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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想起了
唱歌

周君

早几天，刘盛龙发来一个小视频，里面
播放着《明天会更好》这首歌，我很愕然，
问：“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是以前老师
您教我们唱的那首歌啊，您不记得啦？是
啊，这是20多年前我教他们唱的那首歌。
这一下子就把我带进了歌唱岁月……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喜欢上了
唱歌。现在追溯起来，还是应该在孩童时
期。大家知道，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化
娱乐活动相对匮乏，农村如果哪个地方有
电影放映，那是十里八乡都会赶去的。我
们自然也不例外。隐约记得那一次是五姐
带我去看电影《柳堡的故事》，情节是什么
忘记得一干二净，唯独那首《九九艳阳天》
至今还记得：“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
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东风呀吹得那个风
车儿转，蚕豆花儿香啊麦苗儿鲜……”只听
了一遍，就似乎会唱了。可能那个时候记
性好，又或许旋律优美，又或许兼而有之。
至此，走到那里，嘴巴里都嘿嘿几句：“九九
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哥哥呀想把军
来参……”

另外一首应该是《阿诗玛》的插曲，“马
铃儿响来哟玉鸟儿唱，我和阿诗玛回家乡；
远远离开热布巴拉家，从此妈妈不忧伤，不
忧伤啊啊……”我似乎就爱上了唱歌，田边
地头、池塘边，总会留下我的歌声。生产队
里的王家奶奶见到我就说：“唱得真好，长
大后当歌唱家。”我还有一段时间有过这样
的憧憬呢！

之后的《少林寺》，那时我应该还在读
小学三年级，学校组织我们去镇上的电影
院观影。里面的情节到现在还记得，尤其
是那一句“光吃光睡不干活，不可教也”，让
人忍俊不禁。主题歌《牧羊曲》，自然也是
家喻户晓，个个都会唱几句，“晨钟惊飞鸟，
林间小溪水潺潺，坡上青青草……”

记得我读初中时，每天晚上正式晚自
习之前大概30分钟是全校各班唱歌时间，
大概是晚上7点到7点半，这段时间，全校
飘荡着嘹亮的歌声。我那时是班上的文娱
委员，任务就是带领同学们学歌、唱歌。潘
安邦的《外婆的澎湖湾》：“晚风轻拂澎湖
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
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幻想，
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
还有程琳的《熊猫咪咪》：“竹子开花罗喂，
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星星呀星星
多美丽，明天的早餐在哪里……”罗大佑的
《童年》：“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
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
……”如今，我们早已不再是青春少年，让
人不由得格外珍惜当下美好时光。

那个时候唱歌，要跟着收音机或者买
歌词书去唱，如果同学们想唱什么歌，就告
诉我歌名，我负责找歌词、歌谱，首先自学，
然后在自习课之前在黑板上抄写好歌词，
一句一句带领同学们唱。很快，《霍元甲》
《甜蜜蜜》《上海滩》《兰花草》《小草》《大海
呀，故乡》等就成为我们班同学流行的歌
曲。

毕业做了老师，我也是经常带领学生
歌唱。《长城长》《爱我中华》《春天的故事》
《真的好想你》《轻轻地告诉你》《你的柔情
我永远不懂》《红日》……很多时候，放学时
间，我们班都会飘出欢快的歌声！

其实，唱歌的好处不言而喻，音乐是世
界语言，能提高艺术修养，提升气质，陶冶
情操，还有助于情感的宣泄！很多时候，不
管会不会，哼哼几句，能让你忘却烦恼，舒
缓情绪，消除孤独和恐慌！

世易时移，那无忧无虑、简单而纯粹
的少年时光早就成为过去，我也早就没有
了以前那清脆的嗓音，或许是生活的重
压，也或许时代变了，我再也没有高声歌
唱了，只是在踩单车或者走路的时候不由
自主地小声低嘿几声，聊以忘却心中的种
种烦忧。

侨都城下旌旗展，

引来俊士二三万。

阵阵寒风边角远，

征途灿，一声鸣笛蓬江岸。

海晏河清鸥鹭伴，

城央绿廊花儿漫。

无负今天云雾散，

狂飙汉，只争朝夕何来晚。

良溪村的“罗氏大宗祠”门口立着一座
罗贵头戴官帽、身着官服的雕像。我没细究
过这是几品官服，我不太喜欢这座雕塑。我
想，如果这是一座领头大哥罗贵历经千辛万
苦、率众寻找新家园的雕塑，会更感动我，也
会感动时间。

事实上，时间是一直被这个从江西漂泊
到粤北山区的男人感动着的。如果不是他
在八百多年前登高远望，振臂一呼，这支千
多人的队伍是不可能翻山越岭、劈波斩浪地
从珠玑巷来到江门这片蛮荒烟瘴之地的。
在唐张九龄开凿出梅关古道之前，中原大地
的足迹鲜有延续到岭南的。一直到南宋之
前，因为生活所迫而南迁的人们大多也是到
粤北韶州而戛然止步。因为再往前就是难
于登天的大山大河了。但是，到了南宋时
期，小小的珠玑巷已经承载不起日积月累的
苦难了。饥荒、疾病、骚乱、扫荡让堆积在这
里的人们喘不过气来了。在这样的困苦中，
廪膳生罗贵站在大庾岭的凛冽寒风中，望见
了千里之外的南方那片肥沃的土地，一声长
啸、一路风尘、赤着脚踏上这南下的荆棘之
路。南下的路很艰险，后人有记载曰：“……
时无舟楫，我祖兄弟砍竹为排，乘流漂泊，夜
半突至连州江口，潦水冲散……”为了一日

三餐、为了安枕而眠、为了繁衍和哺乳，这才
是人类生活的真谛。罗贵值得被时间感动，
被后人礼敬。

罗贵和身后那群衣衫褴褛的人们九死一
生来到这里的时候，眼前是一片蓢草萋萋的
滩涂，没有庄稼和果实，只有灌木和腐叶。我
猜想，在那一刻的晚霞之下，罗贵的心里一定
会翻涌着日出前的波澜云霭。他的眼里一定
饱含着蓄了一路没有流出的眼泪：今天萋萋
蓢草，明天遍地稻香，我们的新家园！

四年前，我开始为这条邂逅的村落酝酿
一部戏剧作品。我为这部剧命名为《良溪早
晨》。广东人问候一个人早上好，习惯道：

“早晨！”我想，当年这一千多人在这里搭起
茅棚、烧尽野草、新翻耕地、播下种子的时
候，他们一定都会每天对这片土地道一声：

“早晨！”
为了创作这部剧，我来过很多次良溪

村，穿行在“罗氏大宗祠”长长的廊巷之中，
看阳光滑下屋檐落在贵祖的画像上；或是沿
着青云路的青石板阶梯一路蜿蜒，轻轻摩挲
那些老房子墙身上的青苔和门锁上的锈
迹。当年这一千多人安下家来之后，又陆续
向着珠三角和海外开枝散叶。如今的良溪
人说，他们的乡亲遍天下。这是事实，现在

每年清明时节，从世界各地回到良溪烧香祭
祖的就达数万人。人总是在追求诗和远方，
慢慢却又发现，诗和远方就在自己当初出发
的地方，就是那个叫“家园”的地方。

每次到良溪，我都会到“罗氏柑普茶”的
小店坐坐。店老板老罗每次都坐在茶桌旁
帮前来闲坐的人们冲茶。在老陈皮的醇香
中，人们可以海阔天空地聊，老罗也不吭声，
只是不停给你续茶。时下江门做柑普茶、卖
柑普茶的店很多。而这一家却是原点。省
级非遗“柑普茶制作技艺”的牌子就挂在这
家店里。清道光年间，良溪村出了个叫罗天
池的人，在云南做官。他将云南的普洱茶和
老家的老陈皮混在一起泡，就泡出了今天的

“柑普茶”。老罗是罗天池的六世孙。他和
我聊罗天池，不说他做柑普茶，说他在福建
守边关，抵御外敌，立下赫赫战功。

我第二次去良溪的时候，村里开了间
“良溪茶楼”。里外都很简朴的样子，但是真
的有些好吃的东西。譬如白水角和米团糍、
炒提必。据说这是良溪村祖上传下来的。
当年贵祖爷他们南迁的时候，风餐露宿的，
就吃这些。我吃了白水角，还打包回家。打
包的时候，就靠在柜台前和瘦瘦巴巴的店主
聊天。因为他告诉我他的爷爷叫罗洪发，是

南侨机工，从南洋回国参战，死后葬回了良
溪。他说他以爷爷为骄傲，我给他竖了大拇
指。后来我每次去良溪都会到他店里吃饭。

画家老区在村里租了座老房子做工作
室。他每天清晨从城市的家里赶到良溪村
的画室，和村民闲聊、抽大碌竹，或者对着远
处的竹林和山峦写生。有时候还上山去采
野黄皮回来泡酒。他烧柴火煮饭、炒菜，招
呼朋友。柴火在炉灶里烧得红火，噼里啪啦
响。老区说，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是在与祖
先对话。

朝阳爬上了山峦，早晨！良溪！良溪的
早晨里有一阵阵新鲜的泥土和瓜菜的味
道。这时，村口的几株紫荆花开得娇艳欲
滴，柔媚可掬；村前大片沃柑林结满了橙黄
的果实；收割后的水田里栖息着成群的白
鹭；村里的几簇老榕树在晨雾中捋着密密的
长须；池塘边的一排杨柳拂动着水面的涟
漪。上班的年轻人和上学的孩子早已经出
了门；下地的阿叔阿婶慢慢悠悠出现在田埂
上；溜达着的老人走走停停，唠两句、呆一呆
……贵祖爷端坐在村前的广场上，微笑地看
着这一切。

在罗贵南迁八百多年后，我也是个南迁
人。

李秋云 王磊

在党的建设岁月中，建党之初的十年是
格外跌宕起伏的。对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
而言，在内忧外患交加的时代里，有没有选
对方向、走对道路，关系的是生死存亡的重
大问题。日前，江西籍红色文学作家肖栈光
创作的45万字长篇革命纪实小说《十万工
农下吉安》出版面世，该小说聚焦于革命早
期1929—1930年党带领工农红军攻打赣
西军事重城吉安这一历史事件，以小见大重
现跌宕起伏的历史风云，为老一辈革命先驱
塑像。

“九打吉安”是中国革命斗争史上一个
重大的历史事件。攻打吉安这样一座城防
坚固的城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
军和十万工农实践革命正确道路的象征，它
不同于攻打长沙，也不同于攻打南昌和武
汉，它是马列主义革命先驱者在政治思想和
军事措施上审时度势、与革命实际相结合的
结晶，它对中国革命实践农村包围城市方针
的确立可谓意义重大，对中国革命积累小米
加步枪的力量以攻打大城市的战术而言也
是意义非凡的。1930年前后，毛泽东同志曾
先后五次到江西广昌一带打游击。1930年
冬春之际，他率领十万工农大军向赣江畔的
吉安城急行军，于漫天飞雪之中作词《减字
木兰花·广昌路上》：“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
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此行何
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
下吉安。”可谓豪气干云！

历史是宏大悲壮的，但历史进程中的每
个人每件事却是微小而立体生动的。相比
于鸿篇巨制而言，文学作品可以通过对人物
和事件的艺术呈现，让情与义直抵读者心
扉。《十万工农下吉安》这部红色纪实小说文
字叙述流畅，情节细腻动人，对细节的处理
颇费心力，通篇读来，当年发生的革命故事
在眼前一一铺展开来，让读者更加理解了那
个时代革命群众的热忱奔赴，也更加感悟到
了支撑他们赴汤蹈火舍身为国的信仰之源。

《十万工农下吉安》中对敌我战斗的描
写非常生动。在本书第三章“使命”中，驻防

吉安的敌军截获了我党江西省委两位首长
离开南昌到赣西巡查的情报，随即调动还乡
团五百余人在吉水八都至新淦一带布下天
罗地网，开始了“大围捕”。赣西特委负责人
曾山派出英雄的万安连前去执行接应任务，
确保省委来的首长们能够安全抵达赣西特
委驻地陂头村。敌我双方在吉水县八都乡
桃仁岭进行了激烈交锋，此为本书中对战斗
场面的第一次正面描写。小说的行文中蕴
含着一股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陈为
作平心静气地检查各个排班的人数。战士
们一声不吭地注视着陈为作，一双双明亮的
眼睛里放射出肃穆的期望，那坚毅的神态仿
佛都在说：‘我们坚决完成好党交给我们的
任务！绝不向还乡团后退半步！坚决接到
省委来的首长平安护送回家。’”战士们深知
即将面对的战斗的残酷，所以他们“一声不
吭”；他们是一群团结且拥有坚定革命信仰
的人，所以他们眼神明亮、神情肃穆坚毅，他
们做好了为了革命胜利抛头颅洒热血的准
备。作家用心用力用情刻画的这样一个小
小的片段，让信仰与忠诚跨越了时间的长
河，连接起了百年前的革命先烈和今天的我
们，让我们既感受到了战场上的紧张气氛，
也体会到了共同的信念和追求。万安连从
入夜开始行军，侦察地形、布置哨岗、部署突
围计划、掩蔽作战，潜伏了一夜一天，直至第
二天入夜时分接到首长，乘着夜色和狂风暴
雨坚定突围，与敌人的还乡团激烈火拼，至
凌晨五点钟终于冲出包围圈……战斗场面

历历在目，可以想象万安连打得是何等艰
辛！而战士们所带的补给，仅是一身寒衣和
每人两根红薯！在这场战斗中，万安连连长
陈为作等七人英勇献身，他们的血脉汇进了
赣江奔流不息的波浪里，他们年轻的生命化
成了革命滚滚向前的洪流，他们值得我们永
远铭记！

在漫长的革命斗争历程中，无数的先烈
在战场的硝烟中光荣牺牲，还有很多英雄在
残酷的环境中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在《十万
工农下吉安》小说里，让人不仅知道了革命
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认识到了一位位鲜活
的革命先辈，更有很多感动充盈在心里。藉
此我们也更加理解了什么叫作信仰，更加明
白了老一辈革命先驱的顽强与坚毅，从而能
够激励我们在当下平凡的生活和工作里，养
成更加坚忍的个性和雄心。

如今，“九打吉安”这一革命历史事件已
经过去了近百年时间，党不负无数革命先烈
的嘱托，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建立起了新生的
共和国，曾经穷苦潦倒的百姓翻身做了主
人，过起了繁荣稳定的新生活。但是，历史
不能忘，牺牲的先烈不能忘，崇高的信仰和
信念不能忘！在当下和平的年代里，已然不
需要再在烽烟战场上拼杀刺刀，但在竞争日
趋激烈的国际环境里，无声的战场依然存
在。在国内经济建设、科技发展、文化复兴
等各个领域里，信仰正绽放出新的时代光
芒，召唤后来人牢记来时之路，赓续红色血
脉，砥砺前行，建功新时代！

《江门九篇》之一

良溪：蓢草和稻花
尹继红

岁岁月无声月无声

信仰的赞歌 ——读《十万工农下吉安》

文艺文艺谈谈

渔家傲

为无负今日，
狂飙邑马而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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