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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歌手”和“草根代
言人”是川子身上的两大标
签，另外还有他养的那条经
常出镜的名犬“嘟嘟”。他最
近的大动作是一首给散户股
民的“代言歌曲”《咱们小散
有力量》。

有人说，如果说他之前
的作品《幸福里》是房奴之

歌、《郑钱花》是孩奴之歌的
话，《咱们小散有力量》就是名
副其实的“股奴”之歌了。这
首歌的歌词和他以前的作品
一样，现实性极强，也依然让
人很有记忆点：“咱们小散，又
不是小三，可以和小三比比心
酸；我们小散，还不如小贩，有
没有城管都一样艰难”。

川子说，不喜欢被别人
贴上“民生歌手”的标签，因
为他自己认知中的自己“没
那么黑暗和愤怒，也有柔情
的一面”。而他的歌迷则觉
得他歌里最动人的地方就
是，身处现实压力下的平凡
人不放弃希望的那种坚持，
以及坚持中的“坚固柔情”。

大多人脑海中的民谣
艺人形象应该和“批判”、

“理想”或“行吟诗人”这些
关键词联系在一起，但梁晓
雪则是一个特例，他和他的
音乐给人的感觉是温暖、缓
慢静谧和亲切。曾经有媒
体给梁晓雪的封号是“卤煮
店里的 Jack Johnson”，因为
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一个前卤
煮店的老板。不过，和卤煮
这种代表着北京味道的食品
相反，梁晓雪唱的歌却是和
本土无关的英文民谣，不少
他的歌迷都认为他是一个

“难得的唱英文歌不土，且有
真实治愈感的歌手。”

如果你长期关注豆瓣
网的“音乐人”页面，那你

一定对梁晓雪这个名字不
会陌生，因为他占据“热门
音乐人”第一名的次数实在
太多了。这个标准的“豆瓣
红人”在和气音乐旗下发行
的 第 一 张 专 辑《Floral
Times》（花样年华）虽然没
有做过多的媒体宣传，但网
络上好评度极高，去年十
月，他又发行了新专辑《I’
ll be there》（在你身边），和
台湾独立音乐人魏如萱和
牛奶咖啡组合里的 kiki 合
作，独特的质朴和随性交
融的感觉相当独特，一曲
以大热卡通人物“轻松熊”
的 原 名 为 题 的《Rilakku⁃
ma》被不少歌迷称为是“治
愈系神曲”。

川子：草根与柔情并存 梁晓雪：卤煮店走出的“治愈男”

新京报：你眼中民谣的定义？
川子：民谣对于我自己来说，就是把不敢说的话给唱出来。更广泛一点的意义是，

它应该是一种无处不在的音乐，不像交响乐一样需要培训，也不像摇滚乐一样需要有炫
丽的舞台，一个人对着另一个人就可以唱，它应该是便捷和容易深入人心的。

新京报：对你影响最深的一位民谣音乐人？
川子：我觉得敢拿把吉他唱自己心声的每个人都是大师，只要他敢行走在这条路上。

说到最喜欢的，国内的应该是我的好哥们马条。他的歌朴实，直截了当，没有太多炫技，但
有时会让你恍然大悟。国外就是Bob Dylan了，我翻译过他的歌词，不华丽却很深入人心。

关键词：草根民谣的代言人，十三月“台柱”之一 关键词：民谣和乡村的mix音乐、英文歌和木吉他带来的治愈感

新京报：你眼中民
谣的定义？

梁晓雪：其实总的
来说对民谣的定义是有
故事的木质音乐，大致
意思就是民谣需要很好
的故事讲述，和木质吉
他的声音来配合会比较
完美，不管是词还是旋
律，都能告诉人们一些
写歌者自己的故事，达
到一种分享，共鸣。民
谣它不躁动，总是静静
地在那里不打扰，但却
能让人深深记得。

新京报：对你影响最
深的一位民谣音乐人？

梁晓雪：国内的民
谣艺人，我特别喜欢叶
蓓姐，她的声线纯净，歌
曲时而感人，时而小资，
她穿梭在城市的空气
中，她感受着大自然和
生活中的点滴。国外喜
欢 Tom Waits，他那种
烟酒嗓深深吸引了我，
他是沉淀的，生活化的，
他可以从中下产阶级的
生活中提取出黑色幽默
式的歌曲，也可以把一
次夜晚酒吧的邂逅写得
栩栩如生。

（上接C07版）

【名片】
作品：《Floral Times》

（2010）《I'll be there》（2011）
轨迹：梁晓雪的音乐

风格更多地来自他在加拿
大的游学经历，他喜欢抱
着吉他弹唱，曲风上吸收
了美式民谣和乡村音乐的
自由随性。归国之后，他
和朋友在鼓楼附近开了一
家卤煮店，但依然无法放
弃写歌唱歌的习惯。

【名片】
作品：《今生缘》（2009）

《我要结婚》（2011）
轨迹:18 岁的川子因为

打架进了监狱，判了 13 年。
从监狱出来后，他觉得“一切
都变了，以前有二环没有三
环，现在四环都有了”，于是
他就扛把琴下了南方，之后
又回到北京开了自己的音乐
酒吧。川子在2007年签了十
三月，去年写的《我要结婚》

《幸福里》《郑钱花》三首歌被
看作是“现实主义三部曲”。

■ 同题问答

■ 同题问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