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 城
拾 零

责编：程 云 审读：金培满

2021 年 10 月 27 日 星期三08 灌河源商城时报[ ]

总编室 ：6203145 记者部 ：6201407 广告经营许可证编号 ：信市监广发 [2019]003 号 发行 ：全市各县 （区 ）邮政局 、乡 （镇 ）邮政所 印刷 ：信阳日报社印刷厂 地址 ：信阳市河区金牛山产业集聚区印刷物流园 月价 ：23元

� �花轿到门前（下）

李少军

�三
直到 20世纪 80年代末， 商城县文化馆的余水老

师为抢救商城民间文化遗产找到奶奶。 说是要给奶奶
出版一个专辑，电视台也来了，让奶奶把会唱的民歌全
部唱出来。 还要求化妆、换服装，还要有灯光、道具等。

奶奶快 60 岁的人了， 当着一帮年轻人再去表演
几十年前的爱情节目，还真是有点不好意思。 但奶奶
年轻时毕竟上过舞台，很快就找到感觉进入角色。

在文化馆正式录像那天我去了，当时还有个节目
单，大多是情歌。 譬如《手扶栏杆叹十声》《送郎当红
军》《茶妹子》《栀子花开》《火绫子》《花伞舞·游春》《花
挑·大头和尚逗柳翠》《小对歌》《对花》《二十四表》等，
当然也有《花桥到门前》。

后来文化馆有个年纪大的老师说，年轻时候看过
奶奶唱的《十二月探妹》特别好听。于是大家一起鼓掌
让奶奶唱。余水老师还打电话找来县歌舞团的一个老
琴师给奶奶伴奏。

歌词大概是这样的：

正月里探妹正哪月正

我和我的干妹妹观啦花灯

观灯都是假啊呀妹妹呀

和你散散心啦咿呀哎嘿哟

二月里探妹儿龙抬头

我瞧见小妹妹坐在大门口

打你门前过呀妹妹啦

为啥不理我呀咿呀哎嘿哟

三月探妹儿三呀月正

我和小妹妹下呀江南

江南有灯船呀妹儿啦

我把心来担呀咿呀哎嘿哟

四月探妹儿四呀月八

我和小妹子摘黄瓜

大的一鳰长啊妹儿啦

小的才开花啦咿呀哎嘿哟

五月里探妹是呀端阳

糯米粽子拌呀白糖

双手递给你呀妹儿啦

送给你尝一尝呀呀哎嘿哟

六月里探妹儿三啦伏天

我和干妹妹肩呀并肩

手拿鹅毛扇啦妹儿啦

我替你把风扇啦咿呀哎嘿哟

七月里探妹七呀月七

天上的牛郎会呀织女

隔着天河水呀妹儿呀

不能在一起呀咿呀哎嘿哟

八月里探妹是呀中秋

月饼、西瓜和呀石榴
还有几块钱啦妹儿啦

留给你过中秋呀咿呀哎嘿哟

九月里探妹是呀重阳

我和我的干妹妹入呀洞房

打开红罗帐呀妹儿呀

你浑身桂花香呀咿呀哎嘿哟

十月里探妹儿小呀阳春

我和小妹子房中诉衷情

柔情甜如蜜呀妹儿呀

凉水点着灯呀哎嘿哟

十一月探妹儿下呀大雪

绫罗绸缎唔呀不热

今天天不早呀妹呀

就在你家歇呀咿呀哎嘿哟

十二月里探妹儿整呀一年

你的那个小妹子肚大腰又圆

探了整一年啦妹呀

再也不能探呀咿呀哎嘿哟。

奶奶唱到动情处还湿了眼睛， 也许是想到了什
么。余水老师激动说，这才是真正的民间艺术，也是今
年收集最好的商城民歌。

四

2001 年 5 月，河南民间文学普查。 商城县是歌舞
之乡， 河南省文化厅要求商城县文化局拿一个好节
目，参加全国民间文学艺术汇演。 时任文化局创作室
主任的余水， 接通知后翻阅了所有的商城歌舞剧，之
后又找到奶奶。

因为余水老师在商城县志里看到了 1947 年奶奶
和李大海表演的《花桥到门前》剧照，根据文献记载当
时是空前绝后。他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想让 71 岁的奶
奶通过回忆，再现她当年 18 岁和李大海演出的场景。

可奶奶 71 岁了，腰不好，但奶奶答应当顾问。 于
是把县歌舞团的男女演员都叫来，让奶奶挑选他心中
的李大海和 18 岁的她。

奶奶当时选中了扮演李大海的演员琪琪，但心中
的自己好像不太满意。 有个女演员开玩笑说，奶奶你
看我像你年轻时候吗？ 奶奶开玩笑地说，你可没有我
年轻时候漂亮。 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余水老师说，你奶奶可能是想按她年轻时候标准
来找，因为琪琪很像照片里面的李大海。 事实证明余
水老师的判断是正确的。

第二天，奶奶突然说想回一趟娘家，她说十几年
没有回娘家了。于是我开车陪着奶奶去了河凤桥乡张
老湾的一个村子。

奶奶和娘家几个老太太寒暄了一天， 傍晚时分，
我们正准备回去时候，一个骑自行车、扎着长辫子的
小姑娘放学回来。 经过奶奶面前时， 奶奶突然叫一
声。 那女孩子一回头，奶奶说就是你了，你就是我，我
就是你。

女孩子蒙了，这时候表叔出来对女孩子说，还不
叫姑太？

原来小女孩是表叔的孙女，乳名丹丹。 按辈分叫
奶奶姑太。

奶奶这时候说明了缘由，原来丹丹长得极像年轻
时候的奶奶。 这时我才明白奶奶回娘家的原因。

就这样，在奶奶的指导下，由琪琪和丹丹担任男
女主角、李鸣凤演唱的歌舞剧《花桥到门前》，经过一
个多月的排练， 终于在全国民间歌舞汇报演出中，荣
获金奖。

没想到 71 岁的奶奶在晚年还成功做了一次 “编
外导演”。 此版本在大别山区已经形成固定版本流传
下来。

奶奶 80 岁那年的正月， 我陪着她在崇福公园散
步，看到了和谐社区在演《花桥到门前》，奶奶看一会
儿眼睛湿润了。也许这一刻她又回想到了自己年轻时
候，也许她又想起了 1947 年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2019 年国庆 70 周年前夕， 我用轮椅推着奶奶在
县人民剧院再次观看了《花桥到门前》《八月桂花遍地
开》等节目。 那也是奶奶最后一次出来。

2019 年 7 月，余水老师编了《商城文艺三百家》一
书，还把奶奶编进去，有诗为证：

歌醉京都誉百灵，
乡音不灭苦传承。
民间文化留根脉，
爱在商城一片诚。

（完）

两位老师改变了我
王 卿

� � � � 两位老师改变了我，一个是南怀瑾，另一个
是季羡林。

在我想一窥写作的法门而不得的时候，南怀瑾
出现了。他在《论语别裁》里说：“写作，先不要怕，只
管把自己的所想写下来，写完之后再修改。 ”

他的话让我深以为然，从此，我算是真正不
惧怕写作了。 所以，对于怕怎么开头、怎么结尾、
怎么行文，皆一扫而空。

虽然那时我的写作仅限于写日记，但是南怀
瑾的话和它们对我的启示，使我受用无穷。

都说隔行如隔山， 从写日记过渡到写文章，
我用了许多年时间。 到如今，我仍然是看到关于
读书的文字就有兴趣，而看怎么写文章的文章少
有满意的。 所以仍然尊南怀瑾为老师。

如果一篇文章扎眼， 我想是没有读的必要
的。如果文从字顺，则差也差不到哪里去。我以前
的日记就是这样，看起来让人不舒服，觉得思想
有点浅薄。 所以一一烧掉。

如今仍然在写文章，则是从头再来。
南怀瑾的话，让我从渴望写出文字、但又不

知从何开始、写些什么中解放出来。所以，我以他
为改变我的第一位老师。

经过近两三年的练习， 我渐渐有了自己的
一些作文方法， 但仍是部分跟过去读过的一些
写作方法暗和。 诗歌试过，小说写过，散文作过，
仍觉得散文最符合自己的性格，也最拿手。 没有
去想成为南怀瑾那样的大师， 只是一步一个脚
印地去写。

但是遇见南怀瑾，犹如遇见了自己的一位贵
人。 从爱慕写作，到敬畏写作，到实现写作，今天
看来，我从南怀瑾那里受益颇多。

改变我的另一位老师季羡林。 他的经历丰
富，文章亲切温暖。 他常说他写了很多千字的文
章，我无形中把它继承下来了。 我每篇文章总写
千字以上，少了就总觉得缺了些什么。 世事洞明
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他虽然是个专家，但是
文章丝毫没有学究气，给人的倒是平和、安稳的
感觉。

他说过他的妻子可能一辈子也搞不懂他所

从事的事业， 而且在他看来她从没有过一句谎
话，这无形中给了我积极的影响。 即明白了家庭
中“信任”的重要性。

日常生活何尝不是如此。“信任”首先来源于
内部，自己有了生活的支撑点，何尝不会心胸开
阔呢。 这个支撑点，有时可能是文章中的三言两
语，有的可能就是听谁的几句话。 如果一味栖栖
惶惶，患得患失，恐怕很难得到内心的平和，心灵
的安栖。就是季老师教会了我思想上要走什么样
的路，文章是什么样的才是好文章。

有了这两位老师，我想我是幸运的。 他们给
我的影响很大。感谢能有这样两位未曾谋面的老
师，让我看到作文上的希望，让我敢于用自己的
思想发言。

妙妙笔笔
人人生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