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单位：安徽市场星报社 地址：合肥市黄山路 599 号时代数码港 24 楼 新闻热线：62620110 广告垂询：62815807 发行热线：62813115 总 编 办 ：62636366
采 编 中 心 ： 62623752 新 闻 传 真 ： 62615582 市 场 星 报 电 子 版 www.scxb.com.cn 安 徽 财 经 网 www.ahcaijing.com Email:xbxy2010@126.com
零 售 价：1 元/份 全年定价：240 元 法律顾问：安徽美林律师事务所杨静律师 承印单位：新安传媒有限公司印务公司 地址：合肥市望江西路505号 电话：0551-65333666

扫
一
扫
更
精
彩

市场星报电子版www.scxb.com.cn
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

2024年5月7日星期二
编辑/江亚萍 组版/胡燕舞 校对/刘 洁人生百味08

读
书

时事变迁 人间无奈
巫蓉

亲
情

开车前我问她想去哪儿转转，她说就去

妈妈上班的地方吧。我说，妈妈在上班，不能

打扰她。小媛同学说，不给妈妈打电话，就从

她楼下过一下。她妈妈单位离幼儿园近，过一

条马路就到。小媛同学确定行动目标，剩下的

事儿就交给我了，我负责手上方向盘左拐右

拐。车子离开幼儿园，到第一个路口，直接回

家就右拐，去小媛同学妈妈单位楼下，得左

拐。左转红灯进入“3”“2”“1”倒计时，小媛同

学突然提出，爷爷，我们不转了，直接回家吧。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到这步，可由不得

她。在路口，车停在左转车道上，绿灯亮后必

须左转。我告诉她，不去不行了。因为我说

这句话，起步稍微迟缓，后面车子鸣笛催促。

不怪人家急，这个左拐绿灯仅20秒钟，错过就

得再等两分钟。

车子绕过一段九十度弧线，便到路口对角

线另一端。小媛同学妈妈单位大楼就在右

侧。贴近路边慢行，我问小媛同学，为何又说

不转了？小媛同学开心一笑说，逗你玩的。透

过她脸上笑容，我看到她有满满的成就感。

好，爷爷听你的，你想怎么逗就怎么逗吧。咱

现在就回家，这儿有个缺口，车子可以调头。

我打算在她妈妈单位门口调头回家，小媛同学

却说，都过来了，还是过去转转吧。车子已从

右边道走到中间道，准备进左边道调头。小媛

同学说要继续转转，便赶紧回一把方向往前

走。看我或左或右打方向手忙脚乱的样子，小

媛同学在一旁“嘿嘿嘿”笑起来。她这一笑，我

才明白她再次得手，又逗我一回。

几天后，小媛同学故技重演，我浑然不

知。她一上车就说去妈妈那边转转，等我车

停路口左转道上，她又说不去了直接回家

吧。我很为难地告诉她，车在左转道上，只能

先过去。她又是嘿嘿一笑说，逗你玩的。我

在开车，没办法收拾她。要是在家里，我会伸

出食指轻刮她的小鼻子，嗔责她，你这小东

西，就以逗你爷爷为乐！

在小媛同学面前我就是弱智，被她逗过

一回又一回。这不，刚才我又被她逗一次。

接她放学回家，我习惯拎个小袋子，里面装一

点零食。今天带的是几根奶棒，小媛同学上

车即吃一根，边吃边说，嗯，真好吃。她数剩

下的奶棒子，一、二、三、四。自言自语道，好

吃的东西要分享，这个给妈妈，这个给爸爸，

这个给奶奶，这个给爷爷。

爷爷，这个给你吃。爷爷，这个给你吃。

她反复喊我，我却目视前方，专心开车，不朝

她看，嘴里应着她，好，谢谢宝贝。

在路口停车。小媛同学伸手递过来说，

吃吧。我还是目视前方，随口答她，开车不能

吃东西，到家再吃。小媛同学坚持说，你先看

看吧。我侧过脸去，小媛同学嘻嘻嘻笑成一

团，乐不可支。原来，她递给我的是她刚吃的

那根奶棒子包装物，一小截空洞洞轻飘飘的

塑料筒子。

逗你玩 王张应

那天下午四点，从幼儿园出来。小媛

同学坐上车就笑嘻嘻地对我说，爷爷，我们

开车出去转转吧，绕一圈子回家。开车出

去转转，不是什么新玩法。在她一岁时我

常开车带她出去转。并不走远，仅在小区

附近转转。车是摇篮，开起来摇摇晃晃她

就睡着了。那些日子，午后让她睡觉很难，

她每天睡眠时间都不达标。而睡眠有助于

婴幼儿成长，她欠睡眠，我们就很焦虑，千

方百计让她睡觉。

说法一：黄梅戏是由黄梅调发展而成的，

黄梅调又称黄梅歌采茶调，是从湖北黄梅县

传到安庆地区的。由于《逃水荒》一剧的影

响，截至2006年以前，人们一直认为黄梅戏

起源于湖北黄梅县，并早已载入史册。现在

许多专家通过论证，认为《逃水荒》一剧不是

出自黄梅县人之手，而是安庆人编的。说黄

梅戏起源于湖北黄梅县纯属“水话”，可能是

由于“黄梅”二字引来的误传，即使是从黄梅

县传来的采茶调，那也是一种音乐形式，不能

算剧种，真正的黄梅戏是由安徽打造的。

说法二：黄梅戏起源安徽怀宁县。怀宁石镜

乡有个黄梅山，黄梅山离安庆只有二十多公里，明

清时期黄梅山还有黄梅庵、观音庵几座庙宇，香

火旺盛，文人荟萃。那时文人将一些民歌民谣编

成一些小调相互传唱，逐步形成“怀宁山歌”，因

小调来自黄梅山，所以后人便叫“黄梅调”。

说法三：黄梅戏起源当属安徽省宿松县，

据《宿松县志·风俗志》记载，清康熙年间“十

月立冬后……农功寝息报赛渐兴，吹笙击鼓，

近或杂以新声、溺情惑志，号曰采茶。”可见那

时，采茶戏已在宿松城乡广为流行。《宿松县

志》又载：清咸丰九年（1859年）夏，太平天国

军英王陈玉成采纳夫人蒋桂良的建议，为丰

富部队文娱生活，鼓舞士气，在军中组建采茶

戏班子，便在安庆民间招募数十名采茶戏演

员，长期深入战地演出，深受军民欢迎。

说法四：黄梅戏起源于安庆。安庆官话是

黄梅戏的灵魂，它对黄梅戏的形成与发展起着

决定性的作用。安庆地区从前每逢黄梅季节常

常洪水成灾，四乡农民为了祈求丰年，就在这时

候举办迎神赛会，会上出现各种歌舞演唱，在此

基础上产生一种戏曲形式，因与黄梅季节有关

故名黄梅调。安庆人对诸多戏曲艺术尤其对黄

梅调情有独钟，以极大的热情在学习继承上改

造发展提高，使黄梅调演变而成黄梅戏。

说法五：黄梅戏起源于戏曲之乡的安庆及

皖、鄂、赣三省交界地区的民间小调和地域风

俗、典祭文化，并与青阳腔徽调有亲密的血缘

关系。专家们认为，任何一门艺术形成与发展

都不是孤立的，与周边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此传说也得到戏剧界多数人的赞同。

据说，新中国第一代戏改干部，原黄梅戏

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安徽卷）

编委郑立松先生，在 80 岁时曾接受记者采

访，将他数十年来收集的资料和他本人的观

点逐一道来。郑老告诉记者，争论黄梅戏的

源头核心在“黄梅”二字上。“黄梅”二字有两

种解释：一是黄梅季节；二是湖北黄梅县，即

“源于鄂东黄梅县的民间小调采茶调，在清代

乾隆年间随当时逃水荒灾民来到安庆地区。”

郑老认为“黄梅季节”的说法倒不是没有道理

的，但于后者他认为并不妥。

不过，提起湖北黄梅戏，我就想起曾经在

安庆工作的时候。那是1962年的春季，湖北省

组建一个团队的青年演员来到安庆学习黄梅

戏——《天仙配》。有一天，我路过大街，看见他

们的演员在“萃芳”照相馆里排练。后来，湖北

经常有年轻的演员来到安庆黄梅戏校学习。

新中国成立后，黄梅戏界涌现出三代大师：

第一代严凤英、第二代马兰、第三代韩再芬，她

们都是安庆市的人。所以，我个人还是觉得，黄

梅戏起源地说是安庆，还是比较靠谱的。

杂
议

黄梅戏起源之说
江光碧

黄梅戏以独特的艺术魅力享誉海内

外，而关于黄梅戏的起源地问题，学界一直

有争论，有多种说法。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鄂温克人的生

活史诗。故事从“我”出生前一直讲述到“我”

九十岁，讲述了“我们”鄂温克人的住、食和衣

裙，“我们”的婚礼、葬礼和信仰，“我们”赖以生

存的山河森林，还有“我们”最重要的驯鹿。那

些故事，基于现实，又充满了奇妙、神秘和浪

漫。“我们”来源于自然，最终又回归自然。

听完故事，我充满渴望——对日月、森林

和河流的渴望；对野花、露珠和落叶的渴望；对

生命、力量和自然的渴望——我想要去额尔古

纳河右岸看看。

“我们”以额尔古纳河为中心，在它众多的

支流旁迁徙生活。如果额尔古纳河是掌心，它

的支流就是展开的五指，伸向不同的方向，像

一道又一道闪电，照亮“我们”的生活。为什么

是额尔古纳河“右岸”呢？因为三百多年前，外

国军队入侵了“我们”祖先生活的领地，挑起战

火，祖先们被迫从勒拿河迁徙而来，渡过额尔

古纳河，在右岸的森林中开始新生活。这样，

额尔古纳河左岸就变成了曾经——“我们”曾

经的领地、“我们”曾经是那里的主人。

这部小说的灵魂是“我”娓娓讲述的一百

多年的人和事。众多人物，个性鲜明，关系交

错，随着事件的发生，一幅幅活动的画卷舒展

开来。我不得不看完一遍以后紧接着看了第

二遍，才理出一条条人物关系链条。

最崇拜的林克、拉吉达、瓦罗加。他们是

十足的领袖，他们一步步从远处走来，伴着

“我”走过一段，又都匆匆离“我”而去了。最喜

欢的安草儿。他是一个“愚痴”的孩子。不、不

不，他应该是这片森林的精灵，是民族的火种，

最后当然也只是森林里的一片草。

……故事的结尾，“我”和安草儿继续留在

森林中。恍惚间小路的尽头闪现一团灰白的影

子，鹿铃声也越来越清脆。那一刻，“我”分不清

跑来的是白色驯鹿，还是那半轮淡白的月亮。

现实中，确实有本已下山定居的游猎民又

带着驯鹿回到森林里。他们在鄂温克营地煮

着驯鹿奶茶即兴歌唱，觅食归来的驯鹿悠闲

地卧在笼着烟的林地上。可是，歌声却沉郁

苍凉，未来很迷茫。年轻一代向往山下的生

活，森林植被被破坏，苔藓也越来越少，他们

和驯鹿该何去何从？

坐在大兴安岭深处，额尔古纳河畔、星空

下、火塘边，听“我”讲述鄂温克人的故事。纷

纷扰扰一辈子，多少的人、事和物从眼前划

过。时事变迁，家园不再，但愿“我们”的脚和

驯鹿那梅花般的足迹踏出的一条条小路——

“鄂温克小道”将一直在。故事美则美矣，读

来很伤感，其中有多少无奈啊。万物有灵，和

谐共生，我们能做的，就只有敬畏、尊重和保护

我们共有的大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