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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景斑斓 陈劲

大地回春，携家人到万盛公园平台散步和观夜景的市民渐多。妻子提议：“女儿今年大学毕
业，就业压力大，趁她还没回校，我们一家也去散散步吧。”时光荏苒，我感慨一转眼女儿长大了，
即将步入社会啦。

一路前行，我们来到了公园平台。凭栏远眺，街巷流光溢彩，孝子河岸的霓虹灯如花朵般绽
放，将整个万盛城温柔地揽入怀中。溱州楼、万盛场、三元桥、文体中心，这些熟悉的地标在灯火
的映衬下格外醒目，仿佛在诉说这座城市的变迁与繁荣。

“我家在哪里？”我笑着问。儿子抢着回答：“那里，挨着溱州楼和文体中心，旁边还有我最爱
去的科技馆。”儿子兴奋地指着远处，眼中满是童真与骄傲。

“那万盛城市的发端呢？”我转头看向女儿。她环视一圈，目光停留在正前方那条东西走向
的璀璨街道，轻声说道：“万盛场，我从小就知道。”

我的目光随后停留在前方霓虹闪烁的科技馆，显示屏上正播放着万盛宣传片。看着那熟悉
的画面，我想起了上周末带儿子去科技馆的情景。那天，科技馆里热闹非凡，各种趣味活动吸引
了大人小孩竞相参与。

“二娃，跟姐姐说说，上周爸爸带你去科技馆参加了哪些活动呀？”女儿笑着问。二娃兴奋地
回答：“花灯制作呀，这是我的作品耶。”二娃得意地举起手中的心形花灯，灯光映照在他稚嫩的
脸上，显得格外可爱。

“用它照路好，弟弟真不错。”女儿笑着夸赞，又问：“还有呢？”儿子想了想，继续说：“还有法
老之蛇、公鸡下蛋……”女儿好奇地问：“法老之蛇？什么东东？”

在姐姐的鼓励下，儿子兴致勃勃地回忆起“法老之蛇”化学实验的过程。科技辅导员将小苏
打和白糖的混合物点燃，慢慢地，一条黑色的“蛇”从火焰中蜿蜒而出，不断生长，最终形成一条
栩栩如生的“蛇”。儿子描述得绘声绘色，仿佛那神奇的一幕又浮现在眼前。

“二娃都恁个大了呀，一家人好幸福哟。”路过的熟人笑着打招呼。我回应道：“你们也是全
家出动，安逸噻。”

“万盛夜景好美，家乡变化好大。”女儿感慨道。自她外出读大学后，每年来去匆匆，既要忙
学业，又要想着以后的就业。作为父母，我们虽有担忧，但也明白，孩子的路终究要靠她自己
走。我们只能在她身后默默支持，给予关爱与鼓励。

“今后无论到了哪里，都要常回家乡看看。”我对女儿说，相信付出终有回报，保持积极的心
态，健康快乐地生活，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是父母最大的心愿。

夜风轻拂，灯火阑珊，我们一家四口久久徜徉于公园平台，斑斓的城市夜景让我们倍感温馨
和美丽。 （作者单位：万盛经开区档案馆）

我与歌谣谚语的琐屑生活
人 生 随 笔

胡中华

人性的弱点
张刚

时值元宵，刚校完《合川民间文化集成（歌谣谚语卷）》书稿，将其与原版《中国歌谣谚语
集成（重庆市合川县卷）》叠在一起，看着它们，内心真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发了朋友圈，
三张图片，配上一句“一个与歌谣谚语有关的蛇年春节”。

二十天的沉浸，再次给我开启了一段乡村生活的鲜活记忆……这些歌谣和谚语，确然
是农耕时代劳动人民生产和生活经验的积累，智慧的结晶，以及丰富情感的生动表达！这
个沉甸甸的果实，让我想起从中学转行到文化馆后发生的一连串往事……

2008年，我调到文化馆。时任书记朱静说，要给我一个饭碗。她打开办公室旁转角处
那一扇斑驳的门扉，里面一片漆黑，散发出一股陈旧的气息……没有灯，她凭借一束昏黄的
手电之光翻找，我勉强看见那是一间狭窄的三角形的屋，堆满了打捆打包和装袋装箱的东
西，原来她说的保管室，就是这个杂物间。因翻动物品而腾起的尘埃沿着她晃动的手电之
光旋转，当光束照见一个书架式的柜子时，她像是想起了什么，说道：“这书，拿两本给你。”

经过翻找，她递给我两本书和一个碗。回到办公室，我才清楚地看见，碗是一个深底的
白色大土瓷碗，碗外壁对称之处印有一对淡青色的小金鱼，中间空白处印了一个红色英文
字母“E”。那两本书，封面上印着《中国歌谣谚语集成（重庆市合川县卷）》和《中国民间故事
集成（重庆市合川县卷）》。接下来几个月，我在每天的空闲和黑夜，对那两本书，不知有过
多少次的反复摩挲和翻看，然后又珍藏——时间的流逝给予了书籍纸张的陈旧和泛黄，岁
月的沉淀却让前人的劳动付出日益厚重和闪光！

之后才知道，我入职文化馆之前，单位职工偶尔共同饮食，定制了饭碗，恰好余有一二，
才有幸得之。碗是一个普通的碗，这两本书却是生活与智慧的卓越之书，它们的同时出现，
让我更加深刻地懂得——我端上了文化的饭碗！

数月后，因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我有幸认识了从文化馆退休的贺大舜老师，他正是那
两本书的责编！盛夏的一个上午，我去文化馆的职工家属院，请教事先电话约定的贺老
师。出租车被迫在一个陡峭的斜坡上停下来，前面是断头路，无法到达楼院。下了车，我抬
头向着垂直的太阳光相反的方向往上望，近乎笔直的石阶之上才是家属院。没走几步，就
已大汗淋漓。大约爬到三分之二的坡坎时，上面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是文化馆的小
胡吧？”我抬头望见，一个头戴灰色鸭舌帽，身穿淡蓝色中山服，手杵拐杖的老人，微欠着身
子，和蔼地向我招呼……我边点头边应承。走拢贺老师跟前，他已向下走了三步石梯！之
前，听单位的同事说，贺老师那段时间生病住院回家后，很少下楼。他缓慢移动脚步，有些
颤巍。我扶他在旁边树荫下的石凳上坐下，就拉开了话题。他给我讲了传统龙舟竞渡的仪
式流程、内容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合川龙舟赛的盛况，还回忆了他的群文工作经历，尤其是
他们做歌谣谚语等民间文化普查工作的事。

后来，我才发现好多文艺节目，尤其是音乐，大多与原生态歌谣有关。顾德维老师创作
的《大田薅秧爱唱歌》与“薅秧歌”有关，《乡音·闺情·坐歌堂》和《石榴叶子吹》与“坐歌堂”有
关，获国家级铜奖的舞蹈《抬箩轿》的音乐就是他根据民间音乐改编创作的，他那首获得重
庆一等奖的《小妹长得一枝花》，就是以《中国歌谣谚语集成（重庆市合川县卷）》里的歌谣

《贤妹长得一枝花》为基础，通过独到的转化创新创作而来的……我曾与顾老师有过多次聊
天，他们还搜集整理了一本油印内刊《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重庆市合川县卷）》。他常说起当
年做民间文化歌谣普查搜集的事，动情之处，还会不时哼唱几句。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
顾老师教唱原生态《坐歌堂·唱十姊妹》的情景，还有他指导我做非遗名录“坐歌堂”申报的
事，他对项目内容的熟练运用，对民间音乐的投入热爱，让我找到了作为一名群文工作者的
楷模。

尝试歌词创作，我将诗歌《月亮田》修改成歌词。当年，它在《星星》刊发后，李承果老师
说它有明亮清新的回环之美，这让我坚定了它有修改成歌词的基础。绞尽脑汁，数易其稿，
折腾一个多月后，我给歌词《月亮田》加上了“大月亮，二月亮，哥哥起来学木匠，嫂嫂起来舂
糯米，婆婆闻到糯米香，打锣打鼓接姑娘”作为引子和尾声……这是童年时，母亲教给我的
《月亮谣》。那些夏秋纳凉的夜晚，尤其是丰收之后，在星辰和明月照耀的晒坝上，母亲都会
不由自主地唱起……第一首歌词《月亮田》诞生的歌曲，侥幸获得市级二等奖，鼓励我从诗
歌创作又走上了歌词创作之路。

一来到这个人世，我就生活在民间故事、歌谣和谚语里。童年，乡村不眠的夜晚，有哥
哥姐姐讲的《熊家婆》和《安世敏整人》的故事，有母亲给我唱“虫虫，虫虫飞，飞到家家菜园
地，捡个簸簸蛋，拿起回去当早饭，爹一碗，妈一碗，两个幺哥儿吃半碗”的童谣，还有和小伙
伴在山坡上打猪草割牛草时最爱唱的——“丫头，丫头，背个背篼，割把草草，喂个牛牛，牛
牛长大了，丫头要出嫁了。”工作后，每次回家，母亲都会问我工资的开销情况，她说“找钱就
像针挑土，用钱就像水推沙”。

进城后，有了自己的蜗居。母亲来到城里，在那间挞斗大的客厅，八十多岁的母亲又
唱起了她的歌谣，我第一次用摄像机给她做了记录……在她数次生病住院期
间，只要病情稍有好转，就会给病友唱她的歌谣。那些时间，她唱得
最多的是《孝歌·儿子哭妈》，有时，我跟着她附和：“带儿子，
早起孝，从前想起恩难报……”而今，我却只能孤独地
默念“胡豆开花吊吊长，幺儿回家没了娘……”

这些琐屑的生活片段，虽已成过往，但
与它们有关的形象细节和言语音符，却
都已刻盘在了我的大脑……朱书记
给的碗，我还端在手上，其承载
的内容越发厚重，我时常默默
地与之对视，暗下决心！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中国音乐家协
会会员）

城 市 漫 记

推杯换盏间
一遍遍
你们说我是“冻龄中年”
经年累月
一直没有改变
从灵魂体态到仪表容颜
而我不知所踪的发际线
诸君只字未提
集体选择视而不见

逢人减岁
遇货添钱

感恩兄弟姐妹们的友善
我也是人嘛
谁会拒绝赞美呢
哪怕都是善意的谎言

今夜
我多半会失眠
偶尔入睡我会梦见
万物在迅速变化
但不包括
人性的弱点

三月，桃花词

黄海子

诗 绪 纷 飞

想与你在桃树下消磨
比如数枝头绽开的胭脂
比如让花瓣卡在流水的褶皱里
放逐来了又去的风

我们还要收集春天云的样子
直到花落时裹着桃汛而去
你的衣角缀满花瓣
成为三月最生动的一句

总有些绯色从指缝逃逸
当暮色给花影镀上金箔
我们静坐成两个影子
任花落成人的样儿

不必打捞沉入水底的那些隐喻

看涟漪搅碎水面时
所有倒影都成了最好的当下
有些事物是拆解不得的
比如水面那对野鸭

时光永远都在凋零
在我们交握的掌心
桃树的枝桠悬垂着星子
风吹过
碰撞出温暖又迷离的声音
（作者系江津区评协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