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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声改变的生活】

欲让她代言这个城市

当天，渠县的举城狂欢，使这场造势活动
登峰造极。

在李彬看来，这次“城市营销”中有很多
可总结的地方。比如，黄英的粉丝团叫“映山
红”，创意来源于她的成名曲，“如果叫‘黄花’
会不会更好呢？渠县黄花是全国一等的；她
又姓黄；在渠县，黄花闺女又是指有素养的、
漂亮的未婚女子。这三个因素加起来，如果
叫‘黄花’，更有地域特征，符合黄英的特质，
传播的效果也更好。”

他说，渠县也有很多希望借助黄英进行
推介的想法，比如出任黄花的代言大使、举办
推介渠县的大型歌会等，但这些想法将受到
各种因素的影响，能否实施尚未可知。

但无论如何，在这个西部很寻常的县城
里，黄英的故事颠覆了很多成见，更真实地撬
动了城市营销的新思路。

手机铃声都是《映山红》
黄英，让平凡女孩变身为公主的“水晶鞋”

童话真实地降临到渠县人的身边，这则“童话”
对渠县的改变已开始在各方面体现出来。

渠县此前出名的是“稀饭县”的段子：上世
纪70年代，飞机经过时听见地下传来一片震
天动地的稀里哗啦声，问：“什么声音？”答：“这
是喝稀饭的声音，我们正在渠县上空……”

段子说的是渠县的贫困：没干饭吃，全部
喝稀饭，而稀饭稀到了极点，能喝出响声。

但随着黄英的一鸣惊人，渠县扬眉吐
气。“稀饭县”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当地人请记
者吃饭，特意请记者喝粥，“渠县是农业大县，
用渠江那清澄的水熬曾经的贡米，还讲究焖
锅等技巧，这稀饭真的不错。”

黄英曾经的东家如今成为最直接的受益
者，生意出奇的好，甚至有外省客户向其发出
了演出邀请。

而今，渠县的大街小巷，“××为黄英加油”
的标语随处可见，《映山红》成为当地人手机的
必备铃声，电话一响，大家都在找自己的手机。

点燃了家乡人成功的幻梦
更深刻的变化是，这名当地“小”歌手的

一夜成名，打消了这里的人对于成长的畏
惧。走在街上，记者听见一位送孩子上学的
母亲教导孩子说：“只要你有真本事，就能出
头的，你看看人家黄英！”

成功似乎一下子变得容易触及。在今晚
的万兴广场上，人们兴奋地评点黄英的光明
未来，硕大的电视屏幕上，童话精灵点燃了家
乡人成功的幻梦。

人们更加积极地审视身边的文化。记者
走访了几家歌厅，总能听见山歌，“太阳出来
罗嘞，喜洋洋罗，郎罗”最为常见，人们肆意地
吼叫，不讲音律，而在“快女”舞台上，黄英则
选择了赤脚原生态唱歌的方式，这些微妙的
细节，传导出人们对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游
戏规则中的自主选择。

渠县未来几年内“高起点、超常规、跨越
式”发展的“四大目标”之一，就是打造“全国
文化先进县”，黄英这只从“山疙瘩飞出的金
凤凰”，让当地人有了更多的自信。

这只“金凤凰”所传导出的热流，正在影
响和改变这个普通小城的生活。这个 16万
人口的县城自发自主形成的热点和风标，在
某种意义上，正凸显出人们文化选择的悄然
变化。 据《中国青年报》

4日晚上8时25分，“哗啦”“哗啦”的玻璃杯碰撞声
在万兴广场此起彼伏，140多张桌子排在一起，四川省渠
县人用边喝酒边听歌的豪气声援老乡黄英。

“祝黄英‘快乐女声’夺冠成功！”的巨幅标语在声浪
中格外夺目，黄英的每次出场、每次歌唱，都会引来欢呼
和口哨，信号中断时，叹息声出奇的一致，犹如有着顶级
的指挥。

投影仪将电视信号投射到1米多宽的屏幕上，警察、

民间艺人和老头老太都聚集在大屏幕下，孩子们爬上最
高的架子。此刻，黄英刚在“快乐女声”总决赛舞台上唱
完《我是一只小小鸟》，在这个极为干净整洁、被赞誉为

“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典范”的县城，几乎所有的电视机都
将频道转换到湖南卫视，“我是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呀飞
却飞也飞不高”的歌声，从四面八方的窗户里飘荡出来，
从家电卖场门口的大电视中飘荡出来。

渠县曾是张飞和张郃血战的古战场，却并未因猛将

张飞大秀书法艺术而获得多大知名度。体重42公斤的
娇小女子黄英，在“快乐女声”舞台上的表演和步步前
进，却让渠县获得了空前的关注。至今，已有20多家媒
体40多人次到渠县采访黄英的相关情况，这是渠县前所
未有的。

“黄英啊，唱的就是好，又不做作！”的哥周平顺说，
大家都为自己是渠县人而骄傲。

…… ……

【草根女子的音乐传奇】

靠婚丧嫁娶表演赚钱
在黄英 78岁的爷爷黄友祥那间简陋的

老房子里，记者能感觉到，贫穷让黄英的成长
艰辛得近乎苦涩。

邻居说，黄英喜欢音乐，但因当时家里房
屋岌岌可危，要修房就不能送她去四川音乐
学院读书，她后来选择了到一所服装学校学
习。“她实在是太懂事了，那么喜欢唱歌，能同
意修房子，不去读书，一般的娃娃哪里做得到
嘛，不闹翻天才怪！修房时，她还和她嫂子两
人一起抬檩子！”

参加“快乐女声”前，黄英是“彩虹艺术
团”的演员，这个民间“草班子”靠为当地人婚
丧嫁娶表演助兴赚钱，演出范围多在渠县周
边农村。黄英主要负责唱歌、跳舞，偶尔也客
串小品表演。此前，无论她个人还是乐队在
当地居民中的知名度都很有限。

在乐团留下的影像资料中，黄英会穿
着大红旗袍跳集体舞，唱凤凰传奇的《自由
飞翔》等流行歌曲：“是谁在唱歌，温暖了寂
寞……”——彼时，寿宴正觥筹交错。

完全靠天赋和努力
这样的演出每次能让她得到一两百元。

参加“快乐女声”之前，即使在渠县，她也没有
预想中的大红大紫。最突出的成绩，是2007
年在四川省达州市举办的“唱响达州”比赛中
获得大竹赛区亚军。

“她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在她心目
中，音乐是神圣的，她时常在旷野练习，即使
在我们这样的乐队表演期间，她对自己唱歌
的要求，严格到有时我都觉得太苛刻。”乐团
负责人说。

“她没有经历任何科班教育，此前没接受
任何人的专业辅导，没接受任何专业的培训，完
全靠自己的天赋和后天努力，终于走到今天，可
以说，她身上的自信自强精神，是她成功的重要
因素。”本身对各种“造星运动”很是不屑的渠县
宣传部副部长李彬说，“从这个层面上看，她身
上的优良品质，让这颗‘星’实至名归。”

“她以前并没有大的名气，参加市级比赛
获得名次也不尽如人意，依然能继续坚持，明
知‘快乐女声’竞争格外激烈，而成都赛区更
是人才济济，敢于去挑战，说明她不服输的性
格，这是最令我感佩的地方。”李彬说。

最终，当地选择了民间组织牵头、政府助力的
方式力挺黄英。政府不直接出面，而是由宣传部下
属的渠县新闻网“闬山论坛”承担传播职责，整合当
地民俗摄影家协会等民间组织，在前台为黄英摇旗
呐喊，在广场设置了专门宣传黄英的巨型展板。

“快女”10进 7时，这场城市营销活动达到

第一次高潮。分别为40多辆自行车、摩托车和
轿车贴上“黄英加油”的大红标语，带着延绵数
百米的人群方阵游行。这次活动中，已有明显
的政府的影子，黄英所在的天星镇政府还组织
了自己的方阵。

4进 3时，县宣传部副部长率领 40余人的

助威团直飞长沙，为黄英打气。
一对一PK时，黄英最初的票数落后不少，

她的粉丝团在现场齐声高唱黄英的成名曲《映
山红》。最终，这名学历不高、未接受专业培训、
没有任何“背景”、未登大雅之堂的纯粹的“草
根”，进入了前三强。

李彬说，黄英身上“自信自立不服输”的特
质，与渠县正鼎力提携的“敢想敢干、敢拼敢闯、
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不谋而合”，有了这个
基点，渠县已开始认真思考借势推进渠县城市
营销的课题。

记者蜂拥而至，这在渠县是前所未有的。
渠县已敏锐地理解到这一变化背后舆论对渠县
的关切以及这种关切背后的可能性。

但官方的态度却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
化。

“民间组织的各式各样的选秀有些泛滥，我
们的态度是不提倡不宣传，视之为与政府无关
的事情。”李彬说，此前，政府完全未在意这场

“造星运动”及其选手，一直到黄英在“快女”进
入60强时，政府才知道有渠县人在这个活动中
表现不错，开始谨慎观望。

随着黄英赢得一轮轮竞争，政府介入的力
度开始加大，“渠县有很多独特资源，我们这些
年也花了不少力气打造‘黄花之乡’、‘汉阕之
乡’和‘竹编之乡’，但影响力有限。黄英的一
次个人行为却让渠县一夜间天下闻名。这是
城市营销的大好机会，对我们来说，现在不是
要不要支持，而是采取什么方式支持，才显得

‘既达到效果又比较恰当’。”

【西部县城的新名片】

她让渠县一夜间天下闻名，政府考虑借势推进城市营销

民间组织在前台摇旗呐喊，县宣传部副部长率团现场助威

演唱歌曲：
《水上花》、《花
儿为什么这样
红》、《卓玛》、
《黄土高坡》、
《一无所有》、
《我是一只小小
鸟》等

黄英
快乐女声
季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