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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门开锁万灯明，

正月中旬动帝京。

三百内人连袖舞，

一时天上著词声。

正月十五夜灯正月十五夜灯
【唐】 张祜

唱词与道白，几乎构成了戏曲

剧本的全部。

唱词，是戏曲剧本的精华，一

个戏曲剧本没有精美唱词，绝不

是好剧本。无论从文学欣赏的角

度讲，还是从舞台欣赏的角度看，

唱词在演绎剧情情节，推进剧情

发展，尤其是在表达人物思想情

感，刻画人物性格特点等方面，都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经验的

剧作家总是在精练主题、精巧构

戏、精心刻画人物的同时，力求精

细地写好唱词，犹如蜜蜂采集百

花芬芳酿造蜂蜜一样，从生活实

践中，从民间最鲜活的语言海洋

里，从古典诗词曲赋中，从民歌、

民谣、民谚、俗语中，博采众长，调

动各种艺术修辞手法，加工提炼，

努力用精美的唱词写好戏，写活

人，写出情。

古典戏曲《西厢记》《牡丹亭》

《窦娥冤》等名著中，用词生动优

美、意境优雅感人、符合平仄格律

的 曲 牌 唱 段 ，比 比 皆 是 ，美 不 胜

收。《西厢记》崔莺莺十里长亭送别

张生，唱道：

〔正宫〕〔端正好〕碧云天，黄花

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

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滚绣球〕恨相见得迟，怨归去

得疾。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

林挂住斜晖。马儿迍迍的行，车儿

快快地随，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

儿又早别离。听得道一声去也，松

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

肌：此恨谁知？

细细品味，把崔莺莺此时此刻

与张生的离情别绪，抒发得淋漓尽

致。

大型现代戏《风流姐妹》表现

的是中国农民，具体在戏里是以柳

老犟为代表的祖孙三代人，对大

山、热土的爱恋情结。开场伴唱了

四句儿歌：

东梁梁土土西洼洼水，

捏成俺孩孩儿的毛腿腿。

南山山果果北坡坡穗，

喂饱俺孩孩儿的小嘴嘴。

细细玩味这四句儿歌，大地方

位，写到东、西、南、北；生存环境，

写到梁梁、洼洼、山山、坡坡；从人

的生长来看，是土土和水水捏成毛

腿腿，此谓生，是果果和穗穗喂饱

小嘴嘴，此谓长；修辞手法运用叠

词叠句，排比对仗，比喻形象生动，

儿歌特点鲜明，再加以优美动听的

唱腔设计，爷孙两代皮影剪影式独

特的表演，确实起到一拉大幕别开

生面，令观众遐想的艺术效果。

唱词，是词随情出，情依词表

的自然流露。词随情出的“情”，一

是剧情，二是人物的心情，在剧中，

二者水乳交融，互为促进。这就要

求创作者巧妙地将剧情和人物的

心情有机地结合起来，根据剧情、

人物情境的要求，写好唱段。唱

词，是剧作者写出来的，但又不是

剧作者写出来的，而是剧中人物在

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中自然涌泻出

来的。“情依词表”的“表”，不是剧

作者主观意志的表达，也不是演员

随意唱出来的，而是编剧、演员化

为剧中人物，身临其境，亲见亲闻，

并把这种感受融汇到剧情，特别是

人物的感情之中，自然而然地抒发

出来的。

戏曲唱词，属于诗歌范畴，但

又与诗歌不同，应该是诗化的唱

词。其特点就是明白如话，通俗易

懂，富有情趣，雅俗共赏。

没有好友的人生，灰暗单调可怜；

有好友，却不常欢聚，那一定辜负了这

大好人生。

这一生，错过了许多，但好友，我

还是有的。好友离得近，自然常欢聚，

喝酒吹牛八卦，全是开心欢笑；好友离

得远，隔上几星期、几个月、几年、十几

年、几十年，只要一见面，依旧如刚刚

分别，喝酒吹牛八卦，全是开心欢笑。

我有福气，离得近，离得远，这样

的好友，我都有！

好友在一起，肯定是要喝酒、吹

牛、八卦。

身为男人，此生，不能学富五车，

不能快意江湖，不能成就事业，不能有

所创新，本来已经憋屈悲怆，抬不起

头。若是连吹吹牛、憧憬一下子都不

能，那人生还有什么趣味可言。而这

吹牛，只有在好友面前吹，才吹得荡气

回肠，才吹得喜笑颜开，才吹得信以为

真，才吹得互拍肩膀，道一声“兄弟”。

好友若不见，这牛找谁吹去！

至于八卦，男人之间，绝对不会谈

家长里短、瓜田李下、身边琐事，我们

谈的都是趣事、过去的事和未来的事。

与好友聚在一起，斟酒吹牛，什么

时候，我都开心。哪怕心头烦心事乌

云盖顶，但只要是和好友在一起，就只

剩下快乐。而在席间，大家吹起牛来，

也是肆无忌惮，满座春风。酒散回家，

想起自己吹的牛，有的时候，偶尔会一

阵汗颜，但只想想，昨夜在座的是谁谁

谁、谁谁谁、谁谁谁，当下就哈哈大笑，

心情畅快。

聚会喝酒，吹牛八卦，这绝对是要

好友才行。王羲之深得其中三味，在

兰亭，他邀请好友聚会。大家流觞曲

水、吹牛八卦，大乐之余，他大笔一挥，

《兰亭集序》便横空而出，辉耀千古。

倘若不是好友欢聚共饮、吹牛八卦，哪

里会有这千古名篇的问世！

若不是好友在，谁还想吃个什么

饭、喝个什么酒！更遑论吹牛八卦！

自古以来，倘无好友在，酒宴多为是非

地。随便想想，就是例子：

赵匡胤的小伙伴，去吃自家大哥

的宴席，席间生死一瞬，幸亏各位见机

快，纷纷表示要告老还乡，方留得性

命。这还算是好宴；

项羽设鸿门宴，刘邦吃得胆战心

惊，席间刀光剑影，动魄惊心，好比一

场灭国大战；

曹操请刘备吃青梅酒，一句“天下

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吓掉了刘皇叔

的半条命；

吴王僚去吃公子光的烤鱼宴，刚

闻到个鱼香味，赞叹之语尚未出口，就

被专诸一剑穿心；

秦王请赵王渑池聚会，各种羞辱，

若不是蔺相如大智大勇、舍命相争，赵

王受辱，回去非气病不可；

……

所以，欢聚要常有，但是绝对、必

须要和好友在一起。这样，酒才喝得

香，牛才吹得爽，八卦才有趣。

“汾阳师范要搬迁了！”“汾阳师范改名了！”最

近的朋友圈里，这两条信息被广为传播。而事实

是，基于整合教育资源的考虑，“汾阳师范”并入了

新组建的一所大学，旧址也被挂上了一所新的中学

的校名。从此，母校不在！只留下“汾阳师范”的美

好记忆萦绕心间，芬芳着过往现今！

汾阳师范建于 1950年，是吕梁最早的一所中等

专业学校。在漫长的办学过程中，培养造就了大批

适用教师人才，在省内小有名气口碑极佳。我是

1980 年代末就读汾阳师范，记得初始，母校四周是

被民房所包围，后来才在南边开辟出一个大校门。

校内，只有一栋四层高的教育楼，其它音乐室，美术

室还是平房结构。阶梯教室是在另一栋二层楼，既

不宽敞也不醒目。记忆犹新的是操场东边，还残留

着一堵旧县城的土墙，约有八九十米长。春夏季

节，墙体上开一些不知名的小花，为朴素的校园增

添些许喜色。校园里零星还长着几株高大的泡桐

树，夏天的时候会撑起些阴凉，秋天的时候会飘下

些落叶，冬天下雪的时候只有它挺拔俊秀，引人嘱

目。我们毕业若干年后，校园才又盖了几处高楼，

围了绿篱游园，建了亭台楼阁，具有了园林校园的

风格。而镌刻在大门口石体上的八个大字：学为人

师行为世范，则一直矗立在那儿，显示着母校的博

大胸怀和丰厚素养。

母校自然算不上是雍容华贵富丽堂皇。它多

年栖身“汾河之阳”，自然也就具有了这个小县城的

禀赋特质：包容大气，崇尚实干，踔厉奋发，笃行致

远。城市的喧嚣，虚华干扰不了它，世俗的逐利，浮

夸动摇不了它，它兀自独立，清雅娴静，在小城的一

角迎来日出送走晚霞，默默陪护莘莘学子的青葱岁

月。最难忘的是操场上的足迹。操场就是那种四

周方方正正的空阔场子，跑道是用瓷实的黄土作底

子，撒上白色的跑线，跑道围住的中央地带，分为篮

球场和网球场。在跑道外围一侧，立着两三台乒乓

球案子，仅此而已！就是这个简单的操场，却成为

我们晨跑，课间操和自由活动时间的乐园。

我向来有早起的习惯，从不赖床，每天都是第

一个走出宿舍。当六点钟的晨跑玲声响起，其他同

学陆续奔向操场时，我已经微微出汗，在八百米的

跑道上跑了三圈。然后随着大部队继续往下跑。

师范三年，每年的冬季越野赛冠军非我莫属，冠军

的奖品仅是一双白色运动球鞋，但于我却非常珍

贵，穿上它我就会鼓励自己，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都要大步向前，不断赶超，毫不松懈。

最温馨的是同学情谊。我们舍友六人，分别来

自吕梁的汾阳，孝义，交城，文水，临县，石楼六个

县，尽管县域不同性格有别，但相处和睦融洽，几乎

天天是一起打饭一起就寝一起去教室，很有规律。

宿舍里的卫生也是人人抢着干，地板干净，玻璃清

净，暖瓶里常常满着水，绝没有其它宿舍凌乱，怪味

及不和等现象，是少有的模范宿舍。全班四十多名

同学女生占了多半，每次放假，男生都要帮女生把

行李搬腾到教室，从宿舍到教室，再从一层爬楼梯

到四层，全靠手提肩扛很是不易。女生过意不去，

遇有男生需要缝补衣物的也主动帮忙。上二年级

时的 1988年，汾阳遭遇水灾，全班同学省吃俭用主

动为我们几个汾阳学生捐款。手捧一元三元五元

凑起来的百十来块钱，无不让人倍受感动。一次上

自习课，一位同学突然晕倒，众多男生一马当先，背

的背扶的扶，及时送到学校医务室就诊，避免了意

外发生。

一次，一位孝义的左姓同学邀请去春游。我们

三十多个人骑着自行车浩浩荡荡赶往孝义市，一路

上欢歌笑语不断，引得路人纷纷侧面而看。同学母

亲第一次迎接这么多客人，显得有些手忙脚乱但又

满心欢喜，为我们张罗了三四桌饭，桌子就摆放庭

院中，菜品都是当地的特产冷拌豆芽了，炒虾酱豆

腐了，辣炒白菜了等等，主食是油条蛋汤。同学们

坐着挤着，吃着闹着，谈着笑着，感觉是最有一次胃

口的家宴，最有意义的一次旅行。虽然已记不得看

过的景物，但同学情谊切越发醇厚。

回望母校，回望曾经的葱笼景象万千变化，回首

曾经的岁月静好时节如流，不禁喟叹“胸中邱壑自生

凉，何须泉石寻佳趣。”更深深感怀“摇落深知宋玉

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不变的

永远是“自闻颖师禅，起坐在一旁”的执念和遐思！

打我记事起，就知道我有奶娘在外地——中

阳县。那时候普遍交通不便，中阳县是遥不可及

的地方。

我和妹妹是双胞胎。听姥姥讲，出生时，我

大约四斤左右，妹妹顶多三斤多。我还可以，像

个孩子，妹妹就不一样了，剪断脐带子时还不会

哭，是接生婆倒提身子，在屁股上打了几下才有

了哭声。出生前，妈妈没做过 B超等产前检查，总

以为就是正常生一个，铺的、盖的、用的等只准

备了一人份的。妹妹的到来可真是意外之喜，可

是没吃的是摆在一家人面前的超级大难题，有人

就提议把一个孩子送人。

爷爷是个老教师，结结巴巴地发号施令：“不

送人，几辈子也没有个双胞胎，奶出去，我出奶

水钱！”就这样，第三天，我奶爸来接孩子。妈妈

他们想让抱妹妹，奶爸说怕妹妹不成人，要么

“不合作了”，无奈之下，妈妈只好让抱走我。于

是，我有奶娘了。听说，我吃了奶娘十个月奶。

后来，奶娘怀孕了，我“被迫”回家；后来，只

在我两三岁左右去姥姥家时才顺便去了几次奶娘

家；再后来，一直没再联系。

本来，在我幼小的记忆里，奶娘的印象不是

很深。但家里人可没忘记奶娘，常常有意无意间

提起她。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是有奶娘的人，

弟弟妹妹也知道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有位奶娘。

那时候年纪小，弟弟妹妹们每当吵架就要叫上奶

爸奶娘的名字骂我，苦于我总不能叫上爸爸妈妈

的名字回骂他们。也就是从那时起，独处之时就

盼望奶娘来接我。我相信，在奶娘家里，所有人

都会宠着我、不骂我。这样的场景，在梦里出现

过好多次，每次都是甜蜜地笑醒。但盼望终归是

盼望，奶娘一直没来接我。无数次失望之后，我

无知到抱怨起奶娘来：谁让我有奶娘？为什么偏

偏我有奶娘？

读中专时，我认知改变了，奶娘也是娘，我

和双胞胎妹妹结伴打听地去看了奶娘一次。一见

面好亲切，“我孩子来了，‘咪细’来了！”奶娘高

兴的叨叨个不停。但是“看奶娘”这件事担心家

里人知道了会介意，所以一直保密着，也一直再

没行动。

再见奶娘是在 2016 年冬天，一天下午，我单

位刚开完年终总结会议，同事们陆陆续续从五楼

往下走，有个老太太站在楼道的角落里大声问：

“荣华在了不？荣华来了吗？”嗯？不会是我奶娘

吧？怎么居然找到单位来了，也许是因为太突然

了，也许当时是那根神经搭错了，我竟然不敢上

前认奶娘，我竟然躲闪着，“嗖地”从她面前一闪

而过，逃也似的回了我办公室。同事们告诉她：

“在呀，刚刚从这儿经过，您去她办公室找一下，

应该在。”办公室门被推开了，“荣华在了不？荣

华来了吗？”稍微镇定了一下的我，上前握住她的

手“你在哪来？”“要去陈家湾行门户，路过看

‘咪细’来了。”因为奶娘还要去陈家湾行门户，

我也一会要接着开会，那次，其实我们没有呆太

长时间，奶娘便告辞了。我把车里面的一个保暖

背心和一件秋衣给了她，又给了她二百元钱。

过了一段时间，奶娘来我家住了两三天。有

一天晚上，我洗脚时，她看见我的袜子开了个

洞，要给我补，我说可不用了，我喜欢运动，袜

子都是这样的。第二天早上起来时，发现我的袜

子已经都补好了，还有没洗过的也补好了。好感

动啊，她把我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了，所以不嫌臭。

再去看奶娘时是我孩子们也上大学之后。我

觉得应该看看奶娘去，世间可以称呼“娘”的不

多，是缘分。然而，好景不长，这样的日子只坚

持了二三年。2020 年，我应奶娘的邀请和朋友结

伴 （一个人不好意思） 去参加奶侄女生日宴会，

临回家时，同行的朋友慢慢地说：“她病了，手术

也不能做了”“谁病了？”“她呀！你奶娘！”“你怎

知道？”“刚才你奶妹妹给你送出你奶娘给你的南

瓜、小米、钱钱时偷偷跟我透露的。”我的眼泪刷

刷地滚落下来。

秋天，我又去看望奶娘，她已经睡倒身了，

一个人悄悄地在炕上躺着，没等我掀门帘进去，

奶娘就微弱地说：“是不是俺家荣华，‘咪细’来

了？”立马撑起身，问我吃饭没有？渴不渴？临走

时“硬朗”地给我装了满满两袋子西红柿、茄

子、青椒。想不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奶娘。

两个月之后，奶娘走了！

麦收时节，我又回到了故乡。

快到村口，老远就看到那棵老杏树枝头缀满半

黄的杏子，沉甸甸的。杏树下，有几颗石头正在打

盹。我走过去，拍拍它们肩膀说道，诸位醒醒，我给

你们朗诵我刚写的一首短诗：“就是这一树杏子／

昨天还是酸的／今天就变甜了／一秒钟前还是酸

的／一秒钟后就变甜了∥去年也是这一树杏子／

该酸的时候还是酸的／该甜的时候就变甜了／一

如既往”。那些石头先是眯缝着眼睛，无精打采地

瞅我，听着听着就笑了，精神头也来了。于是我坐

了下来，跟石头们唠起了村事……

那次告别故乡，我在那棵树下，挑了一颗石头

带回京城，认认真真地摆上我的书案。这颗石头长

得虎头虎脑，它背井离乡来到这里，成了我的伙

伴。很远的是故乡，很近的却是这颗来自吕梁山的

石头。这石头肯定是乡间最普通的风景，却是乡村

最智慧的一位老者。

它历经沧桑，最熟悉故乡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

情，随时能给你启迪与教导。只要跟它坐坐，你会

通晓许多的遗闻掌故和世理乡俗。石头也是故乡

的灵魂，与之面对，是一种心灵的洗礼，常常是它灵

光一闪，你的灵感之门就会开窍，笔下就会涌现一

篇一篇精美的短诗或散文。

去年二月，我开始涉足口语诗写作。不到半年

就收获了 166首新作，其中 59首很快在国内网络平

台发表，让我的创作激情再度进入井喷。这些短诗

多是源于现实生活，多是在这颗石头的眼皮底下写

成。最多时每天要写到四首五首。比如一首叫作

《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写作时间只用了十几分

钟。

全诗如下：“丈夫到井冈山／旅游去了／第三

天／就从黄洋界／发回一组照片／只见他穿一身

／灰粗布军装／头顶的八角帽／缀了一颗红星／

威风凛凛／妻子看着照片／走进了厨房／嘴上哼

起了／十送红军的曲子／就连出门遛弯儿／曲子

都挂在嘴上／只是在冲澡时／才换成了／当红军

的哥哥回来了／晚上做梦／那红军哥哥／果然就

站在眼前／他向妻子／敬了个军礼／帅帅地说／

解甲归田了／军装也已脱掉／还乡时／又换上了

／出门时这套衣装”。这首诗很快就被《诗快报》采

用，评价挺好。当我把诗作向石头展示时，石头咯

咯地笑了，说真还写出了新农村的味道。

这些年写诗，每遇能源枯竭或心中困惑的时

候，我就会面对石头静坐片刻，要么无言倾诉一番，

要么摸摸它的脑袋，摸着摸着，灵感就来了，题材就

有了，一首一首诗歌就会从笔端流淌出来。现在我

的手头，还有《正是瓜棚听雨时》《从酒乡出发》《寺

内有一池碧水》《故乡的歌谣》《2021.我的口语诗》五

部诗集，等待付梓，它们都是在这颗石头的监督陪

伴之下，像深山里的溪水，一首一首地唱着跳着漂

击而来的。

我和这颗石头，都来自黄土高原，来自吕梁山

中，相互都称老乡，都有共同的乡愁。但一颗石头

不足以容纳我的整个乡愁，它只是乡愁的一个支撑

点。在它烦躁的时候我也烦躁，在它困惑的时候我

也困惑，在它流泪想喊的时候，我也流泪我也想

喊。有时心里难活，我就摸摸石头，摸着摸着故乡

就近了，淤积心头的诸多风呀雨呀，冷呀暖呀，烦呀

躁呀，霎时就会卸去许多。

去年，我曾创作过一组《故乡的歌谣》。当我写

到“一件穿不破／弄不脏的旧衣裳／从呱呱坠地／

到落叶归根／故乡这件衣裳／一直披在游子身

上”，写到“年轻的时候／每喊一次故乡／故乡就颤

抖一下∥老了的时候／每喊一次故乡／声音就颤

抖一下”时，竟然热泪盈眶，不能自己。此刻我看书

案这颗石头，也是水湿湿的。石头也想家了，也和

我一样流眼泪了。仔细想想，人一老了，也就成了

一块安静的石头，不声不响地蹲在那里。我跟石

头，如同结在枯蔓子上的一对野葫芦，我吊在书案

的这头，它蹲在书案的那头，各自抱了双肩，靠拢取

暖。

这颗来自吕梁山的石头，是我从故乡请来的亲

戚和贵客，慢待不得。孤独发呆时想它，外出办事

时想它，逢年过节时更是忘不了它。想想它或摸摸

它，心就踏实了许多，也暖和了许多。

来 自 故 乡 的 这 颗 石 头 ，既 有 它 永 褪 不 掉 的

石 性 与 坚 强 ，也 有 老 区 人 的 憨 厚 与 柔 软 。 它 来

自大山深处，自然也熟悉回乡的路途。真担心哪

天它烦了腻了，发脾气了，会站起身来，招呼也不

打就离我而去，到村口那棵老杏树下，找它的朋

友去了。

唱词诗化
□ 梁镇川

吴海明 摄待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