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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垛田民歌
□顾怀满

“小湖摇碧接孤城，月色澄秋分外明。

光澈玉壶栖鸟定，影沉金镜蛰龙惊。

渔舟未许张灯卧，吟客惟宜载酒行。

何处一声吹短笛，误疑身世在蓬瀛。”

垛田民歌起源于何时，有待查考中。最
早有关垛田的诗词歌赋应是“昭阳十二景”
中的垛田三景，即“胜湖秋月”“十里莲塘”

“两厢瓜圃”。时明洪熙元年（1425年），兴化
藉进士高谷在游览得胜湖时，见湖光潋滟，
四周村庄若隐若现，似蓬莱仙境，环顾胜景、
浮想联翩，不禁赋诗一首《胜湖秋月》，借以
凭吊抗金反元英雄们的思古之情。

垛田素有“水网交织芙蓉国，垛圪纵横
瓜果地”的美称，过去“十里莲塘”大部分景
区位于车路河以南、兴姜河以东、渭水河以
西的垛田镇境内。明万历九年（1581年），时
任兴化知县凌登瀛观赏十里莲（菱）塘时赋
诗一首：

“我爱周夫子，结庐濂溪下。

坐对君子花，晓来露盈把。

冥心游太和，玄言手自写。

尘世慕繁华，焉知此潇洒。

悠悠昭阳滨，余亦同心者。”

诗词表达了知县大人对十里莲塘的溢
美之情。另据《兴化县志》（胡志）记载：兴自
周武王时，从泰伯之封为吴、迄春秋皆为吴
地。泰伯以歌为教，每年夏秋之交、人们举行
盛大的采莲（菱）活动。青年男女们一边撑着
小船釆摘莲蓬、菱角，一边尽情地唱起优美
动听的吴地民歌《釆菱曲》：

“晚日照空矶，采莲承晚晖。

风起湖难渡，莲多摘未稀。

棹动芙蓉落，船移白鹭飞。

荷丝傍绕腕，菱角远牵衣”

……

当时垛田的采莲活动不断绵延，一直持
续到民国初年。清代兴化诗人周渔的《釆菱
曲》，则反映了垛田女子对爱情的美好向往
和追求，歌词这样唱道：

“采菱莫采叶，菱叶密且齐。

独与郎与妾，飘泊各东西。

采菱莫采花，菱花照妾面。

妾面空如花，郎面不可见。

采菱莫采角，菱角芒于针。

不堪剌衣带，时时剌妾心。

采菱莫采根，菱根随水长。

郎行不弃妾，妾愿随郎往。”

由兴化城外东门泊向东，沿车路河至得
胜湖的南北两侧方圆30多平方公里的区
域，被誉为“两厢瓜圃”之地。此地盛产各种
瓜果，伫立垛圪之上，瓜圃流光溢彩，蝶飞蜂

绕、瓜果馨香扑鼻，有《两厢瓜圃》诗赞道：
“种瓜青门外，蔓叶萋以绿。

瓜熟食贫人，离离子相续。

凯风自南来，冰盘荐寒玉。

顷刻气候改，蟋蟀鸣声促。

行矣无太康，邠诗有遗俗。”

到了清雍正三年，扬州八怪代表人物郑
板桥用“耍孩儿”曲牌作了一曲名扬天下的
《道情十首》即《板桥道情》。道情也是一种民
间小调，被称为淮扬小调，《板桥道情》第一
首开头这样唱道：“老渔翁、一钓竿，靠山崖、
傍水湾，扁舟来往无牵绊。沙鸥点点轻波远，
荻港萧萧白昼寒，高歌一曲斜阳晚。一霎时
波摇金影，蓦抬头月上东山。”

垛田自古人文荟萃，民歌层出不穷。垛
田的民歌是香的，垛田的民歌是甜的：如歌
颂垛田油菜花的，歌颂垛田大美水乡的；歌
颂解放后解放区的美好生活的。垛田的民歌
中当然也不泛苦涩：如反映解放前垛田人民
贫困生活的民谣。

一、歌颂垛田大美水乡的民歌：
垛田是个好地方

“垛田是个好地方，人人称赞鱼米乡。

菱盘荷花浮水面，瓜瓠茄儿长两厢。

虾子蹦蹦跳，鱼儿满湖荡。

油菜全国闻了名，自然风景赛苏杭。”

“垛田是个好地方，人人称赞鱼米乡。

自然肥料取不尽，土肥水乡多宝藏，

螃蟹肥又美，菜花闪金光。

油菜花全国闻了名，自然风景赛苏杭。”

民歌对唱（花鼓词）
“女：菜籽花开一片黄，哥哥送妹去苏

杭。

哥哥好比梁山伯，妹是英台女红妆。

男：菜籽花开一片黄，哥哥送妹去苏杭，

一路美景望不尽，若问苏杭在哪块？

就在垛田鱼米乡。”

地上飞出金凤凰
“寒露过去到霜降，巧手姑娘栽菜忙。

用绳拉来动尺量，棵对棵来行对行。

奶多婴儿养得肥，肥足油菜长得壮。

茎粗叶阔花到顶，颗大粒饱鱼眼样。

姑娘们绣花手艺强，绣得人间换新妆，

绣出孔雀来开屏，地上飞出金凤凰。”

二、歌颂垛田油菜花的民歌：
兴化油菜，全国挂帅

“兴化油菜，全国挂帅，水乡夺得冠军

来，水乡夺得冠军来。

罱河泥，拓三交(三次)，油菜籽颗粒大

又饱，油菜籽颗粒大又饱。

油菜籽，大又高，长得超过高梁梢，长得

超过高梁梢。

拨一棵，抱一抱，天安门前送喜报，天安

门前送喜报。”

油菜花 红旗飘水乡
“不唱三国刘关张，不唱张生跳粉墙，

今天不唱别的事，唱一唱油菜花红旗飘

水乡。

四月垛田遍地黄，冉冉金色映红墙，

春风十里兴东路，阵阵吹来菜花香。”

三、歌唱解放时期解放区的民谣：
解放区真热闹

“庆解放，真开怀，村长登上主席台。

民兵们，二面排。妇救会，送军鞋。

儿童团，来比赛，唱起歌儿人人爱。

贫农户，笑个呆，男男女女齐喝彩。”

四、旧社会的垛田民谣：
一

“春种一棵菜，长大肩挑卖。

四季无闲日，缺食人常在。”

二
“大徐垛的麻线小徐垛的葱，

翟家垛的叽菜喊得凶。”

张皮垛哭青菜：

“提呀起里个青啊菜，那个真啊呀伤心

虐，菜好得凶儿虐，百合头的叶子木耳样，青

枝绿叶排成行，爱煞人儿虐。

自啊从里个来啊老啊中央虐，害人精儿

虐，日寇保甲夜站岗，寸步不准我来出庄，急

煞人儿虐。

恨啊人里个不啦恨，恨啊一个虐，老中

央儿虐，七八天不准我来把垛上，青菜根老

叶子黄，杀千刀儿虐……”

从以上这些垛田民歌民谣中，可以看出
垛田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对新生活的
无比热爱和对旧社会的痛恨之情。民歌是劳
动人民集体的口头诗歌创作，她运用曲艺的
形式表达劳动人民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
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所吟诵传唱。

民歌，人民之歌；民歌，时代流行之歌。
民歌的种类大致分为号子和小调，从演唱内
容上又分为情歌、儿歌、对歌。兴化的民歌，
曲调是激昂嘹亮的，如名扬四海的《茅山号
子》《林湖秧歌》《茉莉花》《杨柳青》等。垛田
民歌油菜花之歌曾唱遍祖国各地，唱进首都
中南海，当年油菜姑娘王兰英曾受到周恩来
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由该民
歌编排的节目曾于1958年参加扬州专区文
艺会演获二等奖）。上世纪80年代，在垛田
还活跃着一支由群众自发组织的农民合唱
队，垛田民歌在这里得到充分弘扬和传唱。

过去，在垛田还活跃着一群“垛田船
娘”。她们在田头、湖荡中边劳作、边划船，兴
趣所致时便用银铃般地嗓子唱起那活泼轻
快，优美动听的垛上民歌《三十六垛》来：

“一条条小河哟

流过三十六个垛

哪一个垛上住着，住着我的哥哥

水恋垛啊垛恋水呀

哎呀我的哥哎呀我的哥

你可猜出妹妹的愁猜出妹妹的愁

一声声渔歌哟

飘过三十六个垛

哪一条船上住着，住着我的哥哥

鱼戏水啊水戏鱼

哎呀我的哥哎呀我的哥

你可听懂妹妹的歌听懂妹妹的歌

一阵阵秋风起

吹过三十六个垛

湖上住着我的哥哥住着我的哥哥

一阵阵秋风起

吹过三十六个垛

湖上住着我的哥哥住着我的哥哥

月望水来啊水映月

哎呀我的哥哎呀我的哥

歌声洒满垛

哎呀我的哥哎呀我的哥

歌声洒满垛

歌声洒满三十六个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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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文英雄与酒：梁山好汉的杯中人生
“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这是水浒传

中孟州快活林酒店门前酒旗上的一副对联，
精巧典雅，意味深长，充满酒文化气息。酒店
檐前还挂着一个酒望子，上书四个大字“河阳
风月”，这个广告语也很有意蕴。

快活林酒店原本是金眼彪施恩经营的，
因为利润丰厚，当地恶霸蒋门神看了眼红，从
施恩手中强行夺走,还把施恩扁了一顿。

当志得意满的蒋门神“披着一领白布衫，
撒开一把交椅，拿着蝇拂子，坐在绿槐树下乘
凉”之时，一个大汉步态踉跄地抢到了门前。
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打虎英雄武松。

此时的武松走了十四、五里地，路过了十
二、三家酒店，每个酒店各喝了三碗酒，共喝
了三十五、六碗，这叫“无三不过望”。

如果是一般人喝了这么多酒，早就醉成
了烂泥，但武松却只五、七分酒。武松自己说
过：“带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五分本
事。我若吃了十分酒，这气力不知从何而来。”

带着五、七分酒的武松先是将蒋门神的
小妾和一众酒保扔进了酒缸，然后又用平生
所学“玉环步鸳鸯脚”将蒋门神打得鼻青脸
肿，连声求饶。

这场打斗其实毫无悬念，此前在景阳冈，

武松连喝十八碗酒。别人三碗不过冈，武松却
三拳两脚打死一只吃了二、三十个大汉的老
虎。蒋门神再有能耐，又如何比老虎更利害！

武松醉酒打老虎，成为天下美谈。但即便
是打虎英雄，也曾在醉酒后被一只黄狗欺负
过。

那是在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后，武松
被张青所救，为避官府追捕，武松打扮成行者
前去投二龙山入伙。在一个酒店内武松先是
吃了四角档次较低的“茅柴白酒”，后打跑了
孔亮，抢了一樽窖藏的青花瓮好酒，把这酒连
同肉和鸡又吃了个八分。武松喝了两种不同
档次的酒，因此很快就醉了。他沿着小溪走了
四、五里路，旁边土墙里窜出一只黄狗，对着
武松狂吠。这不能怪黄狗，武松走路跌跌绊
绊、歪歪扭扭，在黄狗眼里肯定不是好人。武
松恨那只狗赶着他只管吠，便将左手鞘里掣
出一口戒刀来，大踏步赶去，那只黄狗却绕着
溪岸和武松周旋。武松一刀砍去，用力过猛，
收不住脚，一个跟头跌到溪水里，好不容易爬
起来，却又一跤跌倒，在溪水里翻滚。

同样在醉酒状态下，为何武松既能打死
一只猛虎，却也能败于一只黄狗？这其实是施
老爷子的精心安排。人生有高峰就有低潮，两

种状态下不可同日而语。高峰时刻的武松唤
发出的战斗潜能是无限的，而走入低谷时他
的精神力量已消耗怠尽。

武松的人生与酒有着解不脱的关系，年
少时就因醉酒与人口角，一拳打得人家昏死
过去。在柴进庄上避难仍然不改禀性，喝醉后
只要庄客有些管顾不到处，便挥拳揍人，以致
于不招柴大官人待见。逃亡路上，又酒性发作
痛打孔亮，差点丢掉性命。可以说，因为喝酒，
武松犯了不少错误，吃了许多苦头，但酒也成
全了武松，醉打老虎，醉打蒋门神，让他扬名
立万，千古留名。

宋江也是喜欢喝酒之人，但凡遇到江湖
好汉，除了送人银子，还要拉着人家喝酒。后
来上了梁山，更是大宴小宴天天有，什么聚义
酒、庆功酒、接风酒、饯行酒，名目繁多。实在
找不到理由，也要“每日轮流一位头领做筵席
庆贺”。

宋江是刀笔小吏出身，有点文人雅兴，喝
多了酒后，他就成了文学青年，忍不住要吟诗
作赋。宋江本是个城府很深、心机莫测的人，
可一旦喝醉了，便把本性全部暴露出来。

浔阳楼前，宋江看见门边一幅楹联“世间
无比酒，天下有名楼”，便上楼独饮，饮至半

酣，想到自己功不成名未就，反倒成了罪犯，
被发配到江州，不觉酒涌上来，潸然泪下，临
风触目，感恨伤怀，便去粉墙上做了一首西江
月，内有“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之
句，又做了一首诗，道是：心在山东身在吴，飘
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
丈夫！

宋江是在郓城犯的杀人罪，与江州人无
干，他却要血染浔阳江口，这不合逻辑，明
显酒高了。黄巢在唐末造反，号称“冲天大
将军”，并在长安称帝，国号“大齐”，虽然
最终失败了，但也算是个狠角色。宋江连黄
巢都敢嘲笑，这志向非同一般，摆明了要当
皇帝。

此时的宋江尚未加入梁山，也就谈不上
有招安的念头，他醉酒后所作诗词，表达了他
内心真实的想法。这要是放在文字狱盛行的
清朝，不被灭族才怪！要不是众多好汉们相
救，宋江早就成了刀下之鬼。

喝酒惹祸，宋江被逼上了梁山，最终走上
了招安之路，而一壶御赐毒酒，却让宋江命归
黄泉，成就了忠义之名。

酒是宋江行走江湖的道具，也是他命中
注定的归途。 （上）

乱弹水浒之十七

有一只猛虎细嗅着蔷薇
——为黄小平《修一颗好心》序 □纳兰泽芸

当黄小平老师把他的书稿电子版发给
我，并嘱我为这部即将出版的书写序的时
候，我当即婉拒了。并非我高冷，而是我觉
得自己实在是不敢当此重任。以小平老师目
前在文学界尤其是期刊界的知名度，他书的
序言理应由德高望重、名震四方的名家前辈
来写。但小平老师一句：“纳兰，不要再推
辞了，在我心里，纳兰是最适合的。”

只此一句，我便默然了。
书稿并不长，15万字不到，趁着春节

假期我认认真真地看，一边看，一边心里面
感动着、感慨着、感佩着。

作为一名国家政法部门的工作人员，他
平日的工作氛围是严谨而肃穆的，可是在这
严谨而肃穆的氛围之余，他为自己的心灵插
上了一双可以自由飞翔的翅膀，这双翅膀就
是——写作。严格来说，是“小品文写作”。

为了不影响白天的本职工作，他每天
清晨5点钟准时起床开始创作。写作两小时
后离家上班。与小平老师真正见面是在一次
杂志社举办的笔会上。在此之前很久我就闻

其大名，只是彼时我尚
未提笔写点东西，所以
觉得他与我是两个世界
的人，更是高山仰止、
遥不可及。

及至见面，小平
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
是：一位朴实敦厚的兄
长形象。

后来交往渐深，更
是进一步验证了我的印
象，真诚、亲切、朴实，话
不多，但一句是一句，句
句入心。像他的小品文，
都是短章，却每一句都
意味隽永，让人品咂。

每次看小平老师
的作品，都让我惊讶于
他思想触角的异常敏
锐。我曾跟他开玩笑
说，当他在“政法战
场”上工作的时候，他
像一只猛虎，法不容
情；而当他在“文字大
海”里遨游时，他又多
么像一只猛虎在细嗅蔷

薇啊。
他的职场人生是战场，如猛虎在逆流

里立定脚跟，在逆风里把握方向，镜破不改
光，兰死不改香。

而这只猛虎的鼻侧，却有一朵清气欲
吐、含苞待放的文字蔷薇。因为有这文字蔷薇
的存在，这只猛虎看到一滴结冰的水，他说：

“一滴水，可以结成一颗冷酷的冰，也可以化
作一片美丽的雪花。零度以下，这是外界给予
一滴水的苦难。面对苦难，一滴水可以堕落成
冷酷的魔鬼，也可以升华为美丽的天使。”

看到桌上一张对折竖立的纸，他说：
“没有折痕的纸就像没有挫折的人生是竖立
不起来的，有折痕的纸就像遭受挫折的人
生，人经历一些挫折，会使人变得更坚强，
更加挺立和高大。”

看到邻居家晾晒衣服的两棵树，系于
树干上的铁丝年深日久长进树里被树皮包
覆，他说：“当我们无法回避苦难时，就像
这两棵树那样，去正视苦难，去用生命包容
苦难，把苦难‘长’进生命里，把苦难看作

生命的一部分，这不仅有利于我们生命的成
长，而且还会让我们一路走向坚强。”

看到有人晃动一筐苹果，在筐底的大
苹果渐渐升到最上面，他说：“只要你是一
只‘大苹果’，在动态的时间中，哪怕你暂
时处于最底层，只要你不停止你的生命运
动，你总会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看到木耳园里长满了鲜嫩木耳的朽
木，他说：“都说朽木不可雕，其实世界上
没有真正的朽木，所谓朽木，是因为你明知
道它是朽木，却偏要用朽木来做雕刻，而不
是把朽木用在它适合的位置上。比如，用朽
木来培植木耳，朽木就成了宝。世间万物就
是如此，哪怕是朽木，只要用对了地方，用
得其所，朽木也能逢春，朽木也能开出生命
的花朵。”

看到一处菜园四周栽了一圈荆棘当篱
笆，他说：“荆棘是人人所畏的，但在这里
却是宝。同样，世间也没有真正没用的人，
所谓没用的人，只是没有把他用到合适的岗
位上。”

放翁先生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
外”，又说“道向虚中得，文从实处工。”小
平老师的每一篇文章，篇篇落到寻常生活实
处，一饭一蔬，一衣一缕，一言一行，一举
一动，都是他的取材之源。取材不在远，只
消在充实的人生之中就够了。也许有些人会
觉得这些取材之点太浅白了吧，但是他们或
许不知道，能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
材料是否深奥艰深这些是次要的，作品中最
重要的，是作者的灵魂。

我曾经问过他：“难道这些年就从来没
有出现过写作瓶颈？从来没有过想放弃的冲
动？”

他说：“怎么没有？有时候工作忙起
来，为一个案子加班到深更半夜，第二天一
早是真想痛痛快快睡个自然醒。可是一想到
今天的文章没有完成，就怎么也睡不着了。”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荆棘丛生、虎豹
频现、夜色黯淡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如一
只柔弱的毛虫，伏于野草之上，一天吃一点
草，一天饮一点露，不管身旁花开叶茂、莺
歌燕舞，也无惧雷鸣电闪，风雨如晦。哪怕
骤雨狂风将它无情打下草叶，再艰难它也一
步步爬回去，在它心里最幽微的地方始终亮
着一盏灯，那盏灯关乎它的梦想，灯上有两
行字：今朝踽踽独行，他日化蝶而舞。

在当今中国，写小品文的作者并不在
少数，可是大多数写着写着就销声匿迹了，
而小平老师却二十年如一日，仍然在艰辛跋
涉。

逐鹿的猎手看不见山的险峻，捕鱼的
渔人看不见海的狂暴，追梦的人也不会把追
梦路上的困难放在眼里。追梦的人大胆地向
着梦想的方向前进，一步步把梦想变成现
实，前进过程中不必遗憾，若是美好，叫作
精彩，若是糟糕，叫作经历。

薄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
霜犹茂。在人生征程中，我们要做一株坚韧
的松柏，霜剑风刀越凌厉，我们越是焕发茂
盛之态。不要做那不堪一击的薄柳，秋风飒
飒，立刻坠落生命的枝头。

他深深懂得一句话的含义：“没有谁比
从未遇到过苦难的人更加不幸，因为他们从
没有机会检验自己的能力，年轻时没有尝过
苦水的人，不能成长。”

这么些年，虽然媒体赠予小平老师
“中国小品文之王”的美誉，可是他从不喧
哗，从不骄矜，从不自满，仍然日复一日地
利用有限的时间埋头耕耘在小品文这方田地
之中。

他是那种懂得珍惜生活中的所有，懂
得放低姿态、虚怀若谷地对事对人，这就会
让他在前进的道路上走得更为稳健。

这让我想起秦始皇的那些兵马俑，穿
越数千年岁月风沙，保存最为完整的就是那
些“跪射俑”。

因为兵马俑坑道是地下道式的建筑结
构，年深日久难免塌陷，那些高大的立式俑
就深受其害，断头折臂、倒地摔烂不胜枚
举。而跪射俑都是呈低姿态蹲跪状态，稳定
性很好，重心稳固，不容易倾倒。

在默默修炼让自己内心趋于丰盛，那些
书中文字如月光，在心房洒下一室清辉，慰藉
和熨贴着灵魂。在书本之中，且把光阴仔细
烹，于静中寻幽，淡中得味，感知生活的价值
与生命的意义。

那些仿佛长着触角的文字，悄无声息
攫住无数读者的心，告诉读者，即使在绝壁
之下，也能看到罅隙中的阳光；即使在暗夜
之中，也能嗅到蔷薇夜放的幽香。

那么，请你仔细看吧，那蔷薇一侧，就蹲
伏着一只猛虎，他正温柔地细嗅着这些蔷薇，
正温情地注视着这个他深爱着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