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历时逾半年的 2022 首届
“国元证券杯”安徽文艺创作年度推
优活动正式揭晓，包括文学、电影、
电视、文艺评论等 13 个文艺类别的
45 件作品入选。据悉，此次评优文
学类仅 6 件，天长诗人应文浩诗集

《吾心之灯》名列其中，滁州市文学
艺术类仅此一件入选。

据《中国艺术报》报道，本届推

优活动由安徽各省级文艺家协会、
各市文联协办，中国艺术报社理论
副刊部、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和
安徽省文化艺术基金会承办。活动
于2022年11月初正式对外发布征稿
启事，征集作品以把握思想性、突出
主题性、体现原创性、注重艺术性为
原则。到今年1月底，共征集到包括
文学、美术、书法、摄影等在内的 13
个文艺类别334件作品，最终评选出
13个艺术类别的45部优秀作品。这
些作品比较生动地反映了现代化美
好安徽建设，抒写了江淮儿女奋斗
之志、创造之力和发展之果，彰显了
徽风皖韵和时代特征。

应文浩，天长人，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作品发表于《诗刊》《星星》《中
国作家》《解放军文艺》等，入选数十
种选本，著有诗集《雪，弄停了时间》

《永远的美丽》《吾心之灯》。曾获
《诗选刊》“年度优秀诗人奖”等多个
奖项。 （秦 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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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在网上听到一段歌
曲，是一百年前《探清水河》的录
音，没有图像，只有歌声。

那个曲调很熟悉，是流传很
广的民间小调。记得一九四九年
前后，老百姓大半是文盲，许多妇
女连名字都没有。政府让各街道
办识字班扫文盲，各家居民晚上
去识字。上课前教员也读报纸，
也教唱歌。金刚巷的识字班就设
在靠近鲜鱼巷的那一段，面朝西
的一家。现在那里早已盖上房子
了。我曾经几次路过那里，看见
满满一屋子人坐在那里，小板凳
也是自己带的。妇女居多，听到
他们在唱歌。在休闲广场上也会
看到大家围坐着，听一两个人在
唱，而那时是大家一起唱。

那曲调，就是昨天我听到的
《探清水河》曲调。是解放军从北
方带到滁州的呢，还是滁州原来
就有的呢？我就不知道了。现在
想来，可能是当时想通过老百姓
熟悉的民间小调来做宣传工作，
启发群众觉悟，让大家了解国家
大事，把分散的民心给凝聚起
来。这是很不错的方法，老百姓
容易接受。

听过几遍，记得几句歌
词，大约是：

一更静儿里呀，
月亮照花台。张大
嫂在家里，拿布
做新鞋呀。听

她说，我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大淮
南呀。不久就要渡长江……

就在那首《探清水河》歌曲之
后，网上播放了德云社的一段视
频 ，是 三 个 人 合 唱 的《探 清 水
河》。那曲调有些变化，基本旋
律没变，爽朗、流畅，比一百年前
的原调唱得要高亢些。

那歌词也有改动，没有过去
说相声为了拉场子而说多余的
话，但依然是一首长篇叙事的
歌。基本情节没变，说的是一位
叫大莲的女孩子，十六岁了，同六
哥哥好上了，夜晚约会，被她父母
知道后又打又骂，大莲跳进了清
水河。六哥哥知道后，顺着河边
寻找，最后也投河殉情了。这是
一场悲剧。在旧社会，这样的事
情经常发生。《探清水河》歌唱了
这件事，是对封建礼教的控诉，是
一首追求自由恋爱的歌。在民歌
里，这样的歌曲很多。

看王禹偁的《小畜集》，在卷
五有一首诗《唱山歌》，记叙滁州
的风俗：

滁民带楚俗，下俚同巴音。
岁稔又时安，春来恣歌吟。
接臂转若环，聚首丛如林。
男女互相调，其词非奔淫。
修教不易俗，吾亦弗之禁。
夜阑尚未阕，其乐何愔愔。
用此散楚兵，子房谋计深。
乃知国家事，成败因人心。
这是宋代初年的事。当春天

来临之际，能歌善舞的滁州人聚
集在一起，又唱又跳。那曲调“带
楚俗”“下里同巴音”，是楚地的音
乐。战国时，滁州地处吴楚交界，
曾经属于楚国。

记得20世纪80年代，省里有
人来滁州了解当地的民歌，在市
文化馆召开了座谈会。当时文化
馆的同志说，滁州地处江淮之间，
又饱经战乱，人口流动大，当地的
民歌很少了。宋代以后，在滁州
大地上发生的大战较多。宋金上
百年的战争，地处江淮之间的滁
州是双方交战的前线；元末，滁州
是朱元璋的“开天首郡”，战争也
多；清末，滁州是太平天国江北的
屏障，发生过乌衣大战；李兆寿盘

踞滁州实行“清野”，几年内
滁州蒿莱成林。受此

影响，滁州人流亡
外地的多，从外

地迁徙而来
的 也 多 。

因此，滁
州民歌

大量失传，就在所难免了。
但民歌是有生命力的，它会

顽强地传承下来，因为它深深地
扎根在人民群众当中。夏朝，就
有“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民
歌。周朝，天子会派人“采风”，就
是搜集民歌。我国第一部诗歌总
集《诗经》里面的“风”，就是采集
来的各地民歌。汉代朝廷设立

“乐府”机构，采集民歌。那些搜
集来的民歌，就叫作乐府诗。以
后历代都有民歌的搜集。《孔雀东
南飞》《木兰诗》等都是从民间采
集而来、流传千古广为传颂的优
秀民歌。

1958 年，全国涌现出大量的
民歌，《诗刊》也登载了许多。第
二年，郭沫若选编了各地的民歌，
出版了《红旗歌谣》。记得有一首
安徽民歌：“大红旗下逞英豪，端
起巢湖当水瓢。不怕老天不下
雨，哪方干旱哪方浇。”非常有气
魄，反映了兴修水利、改造自然的
豪情。

1959 年暑假，合肥师范学院
中文系布置学生利用假期回家乡
采风，当时有滁州籍的学生到乌
衣法华公社，搜集到一些民歌，还
记了谱，像小猫调、癞蛄调等。都
是男女对唱形式的。

如今，滁州古老的民歌还有多
少呢？城里大约很少了，应该到农
村去，寻找老人，也许会有收获。

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先驱蒋光
慈（1901-1931），安徽省霍邱县白塔
畈（今属金寨）人，著名诗人、翻译
家、左翼作家。1921 年到苏联莫斯
科东方大学学习，1922 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回国后从事革命文学创作
活动。1928年与孟超等人组织太阳
社，宣传革命文学。其作品有诗集

《新梦》《哀中国》，小说《少年漂泊
者》《丽莎的哀怨》《短裤党》《咆哮的
土地》《冲出云围的月亮》等。其中

《少年漂泊者》影响了一代革命青
年。许多伟人都曾提到，正是读了
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走上了革
命的道路。他创作的革命文学，奠
定了后来“红色经典”的创作模式。

中国作协会员、民协会员耄耋
老人吴腾凰先生，自20世纪60年代
开始花费大量精力和心血，投入大
量时间，通过实地调查走访，查阅档
案史料，积累了第一手资料，专门从
事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先驱蒋光
慈的研究。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
里，吴老孜孜以求，发表了研究蒋光
慈的论文十多篇，已出版个人或与
文友合著《蒋光慈传》《蒋光慈评传》

《蒋光慈与读书》《明月为君侣：蒋光
慈的情感历程》《蒋光慈，宋若瑜》等
五种，被学界称为蒋光慈研究专家。

应出版部门之约，吴老编注的
18 万字《蒋光慈宋若瑜情书全集》，
新近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隆重推出。

宋若瑜（1903-1926），河南省汝
南县人，革命者，蒋光慈的“粉丝”，
被誉为“中州女杰”。1917年考入开
封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那里
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积极投身爱
国救亡运动。1920年因组织和参加
学生运动被开除，不久她考取了东
南大学教育系，因为贫穷，1924年春
休学。后在朋友的帮助下，到信阳

省立二女师任教。1926年因肺结核
病逝于庐山牯岭医院。

充满激情的革命文学家蒋光慈
与积极投身爱国运动的文艺女生宋
若瑜，志同道合，以笔为媒，长达六
年未谋面的书信传情，异地恋终修
成正果。然而婚后一月便以“天长
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凄
楚结局而告终。蒋光慈为此肝肠寸
断，悲哀欲绝。

在友人汪梦邹的建议下，蒋光
慈把他与宋若瑜的通信整理出来，
一字不漏地交给汪梦邹编辑出版，
作为永远不灭的纪念碑，并于宋若
瑜一周年祭日 1917 年 11 月 6 日，为

《纪念碑》作了序。
《纪念碑》这本通信集上卷收宋

若瑜致蒋光慈书信 57 封，下卷收蒋
光慈致宋若瑜书信 40 封，忠实记录
了他们的曲折爱情历程，反映了两
人相亲相爱的深厚基础，情切切，意
绵绵，感人至深。

《纪念碑》记录了“五四”时代青
年男女对爱情自由的追逐和欢呼，
镌刻了青年追逐爱情的心迹和携手
投身时代潮流的脚印。由于感情充
沛，诗情四射，为时而著，撼人心魄，
所以深受读者喜爱。

《纪念碑》本次出版，经吴老编
注，更名为《蒋光慈宋若瑜情书全
集》。吴老还在书中提供了蒋光慈
遗有子嗣、曾资助青年作者任钧等
人学习费用、开封女学领袖未发表
的诗作、朱湘不是新月派等许多新
史料，对研究“五四”新文学运动具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便于读者阅
读，出版时每篇书信均加了标题。

《蒋光慈宋若瑜情书全集》一书是
“五四”革命先辈留给我们的精神食
粮，属于为数不多的遗珠，值得我们认
真阅读和倍加珍惜。 （贡发芹）

应文浩诗集入选首届
“国元证券杯”年度“推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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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滁州民歌
□周惟熙/文

吴腾凰先生再出
蒋光慈研究新著

我的一位同学发来三首滁州
的民歌。他说，他在合肥师范学
院中文系上学时，老师布置了假
期回家乡采风的作业。那是1959
年，他到了乌衣（那时乌衣还通火
车），在法华公社搜集了一些民
歌，都是男女对唱的形式，还记了
谱。现在原稿找不到了，但是他
还记得怎么唱，就记下来发给我
了。我对个别象声字作了略加修
改，再添加标点，记在下面。

小猫调

太阳落山往下黄哎。
黄哟嗬嘞，
细哟嗬嘞，
细嵩地下嘞。
花狸猫儿嘞，
咪——猫！
哎呀一声叫呀，
哎呀一声叫。
哎哎呀，
小妹子呀郎又来啰！

癞蛄调

顶着蓝天戴着星唉，
“八个小伙子儿，
你赶不上我姑娘。”

“小二姐，
你赶不上我小郎。”

“赶上姑娘！”
“赶上小郎！”

蛄啊，
蛄啊，
两不让哎，
我的咣当。

杂不龙咚耍调

“喉咙干哑唱不出来歌哎，
他俩又说好煞唉。”

“怎么样的好是唉？”
“一心又想热茶喝哎。”
杂不龙咚耍，
杂不龙咚耍，
龙是龙咚耍哎，
龙咚耍哎，
我的咣当。

这三首民歌原汁原味，充满
了浓厚的生活气息。

第一首《小猫调》，歌唱的是
男女恋情。太阳落山了，小伙子
又高高兴兴地去会见他的女友
了。看见一只小猫，听到猫叫声，
他也很激动。这只小猫大概是女
孩子喂养的吧？连小猫也认出他
了。一个“又”字，唱出他不止一
次来了，唱出了他内心的兴奋、欢
快，唱出了生活的美好、幸福。

第二首《癞蛄调》，癞蛄，就是
癞蛤蟆。民歌都是写眼前常见的
事物。但这里不是描写癞蛤蟆，
而是用这个调子歌唱劳动生活。
很明显，那不是一家一户的农田
劳动，而是集体干活。天还没亮，

一群男女青年就忙起来了。看样
子是在挑担，急匆匆的，互不相
让，你追我赶。好一派热烈的劳
动景象。是挑塘泥，还是送公
粮？没有说。但那个既紧张又愉
快的劳动气氛，强烈地感染了我
们。这种集体劳动的欢快，是一
个人干活体会不到的。

第三首《杂不龙咚耍调》，衬
字很多。衬字，就是有音无义的
字，像杂不龙咚耍。衬字多，是民
歌的特色。歌曲表达的意思就是
前面的四句话，两个人好上了。
什么样的好？歌词巧妙地说，“一
心想喝热茶”。那时，喝热茶需要
现烧水，借指服侍他，为他操劳，
也就是想成为一家人。没有低俗
的词语，委婉而又明白地求婚。
它没有献花那么浪漫，却含蓄多
情。滁州人是文明的，也是热情
的。歌曲表达的方式很奇特，不
写当事人怎么说，而是旁观者在
说。后面的几句“杂不龙咚耍”衬
字，是对当事人的祝贺，还是情绪
的渲染？它造成一种热闹喜庆的
氛围，好像有人在敲锣打鼓庆祝
一般。

这三首民歌的选材有一个共
同点，就是只取一个点、一个场
面。第一首只写黄昏后见姑娘，
还没看见姑娘，先看见了姑娘的
小猫。见猫如见人，满心欢喜。
第二首描写劳动竞赛的场面，男
女互不相让，争先恐后，这是滁州

人的英雄气概。第三首更简单，
只是写“他俩又说好”“想热茶
喝”。前两首直白，第三首委婉。

我不知道南谯区文化馆搜集
的南谯民歌里，有没有这三首民
歌，且记录在此，供采风者参考。

南谯区的民歌很丰富。2022
年5月，南谯民歌被确定为第六批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项目。1957 年，南谯民歌手胡文
亮、李传江被安徽省选拔进京参
加第二届中国民间文艺汇演，民
歌唱到了怀仁堂。如今，大柳有
民间艺术团，经常培训演出、进军
营、进学校。在中国农民歌会上，
南谯民歌和凤阳、天长等地的民
歌一起登上了舞台。民歌，在广
大农村活跃。

滁州城区也应该有民歌的。
记得小时候，几个孩子并排坐，把
脚伸出来，一个孩子顺序踢那些
脚，一边踢一边唱：“踢金脚，拔山
药。山药满，桃花管，金脚，银脚，
小哥哥，缩一缩。”唱到最后一个
字，坐着的孩子要立刻把双脚缩
回去，谁要是缩得最慢，谁就起来
继续踢。

现在的滁州外来人口大增，
冲淡了原有的乡土气息，但所幸，
那个乡风乡情依然还在。我相信
滁州民歌仍然在它的土壤上生根
发芽，只是我们还不知道她的庐
山真面目，这需要我们去发掘，不
让她失传。

（二）滁州的三首民歌

（一）从《探清水河》说滁州的民歌

西

涧

杂

谈

书 苑 滁 风

▶7月 14日中
国农民歌会“大
家唱·唱滁州”周周
演首场演出的民歌节
目《全椒山歌唱起来》。

◀凤阳民歌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