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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老同学聚会中，一个长期
在外地生活的同学邀请我和他一起
唱《刘海砍樵》。这支曲太熟悉了，可
谁知道唱起来我居然既跑调又跟不
上节奏，尴尬极了。为此，我决心学
唱花鼓戏。

八年前，我如愿参加了老年大学
花鼓戏唱腔班，学的是以长沙方言为
主的花鼓戏。授课教师是精通花鼓
戏且拥有丰富舞台经验的李萍和黄
丹两位老师。

针对老年学生的特点，两位老师
以寓教于乐的形式推广戏曲艺术。
我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接受乡土
艺术的熏陶。老师从花鼓戏起源与
戏种给我们讲授。花鼓戏有长沙花
鼓戏、宁乡花鼓戏、益阳花鼓戏和常
德花鼓戏等几十个不同的戏种。其
中长沙花鼓戏以长沙官话为舞台语
言，是湖南花鼓戏中影响较大的一
种。它是由农村的劳动山歌、民间小
调和地方花鼓（包括打花鼓、地花鼓）
发展起来的，距今已有 160 余年历
史。长沙花鼓戏在地花鼓阶段，是从

“两小”（小丑、小旦）到“三小”（两小
加小生），再从“三小”发展到多种角
色。但以“三小”为主，至今仍是长沙
花鼓戏的重要特点。

湖南花鼓戏的唱法不仅有颤与
不颤的方法，还有很多润腔方法。正
因为有这些经过润饰的唱腔，才构成
了那浓郁的花鼓戏唱腔地方特色。
触电腔，也称气震音，在这个音上强
烈快速地颤抖，似触电一般，也因喉
头急剧颤动，造成快速波动，亦称气
震音。花鼓戏的花舌腔，特点就是打
嘟啰。老师告诉我们，要用舌头顶前
两颗门牙打，要不断练习。这些都是
基本功。

李萍老师拉琴如行云流水，根据
老年学生特点，教学时，遇到高音都
降低一个调；黄丹老师逐字逐句教，
教学时生动细致，行腔、归韵、收音都
很好。两位老师有魅力，接地气，授

课时声情并茂，先示范演唱，再带领
同学们一起唱。老师强调，万调不离
其宗，字丢出来再行腔，字要落在音
上。

学习期间我们了解到，花鼓戏的
音乐曲调有 300余支，基本上是曲牌
连缀结构体，辅以板式变化。根据曲
调结构、音乐风格和表现手法的不

同，可分为 4类：一是川调，或称正宫
调，即弦子调，调式、旋律变化丰富，
是花鼓戏的主要唱腔。二是打锣腔，
又称锣腔，是长沙、岳阳、常德花鼓戏
主要唱腔之一。三是牌子，有走场牌
子和锣鼓牌子，是湘南诸流派主要唱
腔之一。四是小调，有民歌小调和丝
弦小调之分。各种形式的曲调，都具

有粗犷、爽朗的特点。
老师说，花鼓戏里喜怒哀乐都

有。在人物的塑造和情感的表达方
面，老师强调感情要投入。例如，唱
《九连环》和《洗菜心》要体现少女怀
春，节奏明快，唱腔娇、甜；唱《打铜
锣》中林十娘的“谷子金金黄”，要体
现林十娘的自私；唱《送货路上》何大
妈的“好媳妇早早过门”，则要体现何
大妈的喜悦。黄老师在授课时结合
演讲的内容给我们做一些展示，如讲
到如何表现不同年龄的人时，可以以
动作来区分。首先是少女，步履轻
盈，动作欢快，具有朝气；其次是已婚
妇人，左摇右摆，娇媚动人；最后是老
妪，踮着小碎步，身体一步一颤，似倾
似斜……

最有意思的是边唱边演。在筹
备期末联欢会时，两位老师指导我们
全班同学，男女各成一排，演唱《扯白
歌》。老师作出各种形态，大家兴趣
盎然，笑声不断。

经过一年的学习，我的演唱水平
有所提高，唱《刘海砍樵》不再是难题
了。我最喜欢花鼓小调《洗菜心》《瓜
子红》。《洗菜心》中小妹子借物抒情，
随着“哪一位年少的哥哥……”音韵
拉长，醉人的吟咏，慢慢在思绪里涣
散开来，真是妙不可言！如今和花鼓
戏爱好者们在一起，我可以一展歌喉
了。

我学唱花鼓戏已经好几年，既提
高业余兴趣爱好，丰富生活，又愉悦
身心，越学越有味。花鼓戏悦耳动
听，中西乐混合，动听悦耳，历史悠
久，博大精深。每逢佳节或是婚丧典
礼，如歌如泣的花鼓调一唱起，便会
逗引出家乡人或喜或悲的共鸣来。
花鼓戏成了家乡人生活的一部分，充
实了一代又一代家乡人的文化生活，
也在一代又一代家乡人的口里不断
传承。

我爱家乡花鼓戏！

我是湘潭市二中 1968 届毕业
生。1969年元月 3日，响应“上山下
乡”的号召，下放到茶陵县七地公社月
岭大队鱼忠生产队插队落户。我和同
班两个男同学以及初中部的三个女同
学，组成一个“家庭”，开启了6年的农
村劳作。

在三个男生中，我个子最矮，只有
1.64米。其他两个同学，一个1.76米，
一个 1.72米。当时生产队记工分，采
取的是“自报公议”。在评议中，我的
分数最高，他们给了“8分”，而另外两
人只评了“7.5分”。为什么个子矮小
的反而评分高些呢？其实贫下中农的
眼睛是雪亮的。我给农民伯伯的印象
是不怕苦、干活卖力、手脚麻利。

确实，大家的评价恰如其分。就
拿插秧来说吧，我就是一把“好手”。
这与我外婆家就在雨湖区长城乡洪桥
村（羊牯塘）有关。学生时代，每到暑
假，我总要到那里居住一段时期，每次

“双抢”中亦少不了我的身影，特别是
插秧，“阵阵不离穆桂英”。在茶陵农
村，插秧对于我来说，是轻车熟路，不
但能左右手开弓，其速度不比当地农
民慢，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在物质匮乏的1970年代，做饭都
是用柴火。柴有两种，一是茅草，二是
棍子柴。茅草，屋场前后均有，但不耐

“烧”；棍子柴耐“烧”，则要到十里之外
的山上去砍，来之不易。一次，我在树
林中将一根树枝刚砍下来时，抬头突
然发现眼前树上正盘缠着一条竹叶青
蛇，好在发现及时，没有惊动它，才免
遭一劫。当时吓得我要死，拿着柴刀
就跑……棍子柴砍好之后，分别用树

藤捆成两捆，再用禾枪挑着。每砍一
次棍子柴，一般可烧上半个月。还有
一次，不知何故，锋利的柴刀没有朝树
枝砍，而是伤到了自己的左手腕，顿时
鲜血直冒。我大喊“救命”！好在不远
的农民兄弟听到，迅速赶来，用土方法
止住血。至今，伤疤印还留在手腕上。

在下乡中，插秧、扯秧、耕田、割
禾、扮禾（踩脱谷机）等农活还不算什
么，让我记忆最深的是挑牛粪。牛粪
当中的有机物含量比较高，是上等的
牲口肥，充当庄稼的基肥最合适不过，
有利于庄稼的生长。

第一次挑牛粪，正值农历九月，气
候十分宜人。这一天，全队的劳力都
往垅中田头送牛粪。我和大家一样，
挑着一担簸箕，径直向牛栏走去。步
入牛栏中，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沤臭气，
令人作呕。我用耙头用力地将牛粪放
入簸箕中，硬着头皮挑着往外走。

从牛栏至垅中田头，足有三四里
远。挑一百来斤的担子，对于一个农
村劳力来说，是小菜一碟，但对于我这
个城里伢子来说，尽管农民伯伯照顾
我，一担牛粪的重量不过 60来斤，却
也累得够呛。三四里的路程，走走歇
歇五六次。当时已是深秋，内衣却汗
得通透。更让我难堪的是，挑牛粪到
田头，还要用手将牛粪均匀地撒入田
里，刺鼻的沤臭味真让人恶心！但又
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学着农民伯伯的
样子，硬着头皮干。

第一次挑牛粪，对于我来说，是刻
骨铭心的。它不但锻炼了我的体力，
而且洗刷了自己的心灵，让我真正体会
到“没有大粪臭，哪有五谷香”的道理。

8月20日，中国首款3A游戏大作《黑神
话：悟空》上线，冲上热搜。从刷屏，到霸
屏，其精彩，是一场演绎千年中华文脉底气
的大戏。

《黑神话：悟空》背景设定在充满东方
魔幻色彩的世界，玩家体验丰富剧情、紧张
的战斗以及精美的视觉和音效设计。游戏
通过 3D扫描真实世界的寺庙、佛像、森林、
岩石等，制作出逼真的物体、建筑和景观图
形，原汁原味地还原了文化 IP。中国文化，
于博大精深处，红了悟空，出乎意料，更在
情理之中。

游戏悟空，让出境的山西27处古建筑、
陕北说书、中国功夫，成为万众瞩目的新
宠。现实世界寻景取景，将其“转描”到虚
拟世界，是《黑神话:悟空》的亮点。铁佛寺、
玉皇庙、小西天、悬空寺、云冈石窟、应县木
塔、大足石刻……国内36处实地取景，穿越
百年千年的雕梁画栋、斗拱飞檐、泥塑金
身，让海内外玩家惊叹。中式建筑之美，继
北京中轴线成功申遗，被悟空游戏里的又
一波建筑美学点亮。

《西游记》成书于明代，浓缩的是华夏
五千年文明的国粹。“金猴奋起千钧棒，玉
宇澄清万里埃。”齐天大圣的英雄气，被伟
人毛泽东描绘得淋漓尽致，也是普通中国
人与生俱来的英雄情节的写照。从石猴到
齐天大圣，从弼马温到护送玄奘西天取经，
悟空，闹天宫、取真经、得正果，由猴而圣，
由量变到质变，唱响中国人骨子里除暴安
良、替天行道的好汉歌。

以一部耳熟能详的名著主角为引子，
重设玩家与角色的双重互动，是这部游戏
成功的独家秘籍。在《黑神话:悟空》中，孙
悟空真身被二郎神一剑砍死，元神化作“六
根”散落各地。玩家扮演花果山的猴子（游
戏中“天命人”），肩负寻找“六根”职责，让
孙悟空重返人世。“直面天命”是其命题，更
是整部游戏内外的主旨。为探寻昔日传说
真相，天命人踏上征途，重走西游路，在虚
拟世界除妖驱魔，圆一个与生俱来的英雄
梦。黑风山沟深林密，黄风岭风沙漫卷，盘
丝洞阴鸷恐怖……原著地点、人物和故事，
被具象化。他们由原著中走出来，走进玩
家现实与虚拟的世界，在闪转腾挪间，亲历
西游。那个曾经渺小的人物，因为复活悟
空的使命，英雄主义被激活，活成英雄的模
样，由大圣的铁杆粉丝，活成大圣。

“放马西行，直面天命。”“唱什么命不
由天，却笃信自己，才是天命之选。”《黑神
话：悟空》这些高燃的文案，已经给出答
案。人类的盗火者，被绑缚在高加索山上，
普罗米修斯的悲壮，在孙悟空的身上重

演。十万天兵刀剑雷火奈何得
了他吗？他屈服吗？一息尚

存，就要与天斗、与地斗、
与妖斗，其乐无穷。这是
孙悟空的天性，也是他成

为孙悟空的原因。他的
形象，是全体不屈不挠
的中国人理想化的自我

投射——直面天
命。游戏中，寻找

“六根”的“天命
人”，不达目的不
罢休。从游戏里
抽身出来，回到现
实世界，依旧血气
方刚，活成另一个
悟空，越战越勇，
从不言败。

万千个悟空，
在游戏里复活，在
现实中重生，悟空
薪火，成就我们民
族的血性。这种文
化自信，自带光芒。

湘乡市城关镇的惜福弄，曾
名锡福亭，是与湘乡大正街的状
元坊齐名的“湘乡十八弄”之一，
由于是湘潭至邵阳的潭宝路进入
湘乡城区的第一弄，故有“湘乡第
一弄”之雅称。

人有三千疾，唯有思乡病难
医。我在湘乡惜福弄度过了最美
好的少年时光和求知岁月，直至
19岁入伍当兵才离开这个永远怀
念的地方。

惜福弄并不大，更不长。在
我的记忆里，当年只有十几户人
家和稀疏的几栋民房，菜地和水
塘占据了大部分田土。弄口有两
家小商铺。进弄后不到 200米，
就是弄里最大的房屋——我家老
宅彭家大屋，也叫倒字屋堂。里
面住着从我家祖辈沿袭下来的四
户人家，也只有几十号人。邻居
们都是当地的菜农户，也在惜福
弄的尾处种了几丘稻谷。

这里的鱼塘和水圳很多，连
接各家各户和田土，长年鱼虾成
群，给我们带来了童年的欢笑。
水井也很多，除了弄口处的云门
寺外有一口古井，几乎家家户户
都有抽水井，只是水质好坏不一
而已。

惜福弄有点微坡，经过满公
桥，最尾端就到了联盟的桑枣。

在芳园子处，有一座古色古香的
木质廊亭，两旁的木靠椅可供推
车挑担的人休息，也是我们夏夜
纳凉的最好去处。我记得为这里
歇脚的人送水的有我娭毑和周三
舅奶奶。很可惜的是，廊亭在“大
跃进”时期被人为摧毁了。

在这条简朴得不能再简朴的
城乡接合部的古巷，我下过田、种
过菜、放过牛、摸过鱼，更多的是
帮家里做家务事：扯猪草、捡柴

火、剁猪菜，充实着自己的日日夜
夜与喜怒哀乐。

现在的惜福弄早已不是当年
的模样了。湘乡市第二人民医院
征用了这里半边土地，建了围墙，
到满公桥的横路又成了惜时路。
时过境迁，这里真正变成了日夜
人丁兴旺的巷弄子。加上鳞次栉
比的民宅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池
塘和田土被征用，住在这里的居
民已达数万之众，那纯朴宁静的
惜福弄已不复存在。

“成妹子，回家吃饭嘞，又到
哪里癫去了……”冥冥之中，仿佛
又听到父母嘶哑的呼唤声，在耳
边回荡。

呜呼，人生百年，惜时、惜
福、惜缘分……永远的惜福弄，
回不去的故乡，总让我回忆满
满！

彭成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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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家乡花鼓戏
罗秀英

知青生活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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