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山汉水 韵染 丹青画卷
岚皋是最美的那一段
如梦般神奇 千古传诵绵延
等你来 等你探寻答案
岚河夜画铺展
我一舞倾世欢
万千繁华尽常现
我深情的眸眼

南宫山上 神游 笔架冰川
五亿年守候只为一见
巴山大草甸 旷美沁人心田
等你来 等你续写情缘
巴人歌谣唱起
我一诺许缠绵
时光天涯总牵绕
我永恒的爱恋

能不能让我
踏过千山万水 与你相伴
能不能让你
痴爱这片天地 与我依恋
如影随形的思念
青春舞动的笑脸
岚山皋水心相连
一生一世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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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放学，路过街口，看到很多小伙伴在空地上打陀
螺，我没忍住就去和他们玩了一阵。 结果回家晚了，老师布
置的家庭作业没做完。 早晨醒来一想起数学老师那张令人
生畏的脸，就装病不想去上学，母亲伸手摸我的额头：“这
几天太冷了，少出去疯，出汗多容易感冒……我给你冲些
姜糖水喝，睡一觉就好了，等会我去学校给你请个假……”

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可我仍得佯装病恹恹的样子。
母亲吃完早点，再把蜂窝煤炉的煤球换了，嘱咐我多喝水，
就匆忙去供销社上班了。 冬天的太阳也起得晚，我躺在床
上看完几册《三国演义》连环画，它才慢吞吞地爬到房檐位
置， 挂在房檐上长短不一的冰凌在阳光照耀下闪着亮光，
等到中午太阳升上头顶，这些晶亮的冰凌才开始滴滴答答
融化，渐渐越滴越慢，待太阳躲进厚云层里，消融的冰凌又
冻回原形。

感觉肚子有点饿了， 我爬起来吃了母亲留的早餐，随
后摊开书本准备写作业。 外面的世界慢慢热闹起来了，脚
步声和说话声此起彼伏，还有自远而近的叫卖声和疾驰而
过的自行车铃声，突然听到外面一声尖叫，我赶紧跑到窗
前，拿抹布擦掉玻璃上的雾气，踮起脚尖朝外瞧，只见不远
处的马路中央，春芳婶摔倒在地上，旁边躺着她家刚买的
飞鸽自行车。

我立刻拔腿往外跑，边跑心里边嘀咕：我是‘学雷锋小
组’的成员，如果做了好事下午汇报给老师……没准作业
就不用检查了。 然而等我出了卧房，跑出院子，再打开大
门，远远地看到对面剃头店的跛子叔摇船似的跑了过去，他先把春芳婶搀
起来了，再挣扎着把自行车扶起来，最后还不忘校正了摔歪的车头方向。

我失望地站在巷道边，升上半空的太阳射出万条利剑，刺得我睁不开
眼睛。上周下过的一场雪，还没完全融化，墙角的位置仿佛窝着一只白色小
狗。路中间的雪，经过来往的车轮碾，路人踩，早已化成了湿漉漉的雪水，早
晚冻得邦邦硬，此时又泥泞一片。顺着巷道走不多远就出了镇子，路两旁都
是成片的麦苗地，匍匐在地面的绿叶上还覆着薄薄的积雪，远看像是给麦
田盖了一床雪花被。 不远处的煤球厂门口围了很多人，我刚抬步想走近探
个究竟，围观的人群突然四散跑开了，接着爆出一声巨响，刚才人们聚集的
地方腾起一阵白烟雾，原来又来爆米花的了。

我转身往回走，还得先写作业，等母亲下班回来，我再缠她出来爆米
花。 语文是抄写生字，整整两页写得手都酸了，数学就三道应用题，可想得
脑壳生疼，还是没有解题思路。此时两只麻雀时而飞到房檐上，时而飞到地
上，这会又跃上了窗台，叽叽喳喳吵得人心烦意乱，气得我把书掷出去，差
点砸到刚进门的母亲身上，她从地上捡起书：“咋的啦，病好了，有力气扔书
玩儿……”中午饭母亲煮糊涂面，捞几片腌白菜切碎就是菜了。吃过饭我休
息了一会，然后去隔壁喊梅梅，趁她不注意抄了她的数学作业，等时间到
了，我俩手拉着手跑去学校。

下午放学刚出校门，就看到哥哥跨骑在自行车上冲我招手，我飞跑过
去，哥哥伸手捏我冻得通红的脸蛋：“快回家，大姨养的两只兔子昨晚冻死
了一只，表哥刚把兔子拿家里来，这会他正剥皮呢，晚上我们吃兔肉火锅
……”

“哦，我们要吃兔火锅喽……”坐在哥哥的自行车后座上，我高兴地大
喊大叫。

进了家门放下书包， 我凑过去瞅着表哥清洗剥了皮的兔子：“表哥，好
小的兔子呀……还有一只呢？ ”听了我的问话，大家止不住哄笑起来，表哥
压低声音说：“不急呀，等我们吃完这个，过几天等我们想吃了，那个也就冻
死了……”表哥的回答让母亲和哥哥笑得直不起腰。

天快黑时，外面起了风。 父亲下班后，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火锅。
兔肉在火锅里咕嘟咕嘟煮着，馋人的香味飘得满屋子都是。 父亲拿出前不
久老战友来看他时送的一瓶西凤酒，在大家举杯共饮的欢笑声中，我早夹
了一块兔腿肉吃得满嘴流油。尽管外面寒风刺骨，可我热得额头汗津津的，
心里也暖融融的。 他们还在喝着酒聊着天，吃饱的我眼皮已开始打架了。

尝闻弦子腔者，音调高亢。乃地方乡土戏曲，融礼乐民俗万象。吟心声，
弹风月，喊四季，吼沧桑。 渗透人间烟火，贴近百姓家常，喻示众生苦乐，警
劝人伦纪纲，倾诉情感世故，抒发追求梦想。 锣鼓为演奏造境，弦律为序曲
开场。

观夫平利弦子腔，源自莲花落戏，源远流长。 嘉庆二十四年，民间艺人
李敬模兄弟，配以丝竹乐器，融合汉调二黄；以方言俗语，借鉴山歌号子，将
其光大发扬。 弦胡主奏，每于锣鼓击节；上跳下滑，犹若崩泉跌宕；古朴豪
迈，浑厚粗犷，故名弦子腔。 悠悠二百载，唱响巴山，激荡汉江。

壮哉！ 小曲调唱大戏，乡土音吟夙望。 一板一眼，牵魂动魄，一律一韵，
余声绕梁。 婉约曲豪放词，歌颂风雅，俚俗语南北音，声播四方。 亦喊亦吼，
半说半唱，一人高歌，满台帮腔。 乡野风情，悦耳嘹亮，高低婉转，顿挫铿锵，
弦拨日月，声动烟光，阅典籍鉴，聆听乐章。 碧水吟风，梦追数代勤汗，弟子
传承，身与几多牵肠！ 绵延巴山汉水，寄情秦苑娲乡。

嗟乎！ 平利弦子腔。 兴盛清代，经历民国，雅颂天地，漫说汉唐。 经人事
代谢，岁月更迭，自然灾害，战事饥荒；从未止息，长乐未央。 鞭挞丑恶腐朽，
弘扬孝义忠良。初作仪式曲艺，祭祀庆典，贾贸开张。今为传承非遗，讴歌时
代，颂祝隆昌。 句句唱词，皆作励志警言，曲曲弦声，尽如醒神琼浆。 弦乐弹
拨，落音悠长，品相多姿，喜乐哀伤。 集汉调之韵律，纳秦腔之高昂；涵地方
山歌之婉约，得民谣俚歌之奔放。 梅花调一江风，闹红元山坡羊；三弦铙钹，
文场武场。小剧情、平凡事，映射大道理；地方戏、浑厚音，唱出新花样！代表
剧《飞山堰》《九连珠》难尽其详，现代戏《拾玉镯》《审女婿》摘取大奖。 无论
坎坷坦途，抑或苦闷彷徨，一声吼断风月，几句喊退炎凉，观之赏心悦目，听
之心潮激荡！

盛世今朝，国富民康。 弦子腔成功申非遗，小戏曲助文化下乡。 弦腔赋
能，坚定文化自信；百家争鸣，展现作为担当；开班授艺，崛起百年剧史；设
馆研习，光大弦腔流芳；助推振兴，走遍村组社区；传承非遗，荣登大雅之
堂。 弦子腔情，前辈晚霞似火；特色俚歌，新人初旭晨阳。 壮时代情怀，铸文
艺气象。 古调唱新戏，国风启正航，唱响主旋律，引领新风尚；走出秦巴，唱
向辉煌。

女娲茶姑赋

巴山腹地，硒谷云乡。 山生嘉木，叶含异香；天地施恩，先民知方；广植
云腴，遍播群芳；始自秦汉，兴于宋唐，盛于明清，传于今昌。

风云易过，史绩何忘？ 茶脉赓续，泽沐前光。 龙腾盛世，百业兴旺，今人
兴茶，吾党领航，利民福祉，德泽万丈。 庚子阳春，领袖察访，亲临茶山，指引
方向，激励人心，增添力量。农家妇女，乡村姑娘，女娲故里，比肩女将。承炼
石补天之默化，怀迎风破浪之豪壮；自尊自立，自信自强。 借力东风，乘势而
上，振兴重任，当仁不让，靠山吃山，以茶启航。 是以，整合资源，投资建厂，
流转土地，引资招商；引技术以丰羽翼，添设备而图辉煌。 合作共赢，带动梓
桑，升级转型，茶旅康养，精细选制，新品琳琅，苦心经营，管理有方，按股分
红，按劳酬赏。

若夫，茶之为饮，岂谓寻常。 田坡植茶，瘠土垦荒；生于黄泥，长于砂壤；
种于渍洼，栽于瘠梁。 土有肥瘦，坡分阴阳；见稀疏而补植，遇老化以改良；
除杂草于野芜，防病虫于岭岗；施水肥于瘠旱，剪枯枝于炎霜；采嫩叶于霁
雨，制银峰于烘房。 采摘夏秋茶，以致物尽其用；探索深加工，势必日以为
常。品质缘于敬业，效益致于存亡。化误解缘于胸襟，忍嘲讽因之坦荡；展茶
艺于时世，赢赞誉于朝堂。 攀越云山之中，结庐雪壑之旁；涉云路常踏泥泞，
穿荆棘几破衣裳；遇困难几欲灰心，经挫折一度彷徨。 百障何虑，一声无妨！
摇锄垒坎，挥锸垄行；洒汗于春夏秋冬，排难于阴晴炎凉；本该男儿胜任，偏
却女辈肩扛！ 深山逐梦，妙手传香，国际茶日，崭露锋芒。 有缘悟透、一杯茶
之内涵；无愧撑起、半边天之担当！ 全凭勤苦磨炼，更赖精神信仰；常有惊人
举措，亦怀共济心肠。

盛世今朝，女娲故乡，茶旅融合，
梓里华章。 茶企如春笋，绿丛似海洋，
山叠翠屏，风送芬芳。 巴山汉水，圣土
神疆 ，天地恩赐 ，巾帼鹰扬 ，因茶兴
业，故邑流芳！

我不是旬阳老城人， 城在汉江北，
我住汉江南，一河之隔的县城 ，是一个
令人向往的神秘地方。 站在大河南的高
处，大人们指指点点 ，说县城像金线吊
葫芦，黄坡岭是那条金线 ，垭子口是葫
芦系，整个县城就是一只葫芦。 而我看
到的县城，却像一只大黄蜂 ，高高大大
的黄坡岭是身子 ，垭子口是细颈 ，县城
突然峦起就是蜂头，处于县城两侧的大
河洲和小河北就像两只翅膀。 那时县城
还没有向菜湾和小河北发展，所以没有
人把县城叫太极城。

我们那时把进城叫过河，因为过了
河就是县城， 我儿时肯定没有过过河，
在我记忆中父亲背柴过河卖，没有领过
我，奶奶到县城的亲戚家串门也没有领
过我，母亲背暖柿子和红苕过河卖也没
有领过我。 大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
我快上学时，有一次母亲又背了一背篓
暖了三天的大磨柿子过河卖，我非要撵
路，母亲没办法就领着我 ，我们沿着汉
江边悬崖上一条砭路向上游走，再下到
渡船口，上了一条有乌篷的木船 ，在吱
吱呀呀的桨声中过了河 ， 刚踏上大河
洲，我就兴奋，恨不得一步飞到街上，但
母亲背着柿子，是走不快的 ，我在前面
跑一段，停下来等母亲。 东堤头下的套
河水浅的踩着列石很容易就蹦过去了，
我站在堤下看母亲，她却是双脚踩实一
个列石后，再小心迈出一只脚。 踏上河
堤的台阶马上就要上街了 ， 我有些胆
怯，紧紧扒在母亲的腿边，上得河街，我
惊奇又惶恐地看着街道上挤挤攘攘的
人，街道铺的鹅卵石地面 ，靠里面是满
满当当的房屋或店铺，靠河的外面断断
续续有两层楼的板壁房子，母亲选了一
处没有房子的空地，把背笼蹲下让我扶
着，她才从地上站起来 ，我看她脸红红
的额上流着汗。 刚把背笼靠好，就有一
个妇人穿一身整齐的蓝布衣服走过来，
翻看了又黄又大的柿子，问多少钱？ 二
分。 我妈急忙回答。 一分。 不卖。 两个

人对话很简单。那妇人没有走的意思，在
背笼里翻了一阵，挑了 5 个最大的，从口
袋了掏出一个手帕， 从一卷票子中取出
一张一角的。 又有一个和我年龄大小差
不多的孩子跑来， 穿的翻领制服， 很洋
气，而我穿的是立领纽襻子对襟衣服，一
看就是土里土气的乡下孩子。 他站在背
笼前，大声问，卖柿子的，多少钱一个。二
分。 母亲不慌不忙了。 小孩也不还价，挑
了个大的，从口袋抠出一个硬币，母亲接
了，那小孩一转身就啃开了。我真羡慕街
上小孩能穿这么洋气的衣服， 而且口袋
里还有钱。 这洋衣服在我头脑中印象太
深， 以至于初中毕业学校组织过河到照
相馆照相，我也非要翻领制服衣服，母亲
满庄院借，终于借到一件补丁摞补丁，已
褪色发灰的成人制服， 我穿着领子落到
胸前，我的第一张照片就很特别。话说陆
陆续续有人来买柿子， 价也由二分变成
一分，时间也到了大中午。母亲决定不卖
了，这时我才发现背笼底有个布带，布袋
下还有一些大柿子， 母亲用布袋装了一
些，其余的用草帽子盖着，对我说，我去
给你碾子场表婆送点柿子， 你坐这儿甭
动。 我有点紧张，坐在石头上，手抓住背
笼袢子。看着母亲走到街道里边，上台阶
走远了。 不大一会儿，母亲回来了，手心
攥着空口袋。她又装剩下的柿子，顺手递
给我一个，我在石头角将柿子碰成两瓣，
递给母亲一瓣，她提着口袋说，这一点送
给后城你三姨婆，我还是守着背笼，有了
半个大磨柿子吃，肚子不那么饿了。母亲
再返回时，街上人就不那么多了，和我们
一起卖柴的、 卖柿子的、 卖旱烟的都走
了， 街道上来来去去提包和篮子的街上
人多，背背笼、穿土衣服的乡下人少了。
母亲没有花钱买东西， 经过国营食堂我
也没有要求买馍吃，母亲觉得过意不去，
对我说，攒钱给你们做鞋做袄呢。我记忆
中第一次过河就这么过去了。

第二次过河是父亲背着我， 大约也
还是我发蒙上学前后那个时期， 我发高

烧，喉咙痛得厉害，吃不下东西，父亲背
着我从河街上台阶， 然后又是一面连续
的石台阶，到了衙门口，县医院那时在衙
门口府民街，因为我还没打过针，青链霉
素效果好得很，从医院出来，就感觉好了
很多。 于是我不让父亲再背， 他就拉我
走，出医院几步就是衙门口，过去县太爷
大堂在那儿，父亲给我说县长也在那儿，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到一个威严的门楼，
台阶上站有解放军， 枪上的刺刀明晃晃
的，我不敢多看。 再走几步，就到了下长
石阶的地方，父亲说，这里就是好汉坡，
说是九十九步，我给人委背柴就走这路。
父亲嘱咐我说，下台阶要看准，不要眼睛
看花了，脚踩空了，就摔下去了。 下了这
台阶到了下城，再下一道之字形台阶路，
就到了河街。县城的繁华在河街，我们还
是没有停留，直接下了河堤。我在纳闷县
城这么好的地方，也和我们农村一样，没
有几步平坦的路可走。

我与老城平凡的交集是在我参加工
作后，我的单位在外县，每次回家或回单
位必须经过河街， 从洞子口坐蹦蹦车到
火车站， 从火车站坐蹦蹦车到洞子口，
1985 年县城大河洲办了一场盛大的物
资交流会，我和大多数旬阳人一样，第一
次见了广。也就在那之后，我时不时要从
河街进六家巷， 上到垭子口， 再下洞儿
砭，我的对象在那里做工。那时没有随身
通信工具， 每次我都要进到一个坐了几
十个女工的大厅去找她，在她们注视下，
心里满是忐忑和惶恐。 垭子口是县城最
细的地方，却是最重要的交通枢纽，这里
下六家巷就到了汉江边的河街， 下洞儿
砭路就可以到旬河边的道观和洞子口，
上炮台路一直能上黄坡岭和宋家岭以观
太极，进西城门后，一条路沿下城的城垛
到东门上，另一条上衙门口和后城，机关
单位集中在衙门口。我把女子领出来，常
常是进西门走下城到东门， 在副食门市
部站队买几颗水果糖， 再到北门里的电
影院， 虽然东门、 北门早已拆毁徒留其

名，但毫不影响我们加深感情，所以老城
曾给我留下甜蜜美好的回忆。

又过了差不多 10 年，到了九十年代
中后期，我也调回县城工作了，那时新城
发展起来，老城渐渐有了寂寞，衙门口里
的机关大都迁到新城，空出很多老房子，
恰遇我们单位办公楼受滑坡冲击， 临时
安排到衙门口办公。 那时候旧衙门的建
筑还基本保留原貌， 我们去办公要进几
道门楼，房子还是青砖黑瓦木梁柱，院子
是一片柏树林，有两个人合抱的古柏，也
有碗口粗的中生柏。 衙门口西侧就是文
庙古建筑群，里面虽然没有供奉孔子，但
陈设了旬阳出土的文物， 不少还是我们
大河南汉墓群中出土的， 我去看了格外
亲切， 在文庙内我第一次看到了旬阳古
代八大景之一柏荫铜碑， 柏树三人合抱
有 1300 年历史，像苍龙擎天，雄踞县城
最高处，柏荫下立一通明代石碑，记述重
修文庙事迹，叩之声如铜钟，清脆激越，
疑为孔子故里的尼山石。

1999 年我到了安康工作，但老城我
还时不时去走走看看， 文庙里博物馆的
秦砖汉瓦， 就像老朋友一样看着还是那
么亲切，汉江航运博物馆、旬阳民俗博物
馆、汉江奇石馆、旬阳版画馆、洞儿砭道
教建筑群、新建的东门楼、独孤信广场以
及刚开通的旬河栈道，都是网红打卡地，
就是炮台路新改造的民居、 古老的西成
门楼、下城的城垛、城里依然保留完整的
板壁土房、 好汉坡的石阶都能勾起我们
浓浓的“乡愁”，我再领母亲逛老城，她已
八十高龄，佝偻着，拄着拐杖，而父亲已
离开我们 20 多年了。

到今年年底旬河口建起玻璃吊桥，
从老城很容易到达孟达墓、灵崖寺景区、
李家台观光农业示范区和大河南旬阳港
及留亭山观光区，汉江湖、旬河湖旅游打
造， 我们可以更逼真体验山水太极的绝
世美景，衷心期待家乡旬阳老城，能像凤
凰城一样绽放异彩。

又看春山

多年前，我曾随文联采风到过羊山，细细
一算，已有二十多个春秋……

又看春山，山路依然弯弯
山依然高，村依旧远
季节在陡峭的公路上撵啊
就这样，春到山里
还是照旧晚了点
山下油菜花已是一片金灿
山上的桃花才刚刚点燃

又看春山，山风轻轻拂面
松依旧绿，花依旧鲜
初春的味道一点没变
一个深呼吸，仿佛把肺腑
都洗得一尘不染
一团团云烟雾岚
飘来仙境般的灵感

又看春山，山村却一派新颜
民居拔节，房屋长个
一栋栋小楼连成风景线
阳台盛满春光，太阳能流淌温泉
当年山乡小学的女孩
变成了电商老板
正忙着把一箱箱的大山美味
邮寄到地北天南

又看春山，星光依旧璀璨
城市夜空丢失的星星
仿佛都化作萤火虫
飞翔在大山的今晚
农家小院，篝火狂欢
山里的包谷酒依旧醇香
陶醉的山歌悠扬
微醺的诗情浪漫

又看春山，二十年弹指之间
老了回忆，老了从前
山的春天，却永远新鲜

一张报纸

走访羊山老村长的农家小院，在院中石
阶上落座，接过递来的一张旧报纸，却发
现这张报纸上，刊登着我的一篇赋作

一张报纸，在这个边远的山村
已经等待了六个冬春
它在等待时间安排的一次相逢
等待命运牵手的一个缘分

当这张报纸送给了我
好像是特意留给我的挂号信
一只从我的电脑键盘上，放飞的诗赋
六年后，在这边远的山乡

又飞回我的手心

一张报纸，立刻溅起惊呼一片
欢笑荡漾在山村
一张报纸，立刻化作
一份珍贵藏品
我将带回远方的家
在书橱中珍存

一张报纸，更是一份期望
还有一份嘱托
昔年曾经为香溪洞奋笔
今后当为羊山写真
一个无意之举
就这样化作了一个佳话
让我和我们
一同分享欢欣
还有一份春的温馨

山歌

在羊山欢乐的篝火晚会上，听山里人唱
山歌……

生长在大山里的歌
叫作山歌
山是歌的摇篮
歌是山的魂魄

最初的山歌并不是歌
也许只是一声
底气十足的吆喝
是一段缠绵的诉说
是长长的叹息

或爽朗的笑声
在大山的怀抱中起落

当声态的忧伤和欢乐
从十八弯的山路上走过
声调就有了高高低低
旋律就有了曲曲折折
起起伏伏的轨迹
化作起起伏伏的山歌

真正的山歌
不仅仅属于喉咙
还同时属于耳朵
山歌中能听到风--
听到大山的呼吸
听到花的绽放、叶的舒展
听到黎明的鸟啼
听到满天星光闪烁

山歌啊，山之天籁
山歌的节奏
就是大自然的脉搏
山歌一旦走进城市
城市没有山
山歌只能挤在广场、挂在荧屏
戴上一顶“原生态”的帽子
无助的四处漂泊

城里的山歌比山里的山歌
变味了很多很多
山里的山歌比城里的山歌
纯粹了很多很多
变味的山歌尽管非常红火
纯粹的山歌却永远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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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子腔赋（外一篇）

平利 贺德山

冬日瀛湖 陈均威 摄

羊山行吟（三首）
商子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