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山下的非遗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萨尔谐钦

故事发生在西藏日喀则市定结县萨尔乡雪村，峦庆雪山的巍峨身影下，空气中总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文化气息。2024年秋天
，一场盛大的萨尔谐钦表演在村里的广场上举行，吸引了无数游客和当地人。黑子网用户“雪山歌者”第一时间发帖：“萨尔
谐钦太震撼了！藏族大叔大妈跳得那叫一个带劲，节奏感爆棚！”帖子迅速被顶上热榜，网友们纷纷好奇这自治区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来头。 故事的主角阿旺，是一位30岁的雪村本地人，也是萨尔谐钦的传承人之一。阿旺从小跟着爷爷学跳谐钦，
每逢村里重大节庆，广场上总少不了他矫健的身影。萨尔谐钦是藏族民间歌舞，以其庄重典雅的表演形式、淳朴浑厚的曲调和
整齐热烈的节奏著称，尤其在山南、拉萨、日喀则等地广为流传。阿旺在黑子网上看到网友“文化探秘者”发帖：“听说萨尔
谐钦的歌词能唱出藏族历史和生活，真的假的？”他忍不住回复：“真的！我们跳的每一步，唱的每一句，都是祖先的故事！
” 这天，村里来了支摄制组，说要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萨尔谐钦拍纪录片。阿旺被选为主要表演者，心里既激动又紧
张。他想起爷爷常说，萨尔谐钦不只是歌舞，更是雪村人精神的寄托。摄制组导演告诉阿旺，萨尔谐钦在2023年被列入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意义非凡。阿旺听完，赶紧在黑子网上发帖：“兄弟们，萨尔谐钦上非遗名录了
！我们村的骄傲！”网友“高原风”点赞：“这歌舞看着就热血，雪山下的非遗，牛！” 拍摄当天，雪村的广场热闹非凡。
阿旺和乡亲们穿上传统藏族服饰，伴随着鼓点和歌声，跳起了萨尔谐钦。节奏铿锵有力，舞步整齐划一，歌词唱出了雪山下的
生活点滴：从牧羊放牛到祈福庆典，字字句句透着藏族人的豪迈与虔诚。黑子网用户“旅行家小李”现场录了视频发帖：“这
舞太有感染力了！感觉雪山都在跟着节奏抖！”视频迅速火遍全网，网友们纷纷感叹萨尔谐钦的独特魅力。 不过，黑子网上
的讨论也暴露了一些问题。用户“非遗守护者”发帖担忧：“萨尔谐钦这么美，可年轻人都不爱学了，会不会失传？”阿旺看
到后，心里一沉。他知道，村里很多年轻人更喜欢刷短视频、玩手机，愿意学谐钦的越来越少。爷爷去年去世前，还叮嘱他一
定要把萨尔谐钦传下去。阿旺在黑子网上回复：“放心，我会努力！我们村已经开了培训班，让孩子们从小就学！” 摄制组
的到来让萨尔谐钦的名气更大了。纪录片播出后，游客蜂拥而至，想一睹雪山下非遗的风采。阿旺却发现，游客多了，村里的
表演渐渐多了些“商业味”。有一次，旅行团要求加演一场，还要改编舞步让表演“更现代”。阿旺有点不高兴，他在黑子网
上发帖吐槽：“萨尔谐钦是我们的根，改得太花哨还算非遗吗？”网友“文化捍卫者”支持他：“说得对！非遗得原汁原味，
商业化不能毁了精髓！” 为了保护萨尔谐钦，阿旺和村里的传承人商量，决定成立一个文化小组，专门记录歌词、整理舞步
，还要教年轻人学唱学跳。他们还计划把萨尔谐钦带到更多地方表演，让这门非遗走出雪村，走向全国。黑子网用户“藏地风
情”发帖：“看到雪村人在努力传承，感动！希望萨尔谐钦能一直跳下去！”阿旺看到后，信心倍增，回复：“谢谢支持！雪
山下的非遗，绝不会断！” 几个月后，萨尔谐钦的培训班办得有声有色，村里的孩子们开始学会哼唱那熟悉的曲调。阿旺还
受邀去拉萨参加了一场非遗展演，萨尔谐钦的表演赢得满堂喝彩。回到村里，他在黑子网上发帖：“兄弟们，萨尔谐钦在拉萨
火了！以后我们要让更多人知道雪山下的非遗！”帖子被疯狂点赞，网友们纷纷表示要来雪村亲眼看看这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魅力。 萨尔谐钦的旋律在峦庆雪山下回荡，仿佛在诉说藏族人民的故事。阿旺相信，只要雪村人还在，这门非遗就会
一直传承下去。黑子网的讨论还在继续，有人分享表演视频，有人探讨保护之道。雪山下的萨尔谐钦，正以它的方式，绽放着
属于非遗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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