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光光，照池塘；骑竹马，过洪塘。
洪塘水深不得过，娘子撑船来接郎。

问郎长问郎短，问郎何时返。”
——《月光光》

1400年前，曾任唐代宰相、当过福建观察使的常兖
所作的这首情歌，是福州现存最古老的民谣之一。它传
唱千年，传遍中华，也随着背井离乡的华侨传遍世界。

而今，当代乡土音乐人赖董芳对《月光光》重新谱曲，
赋予古老的民谣新生命。他和福州语歌曲协会的伙伴
们，一路追寻“白月光”，为福州歌痴狂，与众多知音畅游
乐海，探索、开拓福州语歌曲发展新境界，让更多“虾油
味”的福州歌飘向海内外。

乐动人生

与生俱来的乐感融入赖董芳的DNA，父亲爱拉小提
琴，母亲弹吉他。在福州东街口一个爱乐之家出生长大
的赖董芳，几乎天天都有美妙琴声陪伴，在那个物质短缺
的年代滋养了小不点的心灵。

放浪青春，迷恋摇滚，1987年刚刚从福州大学化工
系毕业的赖董芳，在福清海口中学支教，创作了自己的第
一首歌曲《小白船》。从此他“用力划船”，驶向音乐大海，
跨界开启艺术人生。青年的他有个外号叫“棚虫”，最多
的时候赖董芳拥有17把各式吉他，为了音乐创作一直待
在录音棚内。至今，他创作了400多首歌曲，其中100多
首是福州语歌曲，成为福州语歌曲领域标志性人物之一。

起初，为了养家糊口，他也随大流忙于商业演出、为
企事业单位量身定制功能性广告歌曲。收入挺多，表面
风光，却内心孤独，他厌倦风格固化的歌路，向往单纯的
音乐生活，渴望快乐的遐想、自由的个性、激情的放纵，把
歌唱到百姓的心坎上。

“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
晚”，直指人性，拷问灵魂，诗人舒婷的传世佳作《神女峰》
深深触动了他。

滚烫的心，炙热的眼，注视芸芸众生，众里寻她千百
度，他不停搜索、突破艺术边界。1994年，一曲呼唤全社
会关注农村失学女生的公益歌曲《乡妹》参加全国MTV大
会串获银奖。他扑下身心投入公益创作，为鼓励下岗女
工再就业、激励乡亲战台风“龙王”而写歌，为自闭症群
体、白血病儿童、盲人等弱势群体发声，记录公交司机、福
州喜娘、外来工人、服刑犯人等草根群体的生活点滴。

2003年，他应邀创作中国女排出征雅典奥运会壮行
歌《腾飞》；2006年，作品《母亲楼》获由国家文化部主持
的“中国福建土楼申世遗”全国大型征歌活动二等奖；

2007年，上海世界特奥运动会大型国际征歌，作品《世界
有你有我》入围前三甲；2009年，作品《民心是国宝》获国
家文化部主持的《国宝》全国大型征歌十佳歌曲。2010
年，受福建省红十字会委托，他创作志愿者之歌《我选择
我快乐》在全省十几万红会志愿者中广为流传。迄今，他
有5首作品在央视主要频道播出，23首作品在学习强国
平台刊出。

福州市文联在“福州市第一批文艺名家工作室”评定
活动中，向他颁发“赖董芳名家音乐工作室”荣誉牌匾。

情依福州

福州是一座具有2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国历史文化
名城，福州话是“唐音活化石”，福州语歌曲蕴含无限乡
情，是闽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赖董芳扎根榕城，守望
家园，以福州歌独特的“虾油味”用心为福州写情歌。自
2006年至今，他深入民间采风创作上百首福州歌，每一
首都生动有趣，传递暖暖的温情。

孤光自照、扣舷独啸，自娱自乐没有生命力，无法行
之而远。唯有写真事、讲真话、道真情，才能与百姓同频
共振。赖董芳认为，只有将个人价值融入社会，才能让福
州歌价值最大化。《福州歌齐来唱》《我在福州过大年》《青
橄榄》《兄弟讲这》《我唱哎沙吗》《福道弯弯》《你好坏》等
数十首浓浓“虾油味”福州歌脍炙人口，在手机朋友圈里
刷屏，点击量多达数百万。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每一首歌曲，都尝试讲述一个
动人的故事，这是赖董芳创作福州语歌曲最大的特点。

《掼粥掼到厝门口》《搓糍其搓搓》，每逢农历正月廿九和
冬至，就会在大街小巷传唱，在百余个微信自媒体平台上
传播，将孝道文化代代传承。2016年5月，他创作平凡
劳动者之歌《齐齐走》，由“东南歌王”许振旗领衔主唱，还
有29位来自各行各业的草根歌手共同伴唱，激励人们勇
于拼搏；2017年6月，他发布《趴龙船》，作为中华龙舟赛
的宣传歌曲，端午节期间在中央电视台一套与五套同步
播出；疫情期间，他在福建水利电力职业学院任教，有次
课间休息时同学们谈论做核酸检测的护士眼睛明亮动
人，他灵光一现，创作了青年想念大白的《心丫揪》，以真
挚的情感为白衣天使画像，为抗疫加油。

赖董芳的福州歌倾诉真善美，反映福州人的思乡情、
兄弟情、邻里情，温情脉脉，歌声悠悠，让人感知到福州是
一个充满温情的城市。这些歌通俗易懂，乡土气息浓厚，
以方言土语在福州乡亲之间口口相传，并乘着歌声的翅
膀，伴随福州人的足印在世界各地传唱。《世界福州一家
亲》《相聚爱大华》《两嗝一首歌》等歌曲唱出侨胞、台胞的
心声，抒发乡音乡恋，贯通天下福州人的血脉亲情，给纵
横四海、漂泊五洲的海外乡亲带去心灵的慰藉和行动的
勇气。赖董芳还带领福州本土音乐人，多次走进马祖，踏

上马来西亚，请中国台湾高雄少男少女和海外华裔同唱
福州歌，激起福州歌更大的声浪。

漫漫前路

几年来，在赖董芳等一批音乐人的辛勤耕耘下，福州
语歌曲的传播力度正不断加强。福州人拥有越来越多自
己的歌曲，社会上对福州歌的认可度逐渐提升。不过，在
中国各地方言歌群体中，国内外讲闽南语、粤语的人口在
5000万以上，有庞大的受众。福州语人口不足 1000
万，有报道只有13%人在讲福州语。赖董芳发现听众粉
丝群断层20年以上：“喜欢捧场的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
中老年人，还有一群10岁左右的小屁孩。最有活力的青
年，喜欢福州歌的并不多。”前路漫漫，福州歌的发展面临
重重考验。

几年来，赖董芳为创作、推广福州歌砸下几十万积
蓄；太太马老师无怨无悔，放弃朝九晚五安逸工作，不舍
昼夜、不分节假日，成就赖董芳的音乐之路。好作品打动
人心，反映华侨远渡重洋打拼生活的《万八美金》，让数十
万听众泪目，美国华侨陈兴慷慨出资10万元打造《万八
美金》MV。这首充满现实主义的福州歌，成为赖董芳的
代表作。

2014年12月，在福州市文联指导下，赖董芳牵头成
立了福州市福州语歌曲协会。目前，协会已成功组建下
属长乐、连江、福清专委会及二级团体“福州市喜娘喝唱
团”等，他十来年来沉迷于“小唐音合唱团”的培育，开设
微信公众平台“爱上福州歌”，组建完善“丫绵”“丫鲜”女
声组合。经过多年发展，福州语歌曲协会已由最初的60
多名创始会员，发展成300多人的规模，其中既有科班出
身的学院派歌手、音乐教师，也有来自民间各行的爱好
者。福州语歌曲协会在福州、长乐、连江、闽侯等地设立
近十所福州语歌曲示范推广基地校。疫情前，福州语歌
曲协会每周、每月、每季度都有活动，举办各类比赛，走入
学校、社区、广场、公园大声传唱福州歌。协会分别在福
州、马祖以及马来西亚霹雳州爱大华镇组织3届大型“福
州语歌曲推新人唱作大赛”，“发现、培养、造就”了不少传
习福州歌的新人歌手。

赖董芳的工作室每年还义务教授数百个少儿学唱福
州歌，组成“童子军团”；他的录音棚常备十几把椅子，随
时迎接想来唱歌录音的依弟依妹。在他看来，要拓展福
州语歌曲的未来和保护福州话，首要前提是吸引年轻人
的关注、调动年轻人的兴趣，他尝试用更柔和的曲调和歌
词来创作福州语歌曲。《丫鲜》MV由连江县的8位少女演
唱，表达对新生活的憧憬和对异性的懵懂。短短一周内，
该作品在微博上的点击量超过了100万。

月亮之下，榕城美丽；洪塘犹在，闽江奔腾。赖董芳带
着呀呀孩童弹唱福州歌，有光，有爱，有希望。 （陈鸿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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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董芳：追逐“白月光”唱响福州歌

▲海峡两岸、马来西亚音乐人赖董芳（左一）、王建华（右一）、林万邦（右二）等携手与共，推动福州歌传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