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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魅力临汾C08 2017年6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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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
周刊

所谓“手歌”，是口技和手技的结

合，它不借助任何工具，单纯依靠两

只手，同时借助口中的气流，有技巧

地拍打分合，就能拍出一种旋律和节

奏。但是要拍出一支婉转的歌曲，创

造一种新艺术形式，并非一朝一夕的

事情。一段表演之后，要先生的思绪

回到了二十多年前最初创作手歌的那

段日子。

二十年前，高中毕业后的要瑞昌

和工友们在一起上山伐木头，累了时，

血气方刚的他们会一起喝啤酒，一次

偶然的机会，他发现吹啤酒瓶发出的

声音和人拍手的声音挺像。他就寻思，

能不能把手跟口的声音结合起来，发

出啤酒瓶拍的声音？多次尝试后，最

后他研究出来的声音，居然比吹啤酒

瓶的声音还清脆悦耳。

接下来，他就想，可不可以用手

和口结合，演奏出人们耳熟能详的歌

曲来。有了想法，要瑞昌开始了成千

上万次的试验。他练了两年，走路拍，

干活累了休息时拍，就连吃饭都在拍。

很多人不理解，连父母都觉得他

走火入魔了。就在他郁闷无人理解的

时候，在一次同学聚会中，他试着演

奏了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大家居

然听出了他所拍的曲子，这让要瑞昌

在煎熬中看到一丝希望，当时他激动

得都掉下了眼泪，从此他信心百倍，

更是勤加练习。

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要瑞昌感

同身受，每一次突破，都来源于生活

经验的积累，来源于他对大自然精灵

的观察。

从小在黄土地上长大的要瑞昌对

大山情有独钟，尤其是在大山深处生

活的动物精灵们，他都视为自己的伙

伴。他喜欢听它们的声音，甚至喜欢

和它们交流。久而久之，表演动物口

技成了一绝。

要瑞昌告诉记者：“我这个手歌

毕竟是太单调，有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认识了一位擅演口技的刘师傅。刘

师傅来自沧州，我就想拜他为师，我

看见舞台上的口技，小鸟，百灵鸟，

布谷鸟，叫得真好，所以我想跟上师

傅，更多精益求精再多学点东西，全

面的把艺术再提高，就跟上师傅，辛

辛苦苦又学了几年口技。”

其实说手歌离不开口技，口技是

民间表演技艺，是杂技的一种。起源

上古时期，人们用于狩猎，模仿动物

的声音，来骗取猎物获得食物。

据历史文字记载，战国时期 《孟

尝君夜闯函谷关》 的故事中，“鸡鸣

狗盗”是最早将口技运用到了军事。

表演者用口、齿、唇、舌、喉、鼻等

发声器官模仿大自然各种声音，如飞

禽猛兽，风雨雷电等等。能使听的人

达到身临其境。

要瑞昌：“有关联，它 （口技）

也是底气的发音，和丹田的发音，它

也需要气，气顶过来有强有弱，音符

高了你就弱点强了你音符就大点，有

关系。就是把这个精炼精炼再精炼。”

不疯魔，不成活。要瑞昌在师傅的

调教下，得其真传，口技技艺大涨，

他的口技表演出神入化，让人们身临

其境。尤其是气息的运用，也让手歌

的表演更加栩栩如生。灵巧的双手总

会“唱”出一些耳熟能详的歌曲，出

神入化的手歌越来越受百姓欢迎。

1993 年，对要瑞昌来说是难忘的

一年。这一年，他参加了山西省民间

艺术家协会主办的一项展示百姓的风

采，展示农民的绝技绝活的选拔活动，

他凭着一曲手歌表演被选中，代表山

西老百姓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录制的春

节特别节目。当时的主持人是崔永元，

要瑞昌表演了了三首手歌，一首 《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首 《打靶

归来》，最后还教了一个小朋友唱《世

上只有妈妈好》。

表演结束，现场好多观众都站起

来鼓掌欢呼。当时的要瑞昌感觉非党

激动，同时也感到非常的荣幸。他觉

得他为家乡临汾。为汾西争光了。

那次节目之后，要瑞昌的绝活得

到了观众的认可，他发现手歌艺术同

样可以美化人们的生活。要瑞昌又从

手歌表演的绝技中又发明了“手打快

板”，也是利用双手，拍打起来如同竹

制的快板，节奏分明。目前，他已经

研究创作出 《走西口》、 《夸土产》、

《社会主义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 等六十多首老百姓耳熟能详

的歌曲手歌。

人们都说要瑞昌的手歌表演是一

个人一台戏，他用一双手能演出千军

万马的气势，也能唱尽大千世界的美

妙声音。从湘江河畔到辽宁铁岭，甚

至到南洋新加坡，平台的扩大、视野

的开阔，他登上更多更广的文艺舞台，

展示黄河文化，原创的文艺形式。

灵活自如的手技，活灵活现的口

技，得到的是鲜花和掌声，但要瑞昌

知道，无论手歌如何变幻，他的根都

在这黄土高原，只有在家乡，他才能

找到创新的灵感。所以，多年来，他

坚持深入山庄窝铺表演手歌，他的表

演深受百姓喜爱。

为了更好的传承和发展，手歌这

种原创的民俗艺术，要瑞昌把它从黄

河岸边传扬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这

种具有山西地方文化色彩的形式，在

故乡，他用双手“唱歌”的魅力，带

给大家欢乐的同时，通过口传心授，

更好的保护这份遗产。

汾西的手歌表演艺术丰富多彩，

既能用手唱歌，又能在无道具的情况

下用手打快板；既能口手并用，吹拍

出歌曲，又能模仿各类鸟鸣、开火车

等。手歌表演曲目丰富多彩，既能表

演现代歌曲，又能演唱传统歌曲，还

能演唱戏剧。表演范围广泛，深受当

地群众的喜爱，并得到了专家的普遍

认同。充分展示了农民群众的艺术才

华，极大地丰富了当地农民群众的文

化生活。如今，要瑞昌还收了许多的

徒弟，把手歌表演作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进行了传承。

2012 年 8 月，山西大学慕名找到

要瑞昌，希望能和他联合创办一个手

歌音乐研究中心，目的在于通过对手

歌这种创新音乐形式进行理论上的研

究和实践上的提升，从而使之真正成

为中华民族优秀非物质文化的一部分。

作为民间文化的传播者，要瑞昌肩负

着更多的使命，在他看来，这些绝活

绝技已经不是他一个人的财富，而是

民族的东西，世界的东西。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需要有一个很健

全的模式，让众多的民间艺术能一代

代传承下去，从而为人民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增添更多色彩。这是要瑞昌的

期盼，也是我们的期待。

用嘴唱歌、用手弹琴，司空见惯，但是您见过用手唱歌、用嘴

打快板吗？ 他，就是要瑞昌。

要瑞昌，汾西县京力香镇人，他的这种民间原生态绝

技，被专家评为“肢体手歌音乐”。包括口技、手歌、手打快

板、魔术，其中他创始的手歌成功申报山西省第三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

什么是手歌，它的魅力何在？要先生的现场表演

解答了我们的疑惑。只见他双手合一，撑开五指，中间

保持空心，并拢放在嘴边，接着从口中呼气，在其双手

一分一合间，音乐的旋律就出来了。

要瑞昌院
灵巧的双手会唱歌

文 /王 勇 汤祝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