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档案
其美，创作型藏族流行歌手，出生

于白玉县，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音乐
系，专攻pop music ,现任教于州技术职
业学校。

在校期间，其美收集了大量传统民
歌，对民间音乐进行改编和再创作。
2016 年 9 月，她自费灌制了第一首个人
创作的单曲《新版罗布林卡》，中国藏族
音乐网推荐人数高达1100995人次；2017
年3月，灌制第二首个人创作的单曲《欢
欢喜喜》，至今推荐人数 1253662 人次；
2017年6月15日，参加中国新歌声第二
季成为四川赛区唯一进入全国总决赛的
藏族原创歌手，进入全国100强；2017年
11 月，创作三声部合唱曲《缘起》，反响
强烈。作为来自藏区的音乐人，在她看
来，藏区音乐创作应立足本土，把流行音
乐和民族音乐融合起来，让藏族音乐走
向更大的舞台，被国内外接受并认可,是
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她希望通过将民
族元素与流行曲风相结合，为藏族歌曲
找到新方向，传承创新发展本民族音乐
文化。

■本报记者 马建华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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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骚扰”与职业
是否神圣无关

■欧阳美书

近日，
网 曝 某 高
校 教 师 陈
小 武 性 骚
扰 学 生 事
件，教育部
与 相 关 大
学 在 调 查
核 实 基 础
上，已对涉
事 教 师 陈
小 武 做 出
相应处理，
譬 如 撤 销
其“长江学
者”称号，
停 发 并 追
回 已 发 放
的奖金，解
除与陈小武签定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聘任合
同等。某权威媒体[微信]报道案情后，引来一片

“教育部威武”的叫好声。
严格地说这是一个小案子，案件定性也仅此

于“性骚扰”，没有用“猥亵”、“强奸未遂”等字
眼；同时对当事教师的处理也仅限于拿掉“长江
学者”相关的荣誉与待遇，对于其“教授”职务职
称并未拿掉，这说明有关部门在处理陈小武事
件时的谨慎态度。但看着那些与“师德”、“神圣
职业”、“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之类的评论，笔者
却感觉，一件本来很小的事件，又被人拿来“上
纲上线”了。

笔者本为教师，亦承认“师德”、“学高身正”
的相应规范并努力践行之，但问题在于“学高身
正”并不完全由教师单方面决定，而是由教师与
社会的“互动”而决定。教师学有多高，取决于社
会聘用教师的标准，以及愿意为这样的学高所支
付的薪水；教师身有多正，同样取决于维持身正
之利益与成本的关系，如果持身以正的成本过高
利益过小，教师也是要养活家人，性骚扰到未必
会，但像私下补课、收受家长礼物等行为，怕也是
难以避免的。

至于教师职业的“神圣性”，譬如网友以陈小
武案件大呼“不能让这些人抹黑教师这个神圣的
职业”等言论，笔者是持保留态度的。既对教师
职业本身有所谓“神圣性”持保留态度，更对那些
认为教师是一门神圣职业的观点持保留态度。
在上古时代，教出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的教师之
祖孔子，也不见得有多神圣。譬如，孔子那时开
学授课，收不收“束修”？孔子如果收了束修，其
实就与弟子之间结成了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相当于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何来神圣？孔子如果
不收束修，他又以何为生？如果所有古代的教师
都不收束修，教师都处于穷困潦倒，这所谓“师道
尊严”又从何而来？

所以从孔子开始，这教师就不是一个神圣的
职业，后来之所以变成了“天地君亲师”，这不过
是统治阶级自证“君权神授”的托词罢了。把教
师这一职业摆在神龛上，还怕教师不维护君之权
威么？再说，那时的教师确实属于稀罕之物，在
社会上享有超人一等地位也有其必然性。

但是，当教育普及到每一个人，当教师队伍
可以随意进出，教师也签普通人一样的劳务合
同，而且稍有门路之人都不愿意进入教师队伍
时，教师早就成了平凡而普通的人，他们的收入
不比其他人高，他们的付出不比其他人少，他们
在菜市场买菜时也会辎珠必较，此时再谈教师的
神圣性，要么是自欺欺人，要么是别有用心。

要谈论教师问题，哪怕要谈论教师队伍内的
良莠不齐、男盗女娼等问题，前提是把教师从神
龛上放下来，把教师当成公务员、商人、城市白
领或村庄农民等普通人平凡人来观察考虑，才
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譬如陈小武案，放在办公
室环境，放在职场环境，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性骚
扰案，该警察介入就警察介入，违法犯罪都有相
应条款，为何又要闹到教育部这样的档次呢？
换个角度思考：为何不见中组部出面处理某个
公务员之性骚扰案，又或者为何很少见举报公
务员性骚扰的？

把教师放在普通平凡人位置考察，我们会发
现教师队伍存在包括但不限于学不高、身不正、
师德有亏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个人的、个别
的问题，是可以通过严格劳动纪律加以解决的问
题，其责任在于当事者个人，这是实事求是的，不
搞牵连附会的科学分析的方法；而遇到某个教师
出事，就往教师整体素质上扯，就往神圣性上扯，
就往人间道德楷模上扯，看起来好像很伟光正，
实际上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其美像热爱生命一样热爱音
乐。“音乐是发自心灵的声音，是
超越地域、文化的艺术。每一个
音符、每一首歌都倾注了词曲作
者以及演唱者的情感”。其美告
诉记者，当今社会物欲横流，歌手
如云，大多数歌手都是复制或者
翻唱经典歌曲，难以形成自己的
风格，因此能够留下经典的歌手
可谓凤毛麟角。

去年12月，其美参加了甘孜
州举办的音乐创作班。音乐人东
子根据她的特长，建议她走唱作
型音乐道路。与其美同台竞技中
国新歌声并夺冠的藏族歌手扎西
平措，看过其美创作的歌曲后，希
望她要善于发现自己的长处，走
适合自身特色的音乐道路。

2016年底，其美推出《新版罗
布林卡》是在西藏民歌《罗布林

卡》基础上提炼的藏族现代民谣，
她将民族与流行唱法完美结合，
经中国藏族音乐网推荐，点击率
高达百万人次。成功的喜悦，更
坚定了她创作的信心，她不断吸
收民族民间音乐精华，于2017年
新年之际，创作藏族民谣新曲《欢
欢喜喜》。

其美说，在当今世界经济一
体化的大趋势下，不同地区、国
家、民族之间日益频繁的文化信
息交流交往，呈现出了越来越多
元化的流行音乐发展趋势。藏
族传统民谣是体现风土人情、社
会文化和民风民俗的歌谣，是藏
民族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原生
态”歌曲。《欢欢喜喜》是藏族民
族音乐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手
法相结合的作品。从旋律上看，
它具有民间小调的特性，采用了

民族五声调式，在伴奏方面采用
了 Folk Rock，节奏上呈现出了
西方流行音乐的特征。在音乐
素材上，以民歌为基础，广泛吸
收并融入流行音乐的元素，在兼
容并蓄中，发展出了独具一格的
藏族特色流行曲风。她认为，民
族民间音乐是流行音乐的重要
根基，也是藏族流行音乐区别于
其他民族流行音乐的标志，新一
代藏族音乐人应在学习和借鉴
西方古典、流行音乐的同时，更
要深入了解和运用民族民间音
乐，积极弘扬、传承和丰富本民
族音乐文化。

去年 6 月 15 日，其美参加了
中国新歌声大赛。这是一个面
向市场最专业最高的舞台。经
过层层海选，其美代表康巴地区
到成都参加比赛，最终成为四川

赛区唯一进入全国总决赛的藏
族原创歌手，此后，她走进苏州、
走进上海，与来自全国的“高手
过招”。“这是实现音乐人梦想的
舞台，从海选到最终决赛，吸引
了全国上百万人参赛。”尽管其
美只进入了百强，但对她来说，
经历就是财富，与高手切磋，找
到了自身的差距，明白了今后的
努力方向。在上海参加总决赛
时，其美与国际华语音乐联盟主
席、香港王牌音乐监制、香港作
词及作曲家协会副主席向雪怀
有过交流。向雪怀与香港著名
歌星刘德华、张学友等长期合
作，是知名的音乐人。他看过其
美的表演后，认为其美的创作有
思想、有特色、有创新，希望她把
流行音乐与藏族特色更好地融
合起来，形成自己的风格。

一个有音乐创新灵魂的女孩

其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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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7 日，记者见到其美的
时候，她正在与我州著名音乐人
东子交流音乐创作的体会。秀丽
端庄的其美并不健谈，但谈到她
的音乐梦想，她却如数家珍。

白玉灯龙锅庄、民谣，悠久的
民间文化源远流长、脍炙人口，出
生在白玉的其美从小耳濡目染，
对家乡的音乐文化非常痴迷，从
爷爷奶奶和邻居传唱的民谣中，
其美感受到了音乐的神奇魅力。
她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当时，
只是一种兴趣爱好，没有想到音
乐竟成为我一生的职业。”其美
说，于是，她怀揣音乐梦想，走进
了音乐学府——川师大，在校期
间，她主要学习流行音乐，这和她
从小接触的民族音乐有很大的区
别。学校有国内著名音乐教授和
黑人音乐老师，爵士音乐和摇滚

音乐，因受众所限，被称为“小众”
音乐。她是该校音乐专业唯一的
藏族女孩。

“我最初认为，音乐就是唱
歌。通过专业学习后，其实，音乐
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包括音乐理
论、乐器、乐理、词曲创作等等。”其
美说，在校期间，她全部接受的是
国外流行音乐，这是一种盈利音
乐，主要以追求市场为目标。流行
音乐应该是舶来品。和当初的音
乐定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其美经过
了短暂的迷茫后认为，一个优秀的
音乐人应该广泛吸收各地的音乐
精华，因为音乐是无国界的。基于
这样的认识，其美刻苦学习，取得
了系上第一名的好成绩。4年间，
因为成绩特别优秀，她年年都拿到
了奖学金。

“搞音乐创作必须要走出‘小

我’意识，不能局限在一个狭隘的
空间里固步自封。”其美说，因为
学习期间无法回到家乡白玉，父
亲帮助她搜集白玉民歌光碟，她
还到青海玉树、西藏昌都等地，广
泛吸收藏区民歌精华。把藏族音
乐和流行音乐融合起来，藏族歌
曲才能走得更远。

“我们藏族音乐有很广的传
播力和影响力。容中尔甲、亚东
等知名歌手演唱了不少家喻户
晓、脍炙人口的歌曲，比如由真知
作词的《卓玛》还唱到了央视春
晚。我州著名音乐家阿金、泽多
等创作了一大批在国内都有影响
力，而且经久不衰的歌曲。”其美
说，自古以来，甘孜人民享有“会
说话就会唱歌，能走路就会跳舞”
的美誉，潜在的音乐人才比比皆
是。我州奔放的踢踏、豪迈的锅

庄、悠扬的弦子、庄重的藏戏、博
大精深的格萨尔说唱、闻名于世
界的《康定情歌》等丰厚灿烂的民
族歌舞文化资源，无一不是民族
音乐的精品。尽管如此，我州音
乐人才面临断层、从事专业创作
的人才匮乏等问题也逐渐显现。
培养和挖掘本土音乐人才已迫在
眉睫。基于这样的认识，其美大
学毕业后，放弃了在内地发展的
机会，毅然到州职业技术学校任
教。“我希望以我的音乐经历，为
我州培养出更多的音乐教育人
才。”其美说，传承创新和发展民
族音乐，是她的责任，也是增强青
年一代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责
任。值得欣喜的是，在她时间并
不长的音乐教学中，通过她潜移
默化的影响，一大批藏族学生真
正喜爱上了民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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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美（右）向朋友展示她所获得的荣誉。

其美正在构思音乐作品。

其美（中）和朋友交流乐器使用技巧。

其美向朋友介绍音乐创作心得。 其美指导朋友学习演唱技巧。其美与国际华语音乐联盟主席向雪怀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