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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关注“京晚江花”
把美文读给你听

■■ 文/祝诚

《《华山畿华山畿》》::

一首爱情曲一首爱情曲 传唱千余年传唱千余年
■ 文/周京浩

张老圩轶事张老圩轶事
■ 文/禇发云

套数【南吕】四块玉北·牵挂
（续二）
王实甫

【感皇恩北】呀！则落得雨泪盈腮，多应
是命里合该。莫不是你缘薄，咱分浅，都一
般运拙时乖。怎禁那搅闲人是非，施巧计栽
排。撕撏碎合欢带，硬分开鸾凤钗，水淹塌
楚阳台。

【针线箱南】把一床弦索尘埋。两眉峰
不展开，香肌瘦损愁无奈。懒刺绣，傍妆台，
旧恨新愁教我如何捱？我则怕蝶使蜂媒不
再来。临鸾镜也问道朱颜未改？他早先改。

运用顶真修辞格，是元曲“巧体”之一。
它要求曲文下句的首字词或词组，正好是上
句的末字词或词组。这样产生蝉联递接、层
层推进的艺术效果与遣字趣味。本套即有
此特色。比如【骂玉郎北】末句是“羞惨惨花
慵戴”，下曲【东瓯令南】首句便是“花慵戴，
酒慵酾”。但是，由于本套各曲大多使用顶
真格来前后衔接，易导致呆板，故在强调意
脉承接的同时，也略作微调。如首3曲的顶
真格运用即如此。

【感皇恩北】便以一个感叹词“呀”开头，
然后再用顶真格行文，写苏卿哀叹命运弄
人，缘分浅薄：“则落得雨泪盈腮，多应是命
里合该。莫不是你缘薄，咱分浅，都一般运
拙时乖。”这就从命运和缘分两方面言身处
逆境的缘由。古人追究成败之因由，大多如
此感叹。

除自身外，还有身外的缘由吗？有的：
“怎禁那搅闲人是非，施巧计栽排。”这两句，
就很带有双苏故事的特征了。“搅闲人是
非”，指原本仅是当事人之间的是非，却被他
人从中“搅”三弄四。“王剧”中【上小楼】曲就
写道：苏卿“受了些老母严，女伴们（口店）”，
这就是典型的“搅闲人是非”。再说“施巧计
栽排”。熟悉双苏故事的读者就更清楚了。

“王剧”中【十二月】曲就写道：“这厮把莺花
来热粘，俺娘将财礼钱忙拈。”这正是以钱猎
色；甚至还有作品写冯魁“把一封正家书改
做诈休书”，致使苏卿中了“离间计”——“误
走上（冯魁的）茶船”，真是“施巧计”来“栽
排”。这更使我们相信，本套写的确实是双
苏。这一切的恶果便是：“撕撏碎合欢带，硬
分开鸾凤钗，水淹塌楚阳台。”这组鼎足对，
连用3个比喻：一喻象征男女欢爱的丝带被
撕扯得粉碎。“撏”，扯也。二喻女性头饰镂
绘有鸾凤图形的发钗被硬生生地拆散。三
喻简直像大水淹塌了“楚阳台”——二人当
日的幽会地。

面对如此困境危局，【针线箱南】曲就写
苏卿的更加哀叹：“把一床弦索尘埋。……
旧恨新愁教我如何捱？”。“弦索”，指金元时
期北方演唱者所用三弦、琵琶等弦乐器，一
般多指北曲。这是她的擅场，但也无心摆弄
尘埋了。因她更忧虑双渐：“怕蝶使蜂媒不
再来”。故末句用设问的句式，写她“临鸾
镜”时不禁自问道：“朱颜（改）未改”？自答

“他早先改”！情致哀婉感人。
既然明确了写的是双苏，读者的关注心

理就更强烈了。

1970 年 6 月，正在某部后勤处运输
队任文书的我，接上级通知，携个人物
品，打起背包，佩戴手枪，到合肥大蜀山
军部参谋教导大队报到。

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后，全国地
方高等院校全部停止招生。军事院校
中，除了培养飞行员的少数空军航校还
在正常运转以外，其他院校也已经停
办。各级教导队成为培养部队基层干部
的主要途径之一。

来自军、师、团三级机关的作训、军
务、侦察、通讯、炮兵、防化、工兵、战勤等
各专业的现职参谋60余人在合肥大蜀山
军部教导大队集结，在这里接受为期3个
月的参谋业务系统培训。

大蜀山海拔284米，位于合肥市正西
方，距市中心 10公里。山上山下均被森
林覆盖，树木苍翠，郁郁葱葱。教导队就
在半山腰的茅屋中，号称“草棚大学”。
在这里我们完成了主要教学任务，最后
的阶段，将走出营区，向西南方向沿肥西
一线，演练行军作战、识图用图、兵种协
同、通讯联络等作业。

肥西县，典型的丘陵地貌。50多年
前，这里还比较闭塞，经济相对落后，但
民风淳朴，热情好客，盛产原生态的农特
产品。当时就有顺口溜“肥东到肥西，买
只老母鸡”，可见肥西老母鸡名气之大。
依现今标准，就是绿色天然农产品了。
参训队野营训练的第三天，宿营张老圩。

记忆中，那天到达张老圩时，有种柳
暗花明又一村的豁然开朗感觉。紫蓬山
下紫气东来，张老圩畔山环水抱，生态环
境极好。圩门外两棵高耸入云，形如巨
伞的悬铃木，历经 100多年岁月，依然峻
秀挺拔，俨然成为张老圩的象征。树上
数不清的鸟巢，成百上千只白鹭绕树翱
翔，云集栖息，蔚为壮观。此情此景，如
入仙境。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一支以江淮子
弟为骨干的军政力量曾深刻影响了清末
民初几十年间的国祚，这就是晚清李鸿

章创建的淮军。散落在肥西县的张老
圩、刘老圩、周老圩等上百个圩堡，便是
当年淮军团练的根据地。

史料记载，以周公山、大潜山、紫蓬
山为中心的肥西团练武装，凭借其有利
地形，曾给太平军、捻军造成很大威胁，
连太平天国后期名将陈玉成、李秀成都
惧其三分。“相戒，勿犯三山”（合肥张氏
族谱《张荫谷墓表》）。

这些遗留的圩堡在抗战时期也起到
过重要作用。1938年合肥地区沦陷后，
重建的合肥县府址和主要抗战根据地就
设在张老圩。

肥西圩堡群中走出了不少历史文化
名人。张老圩是淮军的实际组建者，后
期官至两广总督张树声的故居。还有威
震海疆的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出兵朝
鲜，屡战日军的直隶提督叶志超；抗日保
台的福建陆路提督唐定奎等都是肥西圩
堡出身。1948年秋杨振宁回国探望老同
学，就在肥西唐老圩与唐德刚相聚。民
国时期有“张氏四兰”：大姐张元和，昆曲
名角顾传玠夫人；二姐张允和，语言学家
周有光夫人；三姐张兆和，作家沈从文夫
人；四姐张充和，耶鲁大学傅汉思教授夫
人，也是张老圩家族的后裔。

这些淮军将领的圩堡群故居四面环
水，外观有碉堡箭楼，坚硬不侵，圩内又
如同庄园，瑰丽无比，犹如一颗颗明珠，
镶嵌在青山绿水之中，闪烁着智慧的光
芒。

参训大队行军至张老圩宿营后，已
是夕阳西下。极目远眺，在似火晚霞中，
由远及近飘来白云朵朵。那是大批鹭鸟
归巢。充满生机的天空，把人们带进一
种人和自然极为和谐的境界。

有资料说，合肥地区的古树名木，九
成栖居在肥西。古树被称为树中珍品，

“活的文物”。它们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
证者。张老圩现在的悬铃木还是那样苍
劲挺拔吗？树上栖息的众多白鹭还是那
样悠然自得吗？有机会一定再去拜访！

自古至今，描写爱情的曲子很多，为
何一首南朝乐府民歌《华山畿》能成为千
古绝唱，传唱千余年而不衰？近日，笔者
赶往华山畿的传说发源地——镇江新区
姚桥镇华山村一探究竟。

素有“江南第一村”美誉的华山古村
落，民间传承文化十分丰富，有省、市级
文物保护单位及非遗项目十多个，如华
山庙会、太平泥叫叫、虎头鞋等。备受文
史界、考古专家关注的《华山畿》，讲述了
一对青年男女追求自由爱情无果、最终
以身殉情的悲情故事。虽然神奇而近乎
怪诞，但男女间所表现出来的矢志不渝、
坚毅执着的至爱深情则是惊天动地、震
撼人心的。

谈起《华山畿》，86岁当地村民、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华山畿传说代表性传承人
解小祥最有发言权，他声情并茂地讲述
了华山畿传说的来历。据宋人郭茂倩

《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载，南朝宋时
南徐一士子，从华山畿去云阳，恋上客舍
一女子，姻缘无果，抑郁相思，吞食蔽膝
而死。柩车经过女子家门，牛不肯前。
女感其至诚，妆毕对棺而歌，棺应声开，
女遂纵身入棺，乃将两人合葬。

“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
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家住花
山村古街、71岁村民王月芳，用当地方言
现场演唱了这段经典曲目。演唱者一字
多音的技巧运用、沙哑声中略带哭腔，再
加上转音、辅助音等频繁的运用，仿佛将
笔者带回到华山畿爱情悲剧的发生年
代，催人泪下。该曲是《华山畿》组曲 25
首中的第一首，描写南徐士子与华山女
子的爱情悲剧，是历来为人们称颂的南
朝吴地情歌之杰作。全曲谐音双关，自
然成韵，比喻夸张，节奏明快。遗憾的
是，至今没有留下文字曲谱。能否给《华
山畿》以曲谱（简谱或线谱）的形式呈现
出来，这应该是关注《华山畿》传承与保
护的热心人和音乐专家们继续探讨的课
题。

据了解，为了加大对《华山畿》和华
山畿传说保护力度，当地政府在对南北
朝古墓发掘原址修建了“华山畿文化公
园”，现留存着一座2013年重建的神女冢
（当地称“玉女墩”）。据说这神女冢里长
眠的是民间传说故事《华山畿》里的神
女，是《梁祝》故事里的原型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