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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选粹」天上梯田听古歌 

作者 | 张永权  赏析 | 叶丽琳 

【编者寄语】 

登高望远，错落山坡间几千级梯田倾泻而下，各随地势，因时变幻。冬末春
初，茫茫云海，静卧山川；春来夏始，刻木分水，叮咚入田；丰收秋来，稻搭金
梯，悦目耀眼；秋去冬来，清水滢滢，波光闪闪。山峰树木房舍随意点染，蝉鸣
蛙声鸟啼杂落其间。千年时光流转，哈尼族绘就百万亩田园农耕画卷。 

本文写梯田美景，却以古歌来表现其历经千年的文化魅力。本文写古歌悠扬，
却以“大山雕塑”的四季变换尽显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文章从哈尼人梯田插秧
写起，世代梯田耕耘孕育哈尼族天籁古歌，古歌书写民族史诗，唱出梯田文化，
更把哈尼梯田唱进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全文文脉明晰，语言真挚而不失华美，缓
缓道来而佳境渐入。 

【披文入情】 

天上梯田听古歌 标题即文脉。 

①南疆春早，当北国还是一片千里冰封时，这里早成了一

个孕育生命的季节。骄阳下的红河两岸，蛙鼓蝉笛，合奏出生
机勃勃的生命交响。（对比更显梯田之灵动。）哈尼山寨不是
过节，胜似过节，层层梯田一片繁忙，正是插秧的好时节。 

以梯田插秧入题，引出下文
天人相依的田园农耕图。 

②今天开秧门，天不亮，哈尼妇女就起来煮好红鸡蛋、红
米饭和腊肉，背到梯田边，让大家享用。男人们把田里的秧苖
苗拔起来打捆挑到栽插的田间。女人们一排排下到田里栽秧，
用翠绿的秧苗，把一梯梯良田绣成碧玉般的天梯，一梯一梯地

向着蓝天伸去。（排排女子、行行秧苗、梯梯良田，用叠词形
象描绘出南疆春早的和谐农耕图。以比喻写出梯田层级之多，
颜色之绿。）梯田接地连天，天在水田里，人在彩云中。红河
两岸，人间天堂，天上耕良田，天人相依，好一幅美好和谐的
田园农耕图。 

点题，“天上梯田”引人疑

惑，同时道尽天人相依的和
谐安宁。 

③这里是称雄天下、有大山雕塑美誉的世界文化遗产元阳
哈尼梯田核心区，三千多级的梯田，从山脚伸进云天，气象万
千，雄奇磅礴。（承上启下，概括哈尼梯田的地位及特点。“大
山雕塑”“雄奇磅礴”与后文的描写点面结合，画面感极强。）
梯田在一年四季形成不同的景观，冬天清水滢滢，阳光下的玉
梯，波光闪烁；春夏翡翠绿梯，耀眼悦目；秋搭金梯，辉煌灿
烂，气势非凡。一千个梯田，就有一千个太阳；一万个梯田，
就装着一万片奇幻的云彩。（排比及数词连用，点出哈尼梯田
美在四季典型景观，美在雄奇磅礴，美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①、②、③段描绘哈尼梯田
美好和谐、雄奇磅礴的画面，
既点出“听古歌”的背景，
又为下文写哈尼插秧、迁徙
之歌做了铺垫。 

④哈尼族，只要一说话，就会唱歌，只要能走路，就会跳
舞。说红河两岸人人都是歌唱家、舞蹈家绝非夸张，此时那些
栽秧的女人，唱起歌来，此起彼伏，四山回应。有的高亢嘹亮，
有的低迴优美。外人听不懂歌词，但美好的旋律却也让人陶醉。
合唱、独唱、对唱，女人们一边栽秧，一边唱歌，让梯田成了

神奇的赛歌台，把希望的秧苗苖插在歌声里。 

梯田插秧孕育古歌悠扬，从
天上梯田自然过渡到古歌传
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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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昨晚在山上的哈尼小镇看哈尼古歌艺术团的演出后，我
们和一位年逾古稀的古歌传承人交流，还听他唱了一段原始的
古歌。老人满头银发，脸上刀刻样的皱纹流着人世沧桑。说到

要唱古歌，老人就兴奋了，朋友说他身上的每个毛孔都能流出
歌来。他唱了一首哈尼族古歌中的“阿培聪坡坡”，即迁徙古
歌。（以哈尼老人演唱古歌的兴奋劲反衬古歌的魅力。）这时，
山风停止了呼吸，夜虫突然闭嘴不再鸣叫，四周万籁静寂，只
有老人深沉而动情的歌声回响在梯田的夜空。（静谧的环境烘
托老人的高超技艺，更展示出古歌的魅力。） 

 

⑥一个善良勤劳的民族，灾难毁了他们北方的家园，哈尼

人南迁寻找他们美好的诺玛阿美，翻过重重高山，越过千条大
河，从遥远的青藏高原，到大渡河流域、洱海之滨，再到滇池
湖畔，建起了幸福的家园。但美好的地方遭恶人妒忌引来战乱，
善良的哈尼人让出新的家园继续南迁，继续去寻找哈尼人心中
的诺玛阿美，那太阳升起的地方。天上的雄鹰引着他们翻过崇
山峻岭，越过深谷大河，在红河之南，那一片连着一片的芭蕉
树，成了他们定居的路标，在那儿，竹鼠和小猴一起游戏，野
鸭野鸡和家鸡家鸭在一起玩耍，大象和野牛在河里喷水洗澡，
一年四季都有鲜花开放，真是一个重建家园旳美好地方。森林
里的蘑菇很大很鲜美，哈尼人便依其形建起了蘑菇房，白鹇鸟
从远方衔来了红米种子，山上种出的哈尼红米喷喷香。山有多
高，水就有多高，在山坡开田种庄稼，一代又一代的哈尼人，

开出的梯田接到蓝天上，成为天堂上的良田。耕田播种栽秧收
粮，要唱哈尼人的四季生产调，要跳耕作辛苦收割快乐的乐作
舞。哈尼族用他们的智慧和血汗，开出了千万级梯田，才有了
真正美好的诺玛阿美——哈尼族的天上梯田，这个理想的地
方…… 

详写迁徙之歌，实则以点带
面，点出古歌中的想象浪漫
奇特又富有诗意，又为下文
写哈尼族命运、民族历史、

哈尼人文化的相辅相成做了
铺垫。 

 

⑦老人唱古歌动情的形象，定格在我心中，成为一座庄严

的雕像，屹立在天上梯田。 
 

⑧古歌中的哈尼梯田，就这样和一个民族的命运连在了一
起，史书记载，已有 1300多年的历史。在口耳传承的古歌中，
它的历史还更加久远深厚。诺玛阿美，哈尼语直译，就是太阳
升起的光明之地。后来便成了他们为实现梦想寻找到美好地方
的象征。哈尼人把哈尼梯田，视为他们心中的诺玛阿美，和他
们的命运紧紧相连。 

 

⑨过去我一直想，世上梯田千千万万，都是一种生态文化、
农耕文化的表现，为什么唯有哈尼梯田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名
录？（设问承上启下，由哈尼人、哈尼古歌引出哈尼精神、梯
田文化。）这次到红河江外的元阳，在村寨听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讲传说，唱古歌，看他们跳乐作舞，便有了答案。那重
重叠叠的哈尼梯田，书写的就是一个从北方南迁的民族，为寻

找被他们称为诺玛阿美的理想地方，不畏艰险，艰苦创业，开
拓出震惊世界的哈尼梯田，展现的是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在深
山中寻找到诺玛阿美这一人间天堂，开梯田、建家园，天人合
一的美丽画卷。 

哈尼梯田之所以成为世界非
物质文化遗产，原因不仅在
于哈尼梯田体现的生态及农
耕文化，还在于哈尼古歌传
递的哈尼人不畏艰险追求理

想的精神，最终达成人与自
然的契合。 

⑩古歌源于梯田，古歌唱梯田，梯田文化，民族史诗。在
哈尼山寨，人人心中都有一首梯田里的古歌，个个眼里都有一

文末点题，指出哈尼人、哈
尼梯田、哈尼古歌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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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珠玑】 

那重重叠叠的哈尼梯田，书写的就是一个从北方南迁的民族，为寻找被他们称为诺玛阿

美的理想地方，不畏艰险，艰苦创业，开拓出震惊世界的哈尼梯田，展现的是历经千难万险，
终于在深山中寻找到诺玛阿美这一人间天堂，开梯田、建家园，天人合一的美丽画卷。 

【思考探究】 

1.结合全文概括哈尼梯田进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原因。 
2.随着时代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哈尼山寨，越来越少的年轻人愿意继承古歌这种
传统艺术。如果你是一名哈尼人，你会如何应对这种变化？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四川眉山车城中学  叶丽琳） 

片古歌中的天上良田，代代传唱，世代耕耘，梯田永远。从某
种角度说，是哈尼古歌把哈尼梯田唱进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 

互相成就。 

张永权同名散文，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