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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数【般涉调】哨遍
杨立斋

张五牛、商正叔编《双渐小卿》，
赵真卿善歌。立斋见杨玉娥唱其曲，
因作【鹧鸪天】及【哨遍】以咏之。

【鹧鸪天】烟柳风花锦作园，霜芽
露叶玉装船。谁知皓齿纤腰会，只在
轻衫短帽边。啼玉靥，咽冰弦，五牛
身后更无传。词人老笔佳人口，再唤
春风到眼前。

描写双渐小卿爱情题材的元曲
很多，但反映演唱这一故事情景的作
品尚不多见。杨立斋该套数填补了
这一空白，其文学与史料价值不可小
觑。

为了说明写作缘起，其小序指
出：“张五牛、商正叔编《双渐小卿》，
赵真卿善歌。”史实是，当初张五牛创
编了《双渐小卿》的演唱本。张为南
宋绍兴年间文士兼艺人，是“唱赚”这
一曲体与唱法的首创者。而后，商正
叔予以“重编”，加工完善。商名衟，
金崇庆进士。而当时的名角赵真卿
就以善唱该作品而名噪曲坛。如今，

“立斋见杨玉娥唱其曲，因作【鹧鸪
天】及【哨遍】以咏之。”原来今天又有
一位说唱演员杨玉娥就此翻唱新声，
故特咏之。据元·夏庭芝《青楼集》所
载：赵、杨皆“善唱诸宫调”。可知张、
商二人所编创的说唱，很可能就是

《双渐小卿诸宫调》，与董解元的《西
厢记诸宫调》是同一体裁，可惜今已
不传。

为此，他在序末作【鹧鸪天】曲以
记其盛：“烟柳风花锦作园，霜芽露叶
玉装船。”开头这一对偶句，实为互文
见义，是说当时被叫作“瓦社勾栏”的
演唱场所花团锦簇、四季美景，道具
十分精美。“玉装船”，既是道具举例，
又是下文伏笔。因为双苏故事中一、
二号男角，双渐乘“画船”与冯魁坐

“茶船”，均离不了这“船”，故特予拈
出：道具船用金玉装饰。这不仅招揽
了观众，也吸引了读者目光。“谁知皓
齿纤腰会，只在轻衫短帽边。”原来这
些明眸皓齿、纤腰檀口的女演员正会
聚在“轻衫短帽”的观众近旁。跨进
园去，便可看到赏心悦目、唱念俱佳
的演唱。何乐而不为呢？须知：“啼
玉靥，咽冰弦，五牛身后更无传。”可
见在张五牛身后已“无传”了，今日能
听到杨的演唱，甚是难得。“啼玉靥”，
是说杨演唱时入戏颇深，含泪伤心的
情状；“咽冰弦”，则是指伴奏的弦乐，
表达出“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
声暂歇”的幽咽之声。这歌声，这乐
声，交响互动，催人泪下。读到此，我
们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如此动人的情景，他要借助“词
人老笔佳人口，再唤春风到眼前。”意
谓他要把张、商的精美曲词和“佳人
口”的演唱实录下来再现出来。“春
风”者，双渐苏卿风华绝代的爱情故
事也。

双渐苏卿爱情故事，不仅有“元
曲四大家”关白马郑和王实甫等人的
名家创作，而且有张、商等人编创说
唱广为流传，还有赵、杨等人爆红表
演。这些事实充分表明，双渐苏卿爱
情故事的元曲传播，真是盛况空前、
腾播众口。 （祝诚）

黄色鸭舌帽
黄色紧外套
我的装束
带上水杯和面包

我曾是十分爱美的少女
蝴蝶结打上长长的辫梢
胸襟上绣着荷花苞
记得一群小伙伴嬉闹
转眼间人妻人母步入年老
爱美的心还怦怦地跳
对镜好细瞧
涟漪泛起的额上
抹一点雪花膏

人老少女心未老
我为家乡装扮靓丽美貌
汗水流淌冲刷了疲劳
清澈澈的小河整洁的大道
淡妆素裹更妖娆
谁不说俺家乡好
可阳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
鲜花丛里有杂草
我常捡起乱丢乱抛
不 那是失去的良知给人的
烦恼
我真为他们害臊
有乱丢乱抛
就有我们的弯腰
尽管一丝埋怨 些许牢骚

公德不是脸谱 口号
化作明镜自个儿对照

我热切期盼着
久久地思考
若人人自觉地成了普通的我
我当上一名志愿者
再送家乡一个俏
偶有捡起弯腰
可那不再是乱丢乱抛
阳光下人们欣喜地看到
一个曾经的环卫女工的脸上
荡漾着灿烂会心的笑

上周回乡下老家给叔叔
祝寿，回程的时候，婶娘拎来
一袋玉米糁子，堂弟又搬来
两只大南瓜，往我车子后备
箱里塞。堂弟说，糁子是东
北黏玉米磨的，南瓜是“海南
瓜”，很好吃。他说，现在的
五谷杂粮都是新品种，吃起
来的口感完全不是原来老家
那些土品种的样子。

这些年，我每次回老家，
后备箱里基本都被塞得满满
当当的，什么玉米糁子、大麦
片、南瓜、萝卜、山芋，甚至还
有新鲜蔬菜，应有尽有，曾有
不知情的人以为我是做买卖
的。

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
始，我们餐桌上的主食品种
慢慢起了变化，细粮越来越
少，而粗粮的分量却在不断
增加，以至于现在粗粮和副
食品几乎成了餐桌上的主
角。

对于我们出生于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的人来说，对粗
粮的印象是磨灭不了的，而
且怀有一种难以忘却的情
感。

在我的记忆里，从懂事
时起，我家的餐桌上很少有
纯细粮做的饭，大都是玉米、
麦片、南瓜等粗粮和副食品，
即使吃上米饭，掺在里面的
南瓜、萝卜和山芋也是占了
多数。要想有所改善，只有
等到过年过节，或是来了客
人 的 时 候 ，才 能 吃 上 白 米
饭。那个年代，大人们参加
生产队集体劳动，挣的是工
分，劳动效率不高，粮食产量

也不高。到了年底，生产队
收获的粮食绝大部分都交了
公粮，能分配给各家各户的
稻谷、小麦，根本不可能让你
放开肚皮吃。所以，必须计
划好，平时用粗粮和副食品
代替主食掺着吃，哪里舍得
随便吃细粮？

那个时候，用粗粮做饭
也不像现在做得那么精致，
那么多的花样。做饭很简
单，要么是搅糊糊，我们家乡
叫作糁子粥；要么是贴饼子，
这样做费粮食，已经有点奢
侈了。用南瓜、山芋、萝卜等
副食品做饭更是简单，要么
放在水里直接煮，再稍加一
些麦粉或玉米糁子；要么用
蒸笼隔水蒸一下，熟了就可
以吃了，根本没有什么讲究。

我们天天吃用粗粮和副
食品做的饭，别说什么没胃
口了，有时硬是咽不下去，只
觉得噎嗓子。每到吃饭的时
候，妈妈总是哄着我们多吃
点儿，生怕我们会饿着。我
妈妈是持家的好手，她总是
想法子让我们吃好，吃稀饭
少不了咸菜萝卜干，吃干饭
总要想办法用青菜、韭菜之
类的蔬菜烧个汤。饭太干了
难以下咽，用汤泡一泡，也就
灌下去了。

中学毕业，我参军离开
了家乡。爸爸在给我的来信
中说，我参军后，家乡的面貌
很长时间没有什么大的变
化，直到实行联产承包责任
制，农田分给农户耕种，打破
了大锅饭，农民种地的积极
性才调动起来，干起活来特

别卖力气，想方设法给庄稼
施农家肥，年年收成都很好，
粮食产量比以往增长了一
半 ，后 来 又 增 长 到 一 倍 以
上。从此，农民每天都可以
吃上大米饭了。粗粮和副食
品退居二线，一般都用于喂
猪养鸡鸭，甚至吃不完的稻
谷和小麦，也实施粮食转化
工程，用来养猪产肉。那些
年，我每次回老家，爸爸妈妈
总是搬一袋大米放到我的车
上，他们说，细粮多了，大米
也不值钱了，带点回去省得
再去超市买了。

真是“三十年河东，四十
年河西”，形势的变化总是在
不经意间。如今生活好了，
吃腻了大鱼大肉的人们，竟
然又想起了粗粮和副食品，
时不时地惦记着吃上几顿。
电视和报纸上食疗养生节目
和文章大行其道，在积极倡
导人们多运动的同时，要多
吃粗粮、素菜等绿色健康的
食品。我去超市购物时发
现，原本比较冷清的粗粮柜
前，竟然人头攒动，购买粗粮
的人多了很多。营业员介绍
说，近几年粗粮销售量连年
翻番。我的几个同事也告诉
我，他们出于健康饮食的考
虑，对每周吃粗粮的次数和
品种，每顿吃的量都进行了
安排。

细细想来，虽然吃的是
同样的粗粮，但吃的味道、吃
的感觉却是大相径庭。这说
明，今天的日子确实是比过
去好过了，今天的饮食比过
去也是更科学更健康了。

粗粮当家粗粮当家
■■ 文/施云桂

乡间环卫工乡间环卫工
■■ 文/丁基荣

当村镇常态化管理后，常有一群活跃在乡间的环卫工，大多是六十开外的妇女。她们
没有太多的文化，也没有什么技能，进厂务工较困难。看到她们辛苦的身影不禁心生怜悯
和敬意。诗记而颂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