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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祝福
文/卢宏慧

今年的三八妇女节，我分别给
夫人、女儿、丈母娘、妹妹发一个红
包，每人 38元，并祝她们节日快乐！
钱虽不多，但代表了我的一份心意。

第二天是周六，按照夫人的安
排，早上十点我和夫人一起出门，去
妹妹家搬运一些桌椅。由于部分桌
椅板凳需送到距离镇江市区25公里
远的平昌家中，所以几个来回下来，
直至下午五点才忙完回到镇江，中
午饭也是两人在平昌点了外卖简单
解决的。回到镇江住宅小区后，又
将几张桌子从地下车库走楼梯搬上
四楼家中，两人着实已累得够呛。
我们俩戏称道，这个三八妇女节周
末放假过得好比五一劳动节。不过
当天夫人安排的任务全部完成了，
两人心里还是感到一阵开心。

在平昌家里，有一张旧竹椅，这
张椅子在我家中至少有四十年的时
间，具体时间我不记得了，只知道是
在我小时候就有了。这张竹椅究竟
是在集市上买的，还是舅舅家做的，
我已记不清楚。但我想大概率应该
是舅舅家做的，因为舅舅家以前就
是做藤椅、竹椅生意的，是个手艺
人。以前家里藤椅、躺椅也都是舅
舅家做好送过来的。母亲在世时曾
经说过，不过那时候不在意，左耳朵
进右耳朵出，没放在心上，时间一
长，现在倒也不敢完全确定。

由于老房子拆迁，原来老家的
许多物件都被处理掉了，唯独这张
旧竹椅被母亲带在身边，跟我搬了
几次家。有一次差点因为椅子实在
老旧摇晃，家人准备将其扔掉，我没
有同意，将其重新整过后保留了下
来。当时也不曾想到，这张老旧竹
椅，现在倒成为母亲留给我的唯一
老物件，成为我睹物思母的一个旧
物件。

我以前总喜欢将竹椅放在阳
台，没有事时会坐在椅子上看书喝
茶。母亲后来是在平昌家中离世
的。母亲去世后的这几年，我一直
住在镇江市区。平昌的拆迁房我装
修了一下，屋子里全是新的家
具。唯独这张旧竹椅，我一直舍
不得扔掉，被我放在装修好的平
昌家中阳台上，替我陪伴着母
亲。我和夫人商量好了，再过几
年，我俩就会常住在平昌家里养
老，尽情享受退休生活。到那时，
我就会常坐在这张竹椅上喝茶
看书，带着对母亲的眷恋之情，
读书给母亲听，如同以前一般。

当我看到这张旧竹椅时，
不由想到了母亲。三八妇女
节，虽然我无法转送母亲一个
微信红包，但我依然会在心里
转送过去对母亲的节日祝福，
祝母亲妇女节节日快乐！我
也相信，母亲一定会收到儿
子的这份祝福，也一定会笑
得很开心。

下午要回镇江了，上午准备出去
漫步。去哪里呢？徘徊在公交站，最
后还是上了 K006 路车，到圌山脚下
玩。

公交车行驶在宽阔的公路上，只
见车子在前进，公路在延伸，春色美景
犹如一幅幅画一掠而过，来不及慢慢
欣赏，只知一路上清新的空气伴着美
景令你目不暇接。不知不觉间，圌山
公园到了。我下车就沿着宽阔的捆山
河南岸一直往东跑。虽说已到春天，
但春寒料峭乍暖还寒。春风也不那么
温柔，直往衣领、袖子里钻，真还有点
寒意呢！

捆山河是以前为防山洪暴发依山
开挖出来的一条人工河。河水从南面
太平河流入，一直往北，在圌山脚下转
弯向东，然后向北流入长江。河两边
是高高的汉白玉似的栏杆，河边杨柳
依依，婀娜多姿随风起舞。一簇簇粉
红的樱花，一片片海棠花、迎春花不断
映入眼帘。河面上清澈明亮的河水碧

波荡漾，缓缓地流向远方。
来到河边一处高地。我放眼远

方，南边那是我的故乡，现已是万顷良
田。只见辽阔的原野上一片片嫩绿的
麦苗，一片片金黄的油菜花，黄绿相
间，绿的碧绿，黄的金黄。这哪里是田
园风光，简直就是流淌的油画！眼前
山脚下这条由西向东宽阔的公路两旁
及公路中的绿化带上，樱花、茶花、迎
春花、海棠花迎风绽放。那一个个球
状、一片片、一条条的不知名的植物群
姹紫嫣红，一片芬芳。这圌山脚下的
公路宛如一条彩带飘落于此！

抬起头，只见跃过长江越过五峰
山凌空而来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就
像两条巨龙遨游长空。我在此驻足约
一刻钟，已见数列动车风驰电掣而
过。这是动车不是火车！没有冒着浓
烟喘着粗气的火车头，没有巨大的机
车轰鸣声。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
睛和耳朵，动车竟然如此轻巧，如此漂

亮，车速如此之快，它身如矫燕穿梭而
过驰往远方。

过桥，折回向西到山脚下，来到了
圌山公园。这公园三面环山，内有一
条弯弯曲曲的小河，仰望可看到山巅
那高高耸立的报恩塔，山梁上躺卧着
一条巨龙似的木栈道，蜿蜒曲折，顺势
而下，直往东而去。此公园依山傍
水。园内彩色塑胶道宽阔且漂亮，路
两旁的路灯造型也优美，水面上还有
座拱桥。园内各种景观应有尽有，在
此漫步，无论从何处何角度看，目之所
及有山有水有景。

在依山傍水的山坡上，有序排列
着一辆辆漂亮的房车。供游人乐而忘
归时，在此休息享用。也许是早晨，游
客们还未到，这里显得特别空旷宁静，
有点恍如隔世、世外桃源之感……“春
风又绿江南岸”，圌山的风光会随着春
风的轻拂越来越明媚动人！

圌山脚下
文/爱泉

本报记者 竺捷

近日，由王红编著的《镇江民间歌
曲》一书正式出版，一时引来圈内人好
评如潮。作为她 2018年出版专著《镇
江戏曲音乐》的姐妹篇，此书沿袭了其
一贯严谨细致的编撰风格，成为解读
镇江历史文化的重要篇章。

小时候，王红是一个性格内向的
孩子，但偏偏喜欢唱歌。例如一个寒
假的早上，不用早早起来上学，她就会
躺在床上把会唱的歌挨个唱一遍。她
那时并不知道自己唱得还可以，直到9
岁那年全国开展学雷锋活动，一首《学
习雷锋好榜样》在校园传开，当时王红
被选为领唱，大家这才知道她还会唱
歌。再往后，学校组织活动，他们班上
的节目便不愁了，实在没人王红独唱
一曲就能搞定。之后，她相继走进校
红领巾艺术团、市少年之家。

高一时，王红随父母下放农村。
村上有所高中，班主任正好会拉小提
琴，于是入学仪式上，她在小提琴伴奏
下演唱了舞剧《白毛女》中的《只盼着
深山出太阳》，立刻引起轰动，于是就
成了当地文艺宣传队骨干。后来高中
毕业后，她参加生产队劳动，竟有农民
说：“你只要在旁边唱歌给我们听，就
不用劳动了。”在那个靠苦力换口粮的
年代，那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而
当年八个革命样板戏的主要唱腔，以
及后来陆续出版的四册《战地新歌》中
的歌曲，不知被她反复唱了多少遍。

其实，王红对音符的最初感知是
在学龄前。她从上小学的姐姐那儿知
道了嘴上唱出来的“哆来咪发唆拉
西”，写下来就是“1234567”，觉得特好
玩。那时夏天睡的凉床是竹条子编
的，竹条宽度刚好与手指差不多，且柔
软有弹性，纳凉时她会唱着谱按着竹
条当琴弹，如此很快熟悉了音序。9岁
那年暑假，对门邻居借来一架凤凰琴，
右手用弹片拨弦，左手压弦纽，两手配

合可弹出优美的旋律，这对她来说简
直太奇妙了，结果那个暑假除了吃饭、
睡觉、写作业，大多数时间都是在邻居
家度过。

可能是这辈子注定与音乐有缘，
王红居然前后参加过三次文艺考试。
临小学毕业那年，中国音乐学院附中
招生，她被推荐去考试，唱了一首歌唱
焦裕禄的歌，考官特地下位来检查她
的手指，说要招去学乐器，可后来不了
了之。第二次是上世纪 70年代初，地
区革命文艺学校招小京班学员，她又
被推荐，这回唱了一段京剧《红灯记》
中的《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考官
立马就给她测量身材比例，嘴里嘀咕
说腿太长了，当时王红听了很不高兴，
加之本来对唱戏兴趣不大，再通知复
试就弃权了，后来才知道腿长的人练
功会困难一点。第三次是 1972 年南
京艺术学院恢复招生，最终王红过五
关斩六将，被音乐系录取，从此踏上专
业道路。

在南艺，王红除了唱歌，还学钢
琴、琵琶、扬琴等乐器，同时她发现对
作曲也很有感觉，这可能与其性格更
为合拍。1976年王红踏上工作岗位，
在镇江文化系统一干就是 32年，先后

任职于镇江地区文化馆、市群众艺术
馆、市文化局，主要从事群众文化艺术
活动的组织、指导和管理。她创作的
歌曲获奖无数，其中无伴奏女声民歌
组合《南乡田歌》获全国第十四届群星
奖大奖、群星奖创作奖，并登上央视和
上海世博会舞台。2012年她成功举办

“王红作品音乐会”，第二年出版《岁月
留音——王红音乐作品集》。

上世纪 70年代末，王红参与了国
家重点文化工程《中国民间歌曲集成》
的收集和整理，摘抄记录了上千首民
歌，编印了两册《镇江地区民歌选集》，
接触到大量的民间音乐，这给她后面
的音乐创作带来了很多启发。1989
年，她又被抽调从事《中国戏曲音乐集
成》的编辑工作，为此走访了扬剧、锡
剧、越剧、京剧、丹剧等剧种的很多老
艺人，搜集了各剧种的唱腔录音，抢救
性地补录了老艺人的演唱，并将这些
音响资料全部进行记谱整理……这些
经历让她对音乐形象的理解、音乐的
地域性特点、词曲结合的规律有了更
深的感悟，也直接为今天的《镇江戏曲
音乐》和《镇江民间歌曲》两书奠定了
坚实基础。

王红：岁月留音与谁听

王红的两本专著 竺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