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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向现代文明的吕梁乡土交响曲——

赶大车的哥哥开上了小面包
□ 程建军

《赶大车的哥哥开上了小面包》的
旋律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它吸收了
传统民间音乐的养分，又融入了现代
音乐元素，形成了独具魅力的艺术风
格。歌曲的节奏明快流畅，仿佛车轮
滚滚向前，给人以强烈的动感和进取
精神。

在情感表达上，这首歌达到了劳
动与爱情的高度统一。“哥哥开车妹妹
卖票”的分工合作，展现了劳动的乐
趣；而“有心把你亲一口又怕人家笑”
的羞涩表白，则传递了爱情的美好。
这种双重叙事视角，让听众在感受劳
动喜悦的同时，也能体会到爱情的甜
蜜美好。

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赶大车的哥哥开上了小面包》这首男女声对唱歌曲如同一曲动人的乡土交响曲，奏响着时代变迁的最强音。这首歌
以“赶大车的哥哥开上了小面包”为主线，巧妙地将传统与现代、劳动与爱情、艰辛与欢乐编织在一起，谱写了一曲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时代赞歌。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
《赶大车的哥哥开上了小面
包》成功塑造了新型农民形
象。他们不再是传统印象
中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而是
充满智慧和进取心的时代
建设者。这种形象的重塑，
对于提升农民群体的社会
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歌曲中展现的爱情观
也极具时代特色。它既保
留了男女之间传统爱情的
含蓄与羞涩，又体现了现代
青 年 对 幸 福 生 活 的 追 求 。
这种价值观的融合，反映了
中国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
所经历的思想观念的变革。

《赶大车的哥哥开上了

小面包》之所以能够引起广
泛共鸣，正是因为它准确把
握了时代脉搏，真实反映了
人民群众的生活状态和精
神面貌。它不仅是一首优
秀的音乐作品，更是记录时
代变迁的文化印记。

在这首歌中，我们听到
了劳动的号子声，感受到了
爱情的脉动，更触摸到了时
代的脉搏。它告诉我们，在
奔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
既要保持对传统文化的尊重
与传承，也要以开放包
容的姿态拥抱变革。这
种传统与现代的和谐共
生，正是中国农村
发展的必由之路。

1. 创作背景

《赶 大 车 的 哥 哥 开 上 了 小 面
包》的词作者靳佩荣先生和曲作者
兰德臻先生都是长期扎根于基层
的吕梁民间艺术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
春风吹拂神州大地，中国北方农村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靳佩荣先生
深受时代鼓舞，他通过实地采风，
深入了解吕梁农民的生活状态和
精神世界，最终提炼出了“赶大车
的哥哥开上了小面包”这一富有象
征意义的歌曲主题。

兰德臻先生在谱曲时，则将地
方戏曲元素与现代音乐技法巧妙
融合。他从山西梆子、陕北民歌、
河曲二人台等民间音乐中汲取营
养，并将其融入歌曲的旋律之中，
使整首歌既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又不失现代感。

2. 歌词解析

歌词中“山道道那个弯弯，满
山山的那个绕哟”等句式，采用了
中国传统民歌中常见的叠字手法，
增强了语言的韵律感和画面感。
这种语言风格不仅贴近农村生活
的真实场景，也让听众感受到一种
质朴而深厚的情感。

此外，歌词中的对话形式如：

“哥哥我开车妹妹卖票”，极大地增
强了故事的真实性和感染力。通
过这种男女之间简单的互动沟通，
创作者成功地展现了劳动人民之
间的默契与温情。

3. 演奏技巧

《赶 大 车 的 哥 哥 开 上 了 小 面
包》在演奏技巧上也具有鲜明的特
点。主歌部分以缓慢的节奏描绘
出山间蜿蜒的道路和驾驶员的辛
劳，虚词部分则通过快速的节奏和
明亮的旋律，表现出了劳动带来的
喜悦与成就感。

伴奏采用民族乐器与电声乐器
等现代乐器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
音响效果。这种中西合璧的编配方
式，既保留了歌曲的乡土特色，又赋
予了它更为强烈的时代感。

4. 传播范围

《赶大车的哥哥开上了小面包》
这首歌曲高亢悠扬，百听不厌，在上
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创作流行，传
播范围主要集中在山西陕西等北方
数省。新时代以来，此歌经陕北民
歌小夫妻组合（杨涛、贺艳娜）等许
多民间歌手演唱，唤起了无数人强
烈的回忆与共鸣，迅速红遍全网，显
示了经典歌曲强大的生命力。

文化符号与时代缩影
“赶大车的哥哥开上了小面包”这

一意象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在过
去，大车是农村最主要的运输方式，车
轮碾过的不仅是崎岖的山路，更是劳
动人民的汗水与希望。而“小面包”的
出现，则标志着农村生产力一次质的
飞跃。这种转变不仅仅是工具的更新
换代，更折射出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
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在这首歌中，我们看到了传统与
现代完美的融合。“山道道那个弯弯”
的古老歌声中，透出了对过往岁月的
深情回望；而“压一压那小喇叭乐得妹
妹笑”的欢快节奏，则预示着一个更加
美好的未来。这种新旧交替的意象组
合，生动诠释了中国农村在现代化进
程中的独特轨迹。

音乐语言的情感表达

创作背景与艺术特色 社会心理学的深层解读

《赶大车的哥哥开上了小面包》不仅
是一首优秀的音乐作品，更是一部记录
时代变迁的吕梁地方文化史诗，它让我
们看到了吕梁劳动人民
的智慧与力量，也让我
们对吕梁的未
来充满了希望
与期待。

热播电视剧《幸福草》以“菌草之父”林
占熺为原型，主要讲述由研究员黎长欢（郭
涛扮演）带领的中国菌草技术团队在异国
他乡进行菌草种植、产业培育、技术推广，
并帮助巴马拉人民走向富裕的艰辛历程，
展现了菌草技术“在全球落地生根”的故
事。

本来，黎长欢已经准备退休，计划带着
妻子出去旅游。结果，菌草团队的领队黎
长安（黎长欢的六弟）在出发前因公殉职。
悲痛之余，黎长欢毅然决然地接过了援助
巴马拉的重担。为此，妻子失望，女儿愤
怒。技术员郑伟龙，因爱人不理解他的工
作，选择离婚，并要抢夺儿子的抚养权。年
轻小伙黎翰，刚刚把女朋友调回他的城市
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生活，现在又过上了两
国分居的日子。李春华虽然是个单身汉，
却远离故土，不能在年事已高的父母跟前
尽孝。他们四个人舍小家顾大家，不远万
里奔赴他国，犹如巴马拉土地上的一场春
雨，一道曙光，一片绿叶，用行动和爱心诠

释着奉献和担当。
团队四人初到巴马拉，生活环境苦不堪

言，没有电，自己发；没有菜，自己种；没有铡
草机，自己用刀切。这些对他们来说，还不
算什么。最让他们苦恼的是没有适宜种植
菌草的土地。每到一处用铲子刨去，下面全
是岩石。当大家气馁时，黎长欢鼓励道：“任
何一种新生事物的成长，都需要一个曲折的
过程。”后来几经辗转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块
比较肥沃的土地，只是来回要趟过一条宽
阔的河流。面对湍急的流水，李春华乐呵
着说：“每天干活汗流浃背，过河就算我们
洗澡了。”他们的乐观主义精神感染着每一
位观众，有人留言“为他们落泪”“向他们致
敬”等。他们总能在苦中找到乐趣，无论面
对怎样的困难与挫折，始终能够坚定信心和
勇气，想出办法去应对。正如黎长欢所言：

“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好害怕的。中国有
句老话叫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种植菌草的地选好了，却是杂草丛生，
茅草长得有一米高。仅凭团队四人的力量

很难开发出来，他们通过玛莎雇佣了当地
的一些劳工来帮忙。第二天，到了地头才
发现，来的都是女人，有年近半百的，有年
轻气盛的，就是没有一丁半点男人的影
子。他们诧异地问玛莎：“都是女人，这怎
么干活？”玛莎回答：“我们这里几千年来都
是女人干活，男人从来不干。”不仅如此，部
落之间频发冲突也影响着菌草技术的推
广。一次，瓦伊部落和维桑部落大打出手，
研究所秒变救护站，受伤民众一个接着一
个被抬进来，狼藉满地。好几次，黎长欢化
身和平使者要去调解矛盾时，女儿芷薇为
他的安全着想，不断劝阻，黎长欢严肃地
说：“外交无小事。”事实证明，唯有合作互
助，友好往来，才能走出贫穷的困境，实现
和平发展。

幸福草的花语是“幸福的开始”。黎长
欢团队就像幸福草一样具有极其顽强的生
命力，哪怕遭遇九九八十一难，也“总有办
法”，因为他们的信条是：中国人绝不能当
逃兵，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受人之托 忠人之事
——电视剧《幸福草》观后感

□ 李芙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