用方言演唱的还有
宁波本土乐队——还潮乐队。
他们的歌可以用“接地气”来形
容，一方面用宁波话唱，带来普
通话表达不了的鲜活；另一方
面，他们歌中讲述的就是宁波
的市井生活，面馆的阿叔，桥下
的情侣，跳交谊舞的阿姨……
这些极具生活化的场景，与无
数人产生共鸣。

“还有，前不久登上国家大
剧院舞台的宁波原创音乐作品
《阿拉村里的巧匠郎》中，也有
很多宁波元素，观众非常喜
爱。”陈民宪说。

这首歌曲采用甬剧小调
《三番十二郎》的主题进行创
作，用宁波方言演唱，描述了木
匠、花匠、厨师、裁缝4个能工巧
匠的生活场景，展现了浓郁的
宁波特色与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众声齐唱中，这些宁波
元素触动听众心灵，从简单的
故事叙述到复杂的情感表达，
这些饱含地方风情的歌曲总
能以润物细无声之力，直抵人
心。

“所以，如果我们的方言、
民谣用得好，就可以使这些原
创歌曲活色生香，避免同质
化。”陈民宪说，“现在很多的音
乐创作千篇一律，如果将地方
特色融入其中，作品一定更具
独特性。”

每每谈到宁波方言，这
段脍炙人口的民谣总会被拿
出来说道说道。乍看还以为
是曲谱，让人摸不着头脑，
其实，这是一段有清晰“故
事情节”的对话。也从一个
侧面反映，宁波话里包含着
鲜明的“音乐属性”，说得快
了，甚至可以拿来唱。

“严格意义上讲，这是一
个新创造的民谣。”词作家、
宁波市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
陈民宪告诉记者，“这个选
段最初来源于相声艺术大师
侯宝林的一个讲宁波话的作
品，当时这个相声推出后就
非常火爆，后来几乎成了传
播宁波话的一个典型案例。”

师傅：24！（来发）35712。（棉纱线拿来）

来发：5712？（什么拿来）

师傅：35712。（棉纱线拿来）

来发：412，412。（拿不来，拿不来）

师傅：112，112。（拿过来，拿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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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作家陈民宪接受采访。

孟文豪创作歌曲孟文豪创作歌曲《《宁波人都是音乐家宁波人都是音乐家》。》。

““ ””乐乐音音 家家

王昶（右）/梁伟铿在丹麦公开赛男双比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