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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头上有犄角，我身

后有尾巴”“就不告诉你，

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

你~”⋯⋯当这几句熟悉

的旋律响起，相信许多 70

后、80 后都会情不自禁跟

着哼唱起来。作为上世纪

90 年代神剧《小龙人》的

片尾曲，这是深深刻在大

脑皮层的旋律。

三十多年前，以“龙”为

题材的少儿神话剧《小龙

人》横空出世。1992 年的

夏天，每个孩子的心情，都

随着那条从故宫玉龙转变

而来的小龙人找妈妈的故

事而跌宕起伏。

现在回过头看，虽然

画质、特效、拍摄手法，都

显得有些“落伍”，但并不

妨碍《小龙人》这部充满奇

幻感的电视剧，满足了我

们孩提时代的一切幻想，

并赐予一代人最温暖的回

忆。

一代人记忆中的旋律，除了《龙的传人》，还有它

为什么人人都会哼“小龙人”

新 年年 愿 望 音乐的魔力就在于，每个人哼起它时，就会一起进入

一个时代，共享一份记忆，并拥有共振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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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人徐枫的儿时记忆里，1992年夏

天的傍晚，想让他乖乖回家，有一样东西比老

妈的大嗓门更管用，那就是《小龙人》的播出

时间。

只要片头曲《小龙人之歌》的旋律一响

起，前一秒还在小区里撒野疯玩的孩子们，都

会拔腿就往家里跑，然后乖乖守在电视机前。

“第二天大家见面后，头等大事就是讨论

前一天的剧情，简直比商量功课还要积极。”

徐枫感慨道。

关于故事剧情，很多人至今记忆犹新，讲

述了北京一个四合院里的三个孩子去故宫玩

耍，偶然间唤醒了“小龙人”，然后大家历尽千

辛万苦帮助小龙人寻找妈妈。

一路上，小伙伴们历经重重艰险，他们坐

着飞船来到东海之畔见到东海龙王，也曾操

作时光机器去到一千多年前的唐朝，甚至还

被野人抓住险些活烤，所幸在大海龟的帮助

下逃了回来⋯⋯途中，他们还遇到了小山怪、

龙女妈妈、大勇叔叔等一系列充满神奇色彩

的人物。

最终，小龙人褪去龙角、尾巴，完全变成

小男孩，在神女妈妈的教导下，终于领悟到生

活的责任和意义。

情节主线不算复杂，但要命的是，那份

“天马行空”太吃准孩子们的心理了。

知乎网友“天道不酬勤”说，在那个娱乐

方式还相对匮乏的年代，《小龙人》这部剧的

脑洞和想象，其实是对观众最大的吸引力，

“小龙人所拥有的神奇力量，又何尝不是每个

孩子都渴望的？”

剧中一些情节设定，甚至有种穿越的“超

前感”，比如——

高科技计算机可以打印出克隆体，代替

小朋友做不愿意做的事；

吹出泡泡就能带人时空穿越的口香糖；

在没有人的时候，玩偶会开口说话，动物

会变成人形⋯⋯

道具和特效确实寒碜了点，但又有哪个

小朋友会在意呢？在徐枫印象中，当年爸妈

也跟他一起看得津津有味，“长大后才发现，

其实还有很多亲情元素在里头，妥妥的‘合家

欢’剧集。”

当年还有不少剧评家分析，其实《小龙

人》要表达的并不止于此，实际上还受到了上

世纪 80 年代寻根文化的影响，以“龙”为化

身，试图用电视剧的方式建立文化自信。

比如结尾那一幕，在长城上，小龙人得到

妈妈的启示：“你是龙的传人，蓝色的天空、黄

色的大地都是你的妈妈，要做勇敢的人。”在

经历了“寻根”的迷茫困惑后，小龙人终于领

悟了“龙的传人”的真谛，并决心继续坚定地

走下去。

“谁也不知道，我有多少秘密⋯⋯”跟徐

枫一样，很多80后哪怕在长大成人后，都时不

时会用《小龙人》最经典的旋律“卖萌”配唱。

这是种在同龄人心里的“暗号”，一张口，

就知道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

相比于已经有些模糊的情节，《小龙人》

的片尾曲《我是一条小青龙》，硬是凭借朗朗

的旋律、洗脑的歌词流传到了现在，妥妥的

BGM“破圈鼻祖”。

“我头上有犄角，我身后有尾巴，谁也不

知道，我有多少秘密；我头上有犄角，我身后

有尾巴，谁也不知道，我有多少秘密；我是一

条小青龙，我有许多小秘密，我是一条小青

龙，我有许多小秘密；我有许多的秘密，就不

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整首歌只有96个字，而且有一半的歌词都

是重复循环的，究竟为啥会成为当年的神曲？

《我是一条小青龙》的词作者黄奇石告诉

记者，关于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我想说的，

都已经在歌词里了。”

而著名乐评人爱地人，则更

多地提到了这首歌的“态度”，

“你看它的歌词虽然简单，但

其实是有点叛逆的，‘我有许

多的秘密，就不告诉你’，童

年时代的我们，其实都渴望

也需要这样一种态度。”

在爱地人看来，一首成

功的歌曲，总有它的道理，

“不断循环的旋律，再加上电

视画面的‘视觉加持’，更能

扩展这类歌曲旋律的传播

度。”

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蔡大

生也有同感，在他看来，《我

是一条小青龙》的旋律和歌

词都很简单，但这恰恰成了

精华：“通过不断重复，更能

让孩子在听歌的时候发挥想

象力，就是那种‘哎，究竟有多少

小秘密呢’的心理。”

蔡大生还从歌曲设计上做了

专业分析，其实所谓的“循环”并非

那么简单，像“犄角”“尾巴”“小青

龙”“小秘密”等重要词汇，在主唱

的声音之外，都会有一个类似回声

的重唱，“无论换作谁，听两遍基本上都会唱

了。”

同样是以“龙”为主题的金曲，蔡大生还

特别提到了那首《龙的传人》，以前在国外逢

年过节，蔡大生只要一唱起这首歌，很多华

侨、留学生都会热泪盈眶，然后纷纷跟着合唱

起来，“大家就觉得，心一下子就飞回到了祖

国，要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努力。可能，这就

是音乐的魔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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