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是一年国庆时。金秋时节，到处都是
喧闹的人群和归家的游子。当我搀扶着 92
岁高龄的刘长顺老人从晋绥军区司令部的窑
洞里走出来的时候，他指着司令部院里的那
棵百年老柳树，用颤抖的声音跟我讲述着当
年的往事：“记得当时我才 19岁，我们警卫班
驻地在胡家沟，离这里很近，有时我会来这里
办事。那时候，这棵柳树还没这么粗，没变，
没变……”刘长顺是临县人，八路军 120师直
属警卫连的一名战士，1941 年，他被调派到
晋绥军区司令部警卫连，在晋西北抗日根据
地最艰苦的那几年，一待就是七年，后随部队
南下入川。这次他是回来寻根的，儿子、女
儿、儿媳、孙子、外孙子一大家子陪着他从遥
远的四川，汽车、火车、再汽车，一路颠簸，回
到这里，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还能看一眼自己
魂牵梦绕的地方。所有的一切都还在，景物
在，记忆在，遥远的歌声在。在讲解员这个岗
位干久了，总会有一种说不出的归属感，每次
面对这些白发苍苍从异乡归来的“亲人”，我
的内心都不能平静。各种面孔，期盼的，急切
的，欣喜的，这些历经岁月的沧桑而不忘初心
的人，让我真切的感受到这种纯朴情感背后
的力量。

2011年，免费开放后的晋绥边区革命纪
念馆迎来了越来越多的游客。这一年，是我
做讲解员第七年，也是参加工作以来最为忙
碌的一年。这一年，新馆正式对外开放，旧址
得到全面修缮，分局旧址回收启动，牛家大院
修复前期工程展开。每天一睁眼感觉都有很
多东西要去学习、适应。仍记得，新馆刚开放
那段时间，好多设施还没有完善，全新布置的

5000 多平米的展览，需要自己去查找资料，
带着一个新来的讲解员加班至深夜，编写新
的讲解词;许多图片需要自己去查证，资料基
本都是历史文献，枯燥无比，而背诵三万余字
的晋绥边区资料是基本功，同时每天都有两
三批领导来视察新馆，检查工作。当时新旧
馆之间，衔接不畅，新的讲解员还在实习期，
无法胜任大批量大规模的接待工作，顿时感
觉压力巨大。没有节假日，每天面对潮涌而
来的游客，想着就是如何打磨讲解词，有时甚
至对自己能否胜任这份工作产生了怀疑。没
有人帮，我和新来的同志一遍遍地穿梭在新
馆和旧址之间，在充满刺鼻呛味的展厅里穿
着高跟鞋，到了旧址院里却不时的被卡脚，一
天下来痛不可支，即便如此，仍健步如飞。嗓
子沙哑，全身疲惫，却一直坚持。

很多人不明白，问我：整天重复同样的故
事，不累吗?可能他们不会懂得，当我们面对
游客期盼的眼神，讲刘胡兰的英勇、李林的悲
壮、蒋三的机智时，心中亦是澎湃激荡的;当
我们面对观众赞叹的疑问，讲牛友兰毁家纾
难为抗战、续范亭飞马告急挽狂澜时，心中是
崇敬而自豪的;当我们面对孩子们纯真的眼
神，唱响那首欢快的《快缴公粮》时，心中是充
满欢乐与希望的。这是一场逝者与生者的对
话，虽然隔着时空，却仍清晰无比。民族的记
忆，是需要温习的，讲解架起了沟通的桥梁，
伟大的民族精神得以传承。在浩瀚如海的史
料和寻找记忆的游客中间，我们连接起昨天
和今天。渐渐的，习惯了这一切紧张、快速的
节奏，当又一个秋风乍起的国庆来临时，我们
的讲解员队伍已经茁壮的成长起来。

时间不知不觉滑到了 2019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了。

这个节日注定是热闹而隆重的，举国欢
庆，万民景仰。节日的气氛渗透到每个角落，
欢乐的人群肆意挥洒着来之不易的幸福，这
个 多 难 的 民 族 正 在 崛 起 。 许 多 的 人 在 路
上，他们从异乡到异乡，从家门到彼岸，或
归来，或离去。有几个讲解员已经离开，又
有新的人进来。当刘长顺老人和我告别时，
他沧桑的脸上满是欣慰的表情，微笑着朝我
挥手，祝福。

信念从未远去，理想仍在路上。风乍起，
我听见远处景区一个实习的讲解员正在唱那
首欢快的歌曲：秋风凉又凉，谷子黄金黄，今
年收成好呀，谷满仓，全凭那八路军呀，保住
了家乡，全凭那八路军呀，保住了家乡，快缴
公粮呀，快缴公粮，叫战士们吃好了好上战场
………”

此刻唯有祝福，愿祖国强盛，百姓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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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小时候说进城，其实并不是进文水的
县城，而是祁县城。我的家乡保贤村虽然是属
于文水县，但离祁县仅十公里，而离文水城却
有十八、九公里。那时候交通不发达，一般都
是骑自行车，所以人们总会求近而舍远。正月
看红火当然也是去祁县城里。直到上世纪八
十年代初参加了工作，我才真正在文水县城看
红火。从此，便和岳村 子结下不解之缘。

回想起来第一次看岳村 子还是在三十
五、六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改革开放初期，人
们干什么事情都是劲头十足，闹起红火来当
然也是激情满满。秧歌、背棍、桌棍、翘棍、高
跷、斗龙灯、耍狮子、唢呐、锣鼓、彩车……热
闹声中突然听到一种别致的声音，这种声音
节奏感特别强，像雷声，似雨声，更像在用快
节奏朗读一首七言古风。“鈲鈲鈲鈲鈲鈲鈲，

鈲鈲鈲鈲鈲鈲鈲”，“鈲鈲鈲”的声音马上把我
吸引住了。接着一群身着绿树叶的人群，围
绕在一面树有“岳村鈲子”的旗帜的雷公鼓周
边，变换着步伐和队形，开进了表演场地。那
出神入化的表演，让人陶醉，随后的日子里，
耳畔好像总是回荡着“鈲鈲鈲”的声音。

传说，唐贞观元年（627 年）农历七月廿
六日，龙女转世于文水桑村一任姓农家，长大
后因不堪忍受继母虐待和反抗父母包办婚
姻，逃婚出走，由麻子地里骑一麻杆腾空而
去，飞至汾阳石室山黄芦岭灵泉洞修炼成仙，
世称“麻衣仙姑”。仙姑广施甘霖，造福桑梓，
家乡百姓为其筑庙塑像，世代供奉。从此以

后，每遇天旱，文水一带群众，便举行接仙姑
求雨活动，而且接仙姑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
传遍文水周边各县。每逢仙姑寿辰或遇旱
灾，当地人便“斋洁易服”，集 18 村的民间艺
术精品，前往灵泉洞“求圣水，肩圣像”而来。

长长的文艺表演队伍簇拥着求雨的人们
一路前行，走在前面的就是岳村鈲子，随后是
桥头大鼓、马西铙、土堂跑报子……敲锣打
鼓，各显其能。

祈雨祭祀最初始于夏、商。殷商之际,祈雨
活动就已风行全国，殷商卜辞中就有祈雨文。
春秋时，人们已经普遍把龙当作司雨之神进行
崇拜，并定期举行祀龙祈雨的仪式。汉唐时，祈
雨已成为承载社会一定功能的祭祀形式，并被
作为“国之大事”，这就形成了“祭祀文化”。

岳村鈲子就是在这种祭祀文化中产生发
展起来的，并成为这一带首屈一指的民间文
艺精品。岳村鈲子因表演中使用一种当地人
俗称鈲子的特制打击乐器铜质小钹而得名，
其音乐与风雨雷电浑然天成，巧妙地融为一
体，给人以无限想象。所以，古代祈雨仪式中
演奏岳村鈲子是一项重要的内容。每当祭祀
活动开始，最不能缺少的就是岳村鈲子，仿佛
没有岳村鈲子就缺少了祭祀的灵魂。

唐显庆五年（660 年）正月，武则天回乡
省亲，在并州举行盛大的赏赐及祭典仪式，岳
村鈲子带着文水乡亲的深厚情谊，赴并演奏
礼迎。武则天对家乡来的乡音大加赞赏。从
此，岳村鈲子不单纯是用于祈雨祭祀，更有了

迎宾和迎神赛社的功能。
岳村鈲子因主奏的古谱《雷公闪电》而名

传于世，其艺术特色是在演奏的声效中，以锤
猛击雷公大鼓表示惊雷，以锤轻击鼓面表示
闷雷，以锤划拨鼓边鼓钉声似余雷，雷声强弱
变化，好像雷公行云。大铙大钹的“擦击”声
模拟风的回响效果，大铙的“抛击”模拟闪电
的视觉效果，从而使整个打击乐在演奏中给
人以风雨到来之际的各种自然变化及电闪雷
鸣、风雨交加的艺术感觉。鈲子音乐使用的
乐器有小钹、大钹、大铙、雷公大鼓，因其乐器
的不同组合、独特的敲击方法和演奏姿势等
呈现出独特的音响效果。

在演奏中后排持铙者将铙向上抛击 3、4
米，最高可达 5、6 米，落下来不仅稳握手中，
而且其声仍在点子上，不误节拍继续演奏。
铙在空中发出的奇妙响声，仿佛是一道闪电
撕裂长空，形成了人天对接的壮观画卷。抛
击分“单抛击”与“双抛击”两种。“单抛击”是
在演奏中将一扇钗垂直向上“抛击”。“双抛
击”即双钗同时脱手，这需要有过硬功夫和熟
练的技巧方可掌握。

大钹具有强大、雄壮、扩散的音响特点，双
手左右赋有张力的擦击，就像风云呼啸，扑面
而来。小钹左右擦击，好似风中雨声，细雨飘
飘。还有一种是“闷击”，“闷击”也叫捂音，演
奏时两钗相对，然后轻轻一合，经双手捂击，使
击钗后的余音即刻消失，发出迅疾的“鈲鈲鈲”
之声，好似倾盆大雨，淅淅沥沥，滋润万物。

理解了岳村鈲子的各种音乐语言，更能让你
置身于风雨雷电的大自然中。随着《电闪雷鸣》

《乌云翻滚》《普降甘霖》《喜庆丰收》乐章的展开，
演员们组成“方阵”“圆阵”“群花阵”“四角阵”“菱
形阵”“八字阵”“天门阵”等多种画面阵图，融击
打乐、舞蹈、表演为一体，场面气势磅礴，雄浑激
烈，你会陶醉在这美妙的自然世界里。

后来，我虽然调到外地工作，但一直在注
视着这一民间艺术奇葩的发展。我知道它获
得第十五届“龙潭杯”优秀民间花会邀请赛金
奖，被收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近几年，岳村鈲子频频出现在各种文化
活动中，只要有机会，我都要去看看岳村鈲子
的表演并拍照。一来是其魅力使然，二来是
为我撰写《非遗吕梁》积累素材。

最近，我撰写的《非遗吕梁》一书出版
了。而这本书中的第一篇介绍的就是岳村鈲

子，因为它是我第一个真正意义上认识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换句话说，我之所以对非物
质遗产感兴趣，就是从岳村鈲子开始看到了
民间艺术的经典。

第 三 届 山 西
（汾阳·杏花村）世
界酒文化博览会在
汾阳刚刚落幕，乘
着酒博会东风，日
前，笔者淘得一本
民国时期的旧书，
名为《美味求真》，
内收录了 180 余道
粤菜常用菜谱，每
道菜做法都有详细
记录。细读之竟会
发现其中有“汾酒”
字样，作为汾阳人，
令笔者惊喜之余，
慢慢思之，收获不
小。

“粤菜谱里谈
汾酒”，其实汾酒是
很好的“调味”品。
美食配美酒早已是
惯例，二者的关系
是并列的，那美食
与美酒的交叉关系
是 啥 呢 ？《美 味 求
真》这本书的发现，
或许会给这个交叉
关系来一个注脚。
书中记载“腊猪头”
的制作方式，“……
用硝盐擦过，皮腌
至过夜取起，用大
热水洗过，挂日头
处晾晒干，用猪油、
汾酒、干酱抹匀，晒
干，入缸数日方可
食，味香爽……”，
从这里可以看出，
汾酒已经成为很好
的“调味”品，可令
美味香爽。有意向
的厨师不妨恢复这道美食烹饪技
艺，让众多“吃货”品尝品尝百年前
的美味“腊猪头”。

“粤菜谱里谈汾酒”，其实汾酒
在南方早已畅销。该书在“棋子鸭”
条目下写到，“用鸭肉、火腿、天津葱
头……以绍酒、姜汁、白油、熟油、汾
酒少许拌匀……用猪肠去膏衣将鸭
肉入内烧熟……”，一道菜出现两大
名酒即绍兴酒和汾酒，难能可贵。
据史料记载，在清代中期，中国最知
名的酒只有两种，即“南绍北汾”，南
方是绍兴酒，北方是山西汾酒，《美
味求真》菜谱中出现的绍兴酒、汾酒
也很好地佐证了这一点。据统计，
该书菜谱所需料酒百分之八九十属
于“绍兴酒”“姜汁酒”，但是汾酒也
占有一片天地，诸如“神仙鸭”“腊猪
肠”等菜品中也提到用汾酒烹饪的
记载。究其原因可能是汾酒清香的
品质，做出的美食味道更佳吧。同
时从市场传播的角度不难看出，当
时汾酒不仅畅销到南方广东等省，
而且已经渗透到当地百姓日常生活
中，成为生活调味品。另一层面说
明汾酒的功用之广、成名之久、传播
之远。

据考证，《美味求真》一书是清
代一位署名红杏主人的美食家于光
绪十三年（1887）食遍广州酒楼食肆
后，编写的关于广东省的第一本菜
谱，被称为粤菜第一书，是粤菜的记
录和见证，是当时粤菜厨师随身携
带的厨房秘笈。据有关资料反映，
该书在清末至民国初年在广州、佛
山、香港等地出版过。

残书一本，历经岁月洗礼保留
至今，实属不易。它既是区域美食
文化的记录者，也是汾酒源远流长
的见证者，意义匪浅。

我的国庆 永远的红色情怀
□ 康彦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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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岳村 子
□ 梁大智

岳村 子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