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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之花”深植厚土

他们回到曲别大叔的家，林修给
了曲别大叔一个拥抱。拉迪用奇怪的
表情看着他们，夸张地耸了耸肩。

曲别大叔在客厅的中央揭开四片
活动瓷砖，下面是早已预埋好的青砖
火塘。大叔把松木干柴架在火塘里，
下面铺了层松针，又从一个陶罐里取
出一些烧黑的火炭，他到天空下仰头
念了些什么，进堂房后对着火塘喷出
一口火来，点燃了火塘，那些早已干透
的柴火呼呼地燃起来，曲别大叔又念
念有词：“春天来开荒，荒地你烧熟；夏
天虫吃苗，恶虫你来烧。火伴行人走，
火伴家人坐；火是衣食火，火光多热
乎，火是人魂窝。今天来祭火，火光永
不灭,火光像日月；火神藏家中，牲畜
得安宁。”

大家都望着曲别大叔。
一向爱闹的拉迪也一脸的肃穆。
林修、金雨生和李克都围在火塘

边，李克在冒汗，林修和金雨生相互看
一眼，想起在森林里共坐在一把黑伞
下的恐惧，现在是多么的幸福。

拉迪说彝族是个崇火的民族。人
们习惯在火塘边煮饭、议事、取暖、睡
觉。彝族谚语说:“生于火塘边,死于
火堆上。”经过长久的历史变迁，火塘
由单纯的烹煮取暖照明发展为宗教色
彩信仰。在彝族地区,最隆重最热闹
的节日莫过于火把节了。火把节就是
一种火崇拜。以往彝族的火塘是不熄
的，不过现在居住环境有了改善，特别
是烧罐罐气的人家，在夏天就没烧火
塘了。但火种留着，秋冬季节，火塘又
会燃起来，一家人围火而居，闲话家
常，守日子。

“听说彝族最爱三种颜色，红，黄，
黑。”李克说。

“对，彝族服饰、器皿大多是这三
种颜色的变化组合。‘黑色的披毡被人
高高地扬起\黑色的祭品独自走向祖
先的魂灵\红色的飘带在牛角上呜响\
红色的马鞍幻想着自由自在的飞翔\
一千把黄色的伞在远山欢唱\黄色的
衣边牵着跳荡的太阳……’漂亮吧，有
气势吧，这些句子就是旗帜啊。”

李克说：“这也是你的诗吗？”
拉迪哈哈一笑，说：“我倒想呢，可

我写不出来。这是马加的诗。”
林修和金雨生没笑，他们还在想

那片森林，那片有神灵居住的彝族的
森林。他们信吗？不，但是个人置身
于有形与无形的森林万物中，人也不
过是想签名的渺小一种。

从曲别大叔家的火塘燃起来，天
好像突然间就冷了，暴雨没了，但秋雨
绵绵，许多天太阳都不见踪影。林修
说冷，金雨生逗他说，要不要买件察尔
瓦披上。林修让金雨生陪他去买衣
服。

“一个男人陪另一个男人买衣服，
很奇怪啊。”

“一个男人与另一个男人躲在一
把黑伞下更奇怪。”

“好吧，看在那把黑伞的名义上。”
他们还没挤出时间去买衣服的时

间，林修收到一个包裹，一套红底带黑
字薄款的卫衣和一件黑底带白色字母
的加绒圆领衫，迷彩裤外加一件带帽
迷彩防雨长风衣。

林修给马格发微信：“雪中送炭。”
马格回：“我一向只做锦上添花的

事。”
林修说：“衣服是姑妈寄的吗？”

“什么样的衣服，拍给我看看。”
林修分别穿了衣服，做出各种怪

相让拉迪拍，拉迪笑说别人拍照往帅
里拍，你倒好，自毁形象。林修笑说一
起光屁股长大的，知道长什么样。他
选了几张变形的照片发给马格。

马格哈哈大笑，“告诉你一个秘
密，姑妈说你没带长袖衣服出远门，有
心人就查了马边的天气，有心人就寄
了衣服。”马格给了林修一个微信号，
是个叫渊哥的人。

林修加了渊哥，问多少钱？
渊哥也要林修发穿着新衣服的照

片。
林修将就发给马格的，发给了渊

哥。
渊哥发了几个大拇指和笑的动画

来，说钱就免了，当是广告费。
林修说：“我的肖像可不值这点

钱。”
渊哥说：“小家子气，是北京爷们

不？”

林修说：“我发现马格的哥们，就
没有一个是好人。”

渊哥发了张哈哈大笑的动画。
雪鹤村今年的中秋，和岁月里所

有的中秋都不一样吧。节日刚过，雪
鹤村就迎来好消息：路，在今天开挖。

林修穿上渊哥给他寄的一套红色
卫衣，喜庆地出现在大家面前，王川看
了，说喜庆是喜庆，但是薄了，不禁
冷。金雨生和李克相视一笑，说川哥，
他昨天还穿短袖呢。林修说他绷起不
冷，跳起战，美丽冻人。王川哈哈大
笑，说他川话不错。

林修说还是雨哥和克哥的迷彩神
气。

金雨生突然笑起来，问林修这身
衣服谁给你买的？

“一个叫渊哥的。我这辈子最大
的遗憾就是没有当过兵。不过我对军
人还是了解的，我表哥马格生活在军
营，我从小就跟他混。姑爷就是典型
的军人形象，站有站姿，坐有坐姿，一
天到晚都好像有敌情似的。”

“你姑爷在哪个单位？”
“总参情报部。”
“将军？”金雨生和李克同时问。
林修说：“大校很多年了，姑爷性

格怪。”
金雨生说：“望尘莫及。”
林修说：“他儿子马格一点都不像

他。马格是个让人愉快的家伙。”
三人说话时，来了很多看热闹的

村民，曲别大叔戴着插有鹰羽毛的帽
子，穿着领上有绣花的衣服，披件黑色
的察尔瓦，威风凛凛的样子。林修和
曲别大叔合影，发给了渊哥，问哪件衣
服好看？

王川笑说发给女朋友啊。林修说
一个哥们。

王川这些天都在村子里跑，还和
勘探放线的人员一起研究，什么线路
最佳，哪个线路更能避免雨天塌方。

王川说他经常在小凉山跑，冬天
特别冷，有个彝族兄弟送了他一件羊
毛织的察尔瓦，披上管用得很，下次给
林修带来。林修笑说怎么敢夺人所
爱。

（未完待续）

马边是以彝、汉、苗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自
治县，各民族都沿袭着自己的民族传统和乡
土文化。数千年生生不息、世代相传的马边
民间文化和民族风情，是老百姓喜闻乐见而
又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资源，也构建成为马
边人民的灵魂家园、精神财富。

在音乐创作方面，有谚语云：“彝族生来
会唱歌，一唱就是几大箩，唱得太阳落西坡，
唱得金星从东来，百灵鸟听歌停了叫，牛羊听
声忘吃草，你若爱听彝家歌，请到彝家山寨
来。”

尽管彝族民歌因地区的不同，其风格也有
差异，但无论在云南、四川，无论是劳动间隙、
年节婚丧，在歌声里表达自己的情感都是彝
族人的本能——彝族的说唱艺术、经诵音乐、
民间“喀什”是马边民间说唱艺术的精华；民
歌阿惹牛牛、阿依牛牛、阿斯牛牛、库诗牛牛
是马边彝族民歌与民间文学的精品集成，是
民间不可多得的音乐与诗歌的精粹集成；彝
族的口弦、月琴、马布、木叶与苗族的芦笙等，
又构成了马边人民最喜爱的传统民间器乐文
化。

彝族同胞的质朴情怀感染着生活在彝乡
的汉家子弟，也因此催生出歌声里的马边“文
艺之花”。

2019 年、2021 年，马边连续以《彝风习
习·小凉山马边歌谣》为名，发表音乐专辑，邀
请彝族歌手、创作人曲比阿且、阿一拉加莫、
吉面志铁等操刀制作。《故乡河》《摔跤手》《几
里》《马边之约》《孟获拉达》《马边市井》等一
首首唱法通俗，特色鲜明的马边城市之歌传
唱于大街小巷，展现出马边人民在脱贫攻坚
中不怕艰苦困难、勇于面对和担当的精神。

2020年3月，马边本土音乐作品集《边河
之声》正式复刊。复刊号收录马边本地歌曲
26首、曲3首、歌词10首，所收作品时间跨度
近40年。刊物总编辑阿洛夫基动情地表示，
他将为《边河之声》创作10首具有时代性、民
族性和地域性的作品，将原创音乐打造为城
市品牌之一，让市民感受本土民歌的魅力。

“山重水复路百转，塞外飞来南归

雁……”近日，马边原创歌曲《赶梦》接

连登陆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

等平台，收获一众好评。歌曲开头借鉴

吸纳蒙古族悠扬婉转的调子，无限延伸

音乐魅力，同时在唱腔和编曲上又注重

结合浓浓的彝风彝韵和现代乐器，抒发

出马边儿女的奋进心声。

源于生活的文艺作品，总是格外动

人；唱出家国情怀的歌曲，最易得到共

鸣。

有人在评论《赶梦》时说，“这首歌，

适合各类群体感受和演唱。只要他们

离开过故土，只要他们有过一点点人生

阅历，这首歌就一定能给他们带来不一

样的感受和收获。”

而《赶梦》的诞生，正是马边儿女以

歌言志，唱出浓浓家乡情的一个缩影。

“文艺之花”在马边能够遍地绽放，离不开背后
强大的政策支持与广泛的群众力量。

据了解，早在“十三五”初期，马边县委、县政府
就制定了《关于加强文化强县建设的意见》，对全县
建设文化强县工作进行安排和部署。2018年，该县
出台《马边优秀文艺成果和文艺人才奖励办法》，县
财政每年拿出30万元经费对精品文艺力作、优秀文
艺人才、重大文艺活动进行奖励。

2019年，马边在进行县级机构改革时，专门设
置马边彝族自治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这一事业机
构，保证了机构、编制、人员和经费，负责对全县文艺
创作指导、对全县文艺协会指导管理。如今，该县文
联下属有马边作家协会、马边书画摄影家协会、马边
民间文艺家协会、马边音乐舞蹈家协会四个文艺协
会，大风顶业余民族艺术团、大风顶民族艺术团、边
河之声歌咏队、马边山歌协会等社会文化团体。

县文联成立后，带领马边音乐舞蹈家协会积极
组织开展乡歌、村歌、校歌、法治歌曲创作活动，组织
参与彝歌会、职工歌手大赛、采茶节、火把节、三下乡

等活动，并不断邀请知名文艺家到马边采风创作，全
县文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在马边，村村寨寨、山山水水都激励着人们创作
与歌唱，从这里也走出了不少唱作人。被誉为彝家

“百灵鸟”的苏都阿洛，在1984年举办的四川省“首
届业余歌手大赛”中，凭借纯朴自然、清新亮丽的歌
喉征服所有评委，一举夺魁，并在后来考入中央民族
歌舞团；热爱家乡、酷爱音乐的彝族小伙黑来阿沙、
吉胡武甲、李壮达因音乐结缘，组建焰火彝人组合，
用7年时间创作了《阿芝》《大风顶之恋》《燃烧的火
把》等动听歌曲，并一路从家乡唱到了省级乃至全国
舞台。

“不仅将传统彝族民歌唱到了大舞台，现在还有
很多年轻的原创音乐人选择用说唱等更新潮的方式
进行创作，收获不少好评。”该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高速的贯通，越来越多的游客
来到马边，他们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挖掘特有民族文
化，用文艺的形式唱响马边之歌。

（本文图片由马边彝族自治县文联提供）

■
记
者
杨
心
梅

小
凉
山
唱
出
动
听
歌
谣

小
凉
山
唱
出
动
听
歌
谣

小
凉
山
唱
出
动
听
歌
谣

小
凉
山
唱
出
动
听
歌
谣

小
凉
山
唱
出
动
听
歌
谣

小
凉
山
唱
出
动
听
歌
谣

小
凉
山
唱
出
动
听
歌
谣

小
凉
山
唱
出
动
听
歌
谣

小
凉
山
唱
出
动
听
歌
谣

小
凉
山
唱
出
动
听
歌
谣

小
凉
山
唱
出
动
听
歌
谣

小
凉
山
唱
出
动
听
歌
谣

小
凉
山
唱
出
动
听
歌
谣

小
凉
山
唱
出
动
听
歌
谣

小
凉
山
唱
出
动
听
歌
谣

小
凉
山
唱
出
动
听
歌
谣

小
凉
山
唱
出
动
听
歌
谣

小
凉
山
唱
出
动
听
歌
谣

小
凉
山
唱
出
动
听
歌
谣

小
凉
山
唱
出
动
听
歌
谣

小
凉
山
唱
出
动
听
歌
谣

小
凉
山
唱
出
动
听
歌
谣

小
凉
山
唱
出
动
听
歌
谣

小
凉
山
唱
出
动
听
歌
谣

小
凉
山
唱
出
动
听
歌
谣

小
凉
山
唱
出
动
听
歌
谣

小
凉
山
唱
出
动
听
歌
谣

小
凉
山
唱
出
动
听
歌
谣

小
凉
山
唱
出
动
听
歌
谣

小
凉
山
唱
出
动
听
歌
谣

小
凉
山
唱
出
动
听
歌
谣

小
凉
山
唱
出
动
听
歌
谣

﹃
彝
风
习
习
﹄

“彝族生来会唱歌”

（本文图片为音乐专辑《彝风习习·小凉山
马边歌谣》收录的歌曲MV画面）

■■ 林雪儿林雪儿

曲别家的火塘曲别家的火塘

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北京到马边有多远北京到马边有多远》》连载连载

据新华社福州电（记者 许雪毅）疫情阻挡不了
两岸文化交流热情。16日，“亲亲闽台缘——2021
两岸非遗‘云’交流”活动在福建漳州举行。两岸非
遗传承人纷纷亮出拿手绝活，再续两岸非遗情缘。

“十指演绎世态炎凉，一掌撑起一部人生。”展
演交流活动在漳州市布袋木偶传承保护中心带来
的掌中木偶《指掌乾坤》中拉开序幕。紧接着，锦歌
表演《闽台情》、歌仔戏表演《十八相送》、布袋木偶
戏《大名府》和南词《禄星》等精彩节目轮番上场，非
遗传承人展示各自看家本领，与现场观众不时互动
交流。

活动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通过融媒体进
行直播。来自台湾嘉义长义阁掌中剧团的木偶戏
艺人和台湾一心戏剧团歌仔戏艺人通过视频连线
方式，为活动送上祝福并献上布袋木偶戏表演《烈
火玫瑰鸳鸯梦》和歌仔戏表演《贤臣迎凤》等精彩节
目，赢得现场阵阵喝彩。

两岸“云”交流 再续非遗缘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史竞男）在2022年北京
冬奥会倒计时50天之际，面向广大少年儿童讲述
冬奥会知识的科普绘本《冬奥之旅——穿越21座
冰雪之城》16日在京发布。

该书由中国地图出版集团少儿出版分社联合
国内外优秀创作者共同编制、中国地图出版社出
版，以历届冬奥会举办城市为线索，从1924年第1
届冬奥会举办地法国夏蒙尼，到即将举办第24届
冬奥会的中国北京，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带小读者穿
越21座冬奥城市，感受不一样的精彩。

据介绍，书中融入地理知识、趣味故事等内容，
介绍了历届冬奥会的会徽、吉祥物、奖牌、海报、比
赛项目、著名运动员及其成就等，呈现火炬传递和
开闭幕式中的精彩瞬间，细数中国冬奥会历程和中
国运动员的追梦之路，并配有知识小测验、城市地
图等，帮助小读者全方位了解冬奥会。

《冬奥之旅——穿越 21 座
冰雪之城》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