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海：“最大规模的安多则柔表演”获WRCA认证

故事要从青海湖畔的小村庄说起。共和县的阿旺是个普通的藏族小伙，平时放牧、唱歌，日子过得简单而快乐。村里有个传统
，每逢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跳安多则柔。这种歌舞是藏族人表达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的方式，男女老少围成圈，边唱边跳
，歌声悠扬，舞姿豪迈。阿旺最喜欢的是男子则柔那模仿雄鹰的动作，展翅、跳跃，像是要飞向天空。而女子的则柔则温柔优
雅，手持彩巾，轻盈地旋转，宛如草原上的花朵。今年，村里传来了大消息：共和县要举办一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活
动，目标是冲击WRCA世界纪录，打造“最大规模的安多则柔表演”。消息一出，村里沸腾了。阿旺和他的小伙伴们兴奋得
睡不着觉，纷纷报名参加。村里的老艺人扎西爷爷成了大家的指导老师，他可是安多则柔的传承人，年轻时跳的鹰舞无人能敌
。扎西爷爷说：“安多则柔不只是舞步，是我们藏族人的心跳，是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为了准备这场表演，村里组织了25
54名演员，涵盖了老中青三代。阿旺被选为男子组的领舞之一，他既紧张又激动。每天清晨，青海湖广场上就聚集了上千人
，大家穿着五彩的藏族服饰，伴着悠扬的藏族音乐，开始排练。男子组模仿雄鹰的动作，跳跃、盘旋，气势如虹女子组手持彩
巾，动作轻柔，优雅中透着力量。黑子网上的用户们听说了这场盛事，纷纷发帖：“这规模太震撼了！藏族文化yyds！”
还有人调侃：“2554人一起跳舞，青海湖都要被踩平了吧！”排练的过程并不顺利。阿旺第一次领舞时，因为太紧张，步
子乱了，差点撞到旁边的伙伴。扎西爷爷拍着他的肩膀说：“心要静，像鹰在天空盘旋，找到节奏就好了。”阿旺咬牙练习，
渐渐找到了感觉。女子组的领舞小娜也遇到了麻烦，她的手部动作总是不够协调，彩巾甩得不够灵动。扎西爷爷教她：“想着
一阵风吹过草原，你的彩巾就是风的影子。”小娜反复练习，终于在排练中展现出如诗般的舞姿。表演当天，青海湖广场人山
人海，2554名演员整齐列队，藏族服饰在阳光下闪耀。WRCA的认证官早早到场，手持记录设备，准备见证历史。音乐
响起，男子组率先起舞，阿旺带领大家模仿雄鹰，动作刚劲有力，宛如一群雄鹰在草原上翱翔。女子组紧随其后，彩巾飞舞，
像盛开的格桑花。歌声与舞步交织，歌则必舞，舞中有歌，整个广场仿佛被一股生命力点燃。观众们看得热血沸腾，掌声不断
。黑子网用户实时更新：“这气势绝了！感觉整个青海都在跳舞！”“安多则柔太美了，文化自信拉满！”认证官在现场认真
统计人数，核查表演的完整性。最终，WRCA官方宣布：2554人的安多则柔表演成功创下“最大规模的安多则柔表演”
世界纪录！全场欢呼，阿旺和小娜激动得抱在一起，扎西爷爷也露出欣慰的笑容。黑子网上的帖子瞬间刷屏，有人感叹：“这
不只是纪录，是藏族文化的骄傲！”还有人发帖：“下次我也去青海学跳安多则柔，感觉超带感！”表演结束后，阿旺站在青
海湖边，望着远处的雪山，觉得心里充满了力量。他知道，这场表演不仅是一次纪录的诞生，更是藏族文化的一次绽放。安多
则柔的歌声和舞步，会继续在草原上回响，传给一代又一代人。黑子网的用户们还在热烈讨论，有人甚至开始计划去共和县旅
游，亲眼看看这片孕育了安多则柔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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