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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山’的贺敬之？”乔建中肯定地说：“对！就是他，贺

老今年98岁了。2018年3月我专程去他家拜访，录了一段他

为陕北民歌博物馆开馆仪式的讲话。榆林又请老人家为博

物馆题写了馆名。”

新建成的陕北民歌博物馆总投资约1亿元，布展面积约

5680平方米，全面展示陕北民歌的发展脉络和民间音乐故

事。博物馆设置了序厅以及传统陕北民歌展区“千年老根

黄土里埋”、革命陕北民歌展区“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建国三十年陕北民歌展区“满天星星一颗颗明”、新时期

陕北民歌展区“信天游永世唱不完”四大展区。另外还设

了陕北民间音乐艺术展区、陕北民歌专题研究展区、临时

展区三个副展区。目前，馆藏品分为3381种共4000余件，

主要是伴随着传统时期陕北民歌唱响的劳动工具和痕迹，

承载着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民歌采风活动中留下的书籍、

信件、曲谱、手稿、剧本、歌词、实物等文物，还有见证

了 1 9 4 9 年 之 后 以 及 新 时 期 陕 北 民 歌 与 其 他 艺 术 形 式 互 相

结合继而蓬勃发展、大放异彩的期刊、音像制品、电视节

目录像带、歌唱比赛奖杯、邀请函、宣传册、照片、电子

书、画作、剪纸和书法作品等等。

“博物馆展陈的规划布局，我们顾问团觉得整体还是

很不错的。我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撰写了博物馆展陈介

绍需要的所有文字，而且逐字逐句地进行了修改。”乔建

中说：“从博物馆开始建设，我们顾问团就给定位了九个

字：全国性、惟一性、权威性。全国性就是站在全国的角

度建馆，起点一定要高；惟一性，就是目前全国还没有第

二家民歌博物馆；对于陕北民歌来说，这座博物馆一定要

建成藏品的级别与数量最高，不论是学术性还是研究性方

面，都要具有权威性。”

而乔建中更愿意称其为“声音的博物馆”。

何 谓 声 音 的 博 物 馆 ？ 民 歌 歌 手 周 淋 就 用 歌 声 告 诉 了

所有走进博物馆的观众。“观众走到哪个版区，我的歌声

就跟到哪里。比如：走到第一展区，我就会唱起船工号子

或者是打夯号子、打硪号子、绞煤号子、锄地号子、吆牛

号子，陕北民歌中最有名的号子就是《天下黄河九十九道

湾》。”

有 参 观 过 博 物 馆 的 观 众 这 样 描 述 ： 一 走 进 博 物 馆 ，

就 被 一 段 沉 浸 式 的 民 歌 表 演 所 吸 引 ， “ 上 一 道 那 个 坡 来

哟，哎嘿哎嘿哎嘿哟，下一道那个梁来哟，哎嘿哎嘿哎嘿

哟……”曾几何时，陕北农民就是这样站在黄土地的沟沟

岔岔里引吭高歌。

与周淋这个本名相比，他的昵称“土豆哥”更是广为

人知。作为民歌手，周淋这一代的民歌手显然是幸运的。

他从小在黄天厚土里耳濡目染着父辈们的歌声与舞姿，后

来进入高等学府接受了系统的理论与声乐训练，又得机缘参

加各种级别的赛事，与专业乐团合作，将曾是黄土高原的山

坡、沟洼、田野、村落中呐喊出来的土得掉渣的民间歌曲，

按照专家们的提议，榆阳区政府在西安举办了两次陕

北民歌博物馆捐赠会，倡议全国各地收藏家捐赠与陕北民

歌有关的藏品，个人的藏书、获得的奖杯奖状、保留的唱

片、乐器，都可以捐赠给博物馆。2017年8月10日第一次捐

赠会，博物馆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艺术界名人近70

人无偿捐赠的藏品，包括陕北民歌类书籍1000余册、音像

制品400多套、珍贵老照片126张、老旧乐器25件、名人书

画题字12幅、相关证书物品100多件。

乔 建 中 笑 言 ， 博 物 馆 的 1 7 位 顾 问 ， 每 人 手 中 都 有 不

少有价值、有分量的藏品。他本人不仅捐赠了与陕北民歌

有关的藏品，还将北京家中收藏的4000余册音乐理论方面

的书籍捐给了博物馆。他还计划将在西安音乐学院存放的

2000册音乐理论书籍也捐赠给博物馆。

2021年10月16日，陕北民歌博物馆成立了乔建中档案馆。

“476天！”乔建中清楚地记得这个数字。“2017年2

月召开陕北民歌博物馆建设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研究制

订博物馆前期策划方案；3月在西安召开筹建工作专家座谈

会；5月完成陕北民歌博物馆初步方案；7月装修、布展设

计与施工一体化项目完成招标；8月在西安举行实物展品捐

赠仪式；9月博物馆正式开工；2018年5月23日，博物馆落

成开馆，历时476天。”

在 陕 北 民 歌 博 物 馆 筹 建 过 程 中 ， 很 多 人 做 了 很 多 工

作。据工作人员贺雅荣讲：“我花了半年多时间，研读了

大量专业书籍，走访了近十座知名博物馆。经过反复讨论

修改，最终形成了2万多字的讲解词。我们一直在和时间赛

跑，没有节假日，但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其他工作人员同样几乎跑遍全国各地，征集到古旧书

籍、乐器、手稿、名人用过的物品等珍贵实物展品3600多

件。他们还辗转京、沪、晋、陕、宁、蒙等地，采访名人

专家130多位，走访民间艺人500多人，录制采集视频资料

400多个小时。此外，他们还外出学习考察知名博物馆、图

书馆、展览馆35座，征集收录陕北民歌学术文章74篇。

到 这 个 阶 段 ， 乔 建 中 和 其 他 顾 问 团 成 员 才 觉 得 心 里

有了底。“收集到这么多藏品，博物馆的基础就有了。安

塞文化馆对陕北民歌的收集、整理做得非常好，通过安塞

文化馆，我们对榆林12个县（区）的民间老歌手进行了采

风，录下了很多有价值的音频和视频资料。”乔建中说。

2018年5月23日，作为国内惟一一座以陕北文化为元

素、以陕北民间音乐为主体，反映陕北悠久悲壮的历史变

迁 ， 体 现 陕 北 历 史 人 文 精 神 ， 集 民 歌 研 究 创 作 、 培 训 交

流、演艺推广、产品研发于一体的专题博物馆——陕北民

歌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

贺敬之题写馆名

很 多 人 看 到 “ 陕 北 民 歌 博 物 馆 ” 馆 名 的 题 字 都 会 惊

讶：“贺敬之？是写了‘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

独家调查丨Exclusive  Investigation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