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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上古诗词
周成芳

8岁的小侄女圆圆来我家玩，我让她背几
首古诗。她倒也不拒绝，用标准的普通话大声
背诵：“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江山代有才
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秦时明月汉时关，万
里长征人未还”……

二年级小朋友居然会背这么多？印象中
这些多是小学高年级的内容，有的甚至是中学
语文课本里的。

“我给她买了些课外读物。”弟媳递给我一
本少儿诗词。我翻开那本诗词和圆圆一起
背。刚开始我还能跟上她的节奏，到后来就有
些吃不消了，我惊讶地发现好多古诗词我根本
没读过。

弟媳说，圆圆从6岁开始每天打卡背诗词，
如今已能背200首左右了。母亲在一旁说邻
居吴阿姨的孙子乐乐刚上四年级，能背400多
首古诗词。400多首是什么概念？我在大脑里
搜索了一下，最著名的唐诗也才三百首。

“他还会背《将进酒》《蜀道难》《茅屋为秋

风所破歌》这些长诗。”母亲又补充了一句。
我感觉汗颜了。一直以为学生时代储存

的那点诗词量早够我装点门面了，没想却被后
浪拍在了沙滩上。

意识到自己的浅薄，我决定从头学习，绝
不能输给那些毛头小孩。

我先百度了小学低年级必背70首唐诗，添
加在电脑收藏夹里。那些诗歌浅显易懂，大多
以前学过。我给自己制定了目标，每天背诵5
首。每天提前一小时起床，像30多年前上小学
时一样晨读，读几遍后就试着默记。白天喝水
时背，浇花时背，做饭时背，晚上关灯后躺床上
再默记一次，这种方法最管用。

两个星期后，我在圆圆的测试下，顺利背
完70首古诗。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来也会吟。”我
打小就爱念这句，好多唐诗却并没读过，宋词
更是很生疏。我每天学两首唐诗一首宋词。
先借助百度学习注释弄懂基本意思，再一字一

句朗读。网上有很多诗词朗诵讲解的视频，我
就打开一遍一遍听。

成年人的记忆力实在不敢恭维。小朋友
在5分钟内背诵的一首诗，我得花半个小时。
有的诗词昨天才背得滚瓜烂熟，今天又记不住
了。难怪古人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为能赶超那些小学生，我只能投入更多的
精力。像《燕歌行》《琵琶行》《春江花月夜》等
长诗，我要反复记好多遍才能勉强背诵。

为验证学习效果，我打开中国诗词大会视
频，跟着选手答题。答对的题多了，背诵诗词
的兴趣更浓了。每天晚餐后一个人在湖边散
步，模仿诗词大会的方式玩“飞花令”，背诵带

“花”“月”“天”“春”字的诗词。我在诗词的殿
堂玩得不亦乐乎，忍不住满怀激情地朗诵，常
有路人投来好奇的目光。

出门坐公交车，我喜欢坐在靠窗的位置，
将近期背过的诗词再巩固几遍。那些诗词韵
律流畅，意境美妙，时而波澜壮阔，时而婉约清

秀，令我如痴如醉。
在穿越时空和古人的对话中，我的灵魂得

以净化，人生得到深沉的激励。当我感到委屈
和难耐时，苏东坡安慰我：“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瞬间让我豁然开朗。当我
遇到挫折和困难时，陆游一句“山重水复疑无
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如一盏明灯，指引我前
行。当我对前途感到迷茫和困惑时，王安石对
我说：“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给
了我信心和豪情。”

这几年的读诗背诗如同一日三餐，跟我已
不可分割。我早忘了初衷不过是想跟小学生
较劲或在人前“附庸风雅”。万卷诗词跟我吃
过的食物一起长在我的身体里，为我提供了充
足的营养，平淡的生活也因此变得绚丽多彩。

古诗词，我的灵魂伴侣。既然已倾心与
你，从此须臾不离。

（作者系开州区作协副主席)

生 活 随 笔

诗 绪 纷 飞

风 过 耳

因为一壶茶
云轻轻地落了下来
栖息在青山绿水间
一切事物，在云栖茶山一起深呼吸
一起吐故纳新
洗涤山外一切的沉沉浮浮

云在深山，人在草木间
云朵就在身旁
我们一起放牧云朵
放牧万亩松林和林下的茶事
对着群山张开双臂
我们快马加鞭奔过林间

林下有虫鸣，是原乡在召唤
不经意将一片云朵采撷
悄悄地藏在衣襟
晚霞在眼前
染红了茶山

在茶山，你能看见它们的根
小小的身影
深扎泥土的根须
和着经脉分明的叶瓣
还有山脚青石老街的烟火

（作者单位：万州区政府办）

话说再创作
近日，随市艺术创作中心到相关区县进行传统

音乐创作采风。作为一个曾经在非遗岗位工作多年
的采风者，一改过去的职业习惯，站在创作者的角度
思考，让我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一种新的保
护传承方式：再创作。

再创作，可以让传统音乐换发新的青春，赋予新
的生命，展现时代价值。从另一个角度发挥了保护
传承的作用。是的，如果没有蓝河先生的《太阳出来
喜洋洋》，就不一定会有石柱民歌“啰儿调”的如此知
名，就不一定会让人们认识到“啰儿调”是石柱的典
型文化符号；如果没有一群文艺工作者推出《娇阿
依》《土家十三寨》，就不会让我们如此轻松地了解苗
族民歌、土家族民歌；如果没有谭维维等人再创作的
《华阴老腔一声喊》，就不会有如此影响力地把“华阴
老腔”带向全国。

其实，同一个道理，我们古代的文学经典，如果
没有一代代人的再创作，如果没有多种形式的再创
作，也难以影响广泛、流传久远。比如《红楼梦》，从
1791年初刊到现在，流传200多年来，再创作发挥
了重要作用。各种续写本、各种戏曲本、各种绘画
本、各种影视作品、各种音乐作品，计有不下百种。
可以说是这些丰富的再创作作品，让《红楼梦》更快
更好的广泛流传、久久流传。重庆的文学经典《红
岩》，之所以到现在仍受人喜爱，广大文艺工作者通
过歌剧、川剧、话剧、曲艺、电影、绘本等多种艺术形
式的再创作，做出了一定努力。

在这次创作采风中，我发现了很多好的新的传
统音乐，如合川的“龙舟号子”，巫山的“穿号子”，万
州的“甘宁鼓乐”，涪陵的“焦石民歌”，还有奉节的

“花鼓子”曲艺音乐、云阳的“亚亚戏”戏剧音乐。特
别是从全市的角度讲，还有非常多的山歌、号子、小
调、戏剧、曲艺，以及其它相关的传统音乐、传统舞
蹈，都是我们音乐再创作的丰富资源。

再创作不在于其素材本身的影响度，而在于创
作者的艺术高度。如果创作素材的影响度低，而创
作者的艺术程度高，其再创作出来的作品一定会具
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反之则不然。

再创作是一个时代性问题，也是一个永久性问
题。先民留下的传统音乐，是代代流传，代代丰富，
代代发展的结果，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再创作内涵。
今天，我们用艺术家的智慧，再创作传统音乐，赋予
其丰富性、多样性、时代性，是传统文化的再创造，是
创造性转化的积极实践。唐代刘禹锡把三峡“竹枝
词”再创作，把民间“竹枝词”变为文人“竹枝词”。如
今，虽然词调不存，然其词风可见。并形成一种诗
风，其贡献影响唐宋元明清。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案
例。

再创作，是将传统音乐元素时代化，就是将先民
留下的音乐遗产通过再创作，转化为现代艺术作品，
体现出时代精神，让当代人所乐于接受。这样的作
品功莫大焉！

（作者单位：重庆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

刘德奉

岁月悠悠，也从未抹去那一串熟悉而眷恋的号
码。每每拔通，恰似“永不消逝的电波”，穿透着浩瀚
星辰，穿越了万水千山，像长了翅膀一样神奇地飞进
你耳旁、飞进你心房。蓦然回首，我的手机号不知不
觉间，与我一路同行，居然度过了近30个春秋，不离
不弃，宛若爱人一般，陪伴左右。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就拥有了第一部手
机及900开头的号码，常常兴奋得不知道把“宝贝”
放在哪里好，因为太耀眼了。一听它那威风凛凛的
名字“大哥大”，俗称“板砖”，就足以令人羡慕几分。
直到国家统一关闭模拟A网之后，我才心有不舍地
告别了“900”，开启了1390字头号段的移动新历
程。尽管手机换了一款又一款，数字手机智能手机
升级了一代又一代，但坚持不换号的信念，没有一丝
丝改变。在我的眼里，它不是靓号胜似靓号；在我的
心里，它就是我灵动的知音。

行走在人生之路上，有顺境有逆境。就像手机
号那样，别人可以拉黑，你不在乎；别人可以删除，你
无所谓。“人从众”里，圈子不同，不相为谋；三观不
合，不必强求。

添添减减是常态，该来的不该来的，该接听的不
该接听的，一个都不少。对有些人或事，留一半清
醒，留一半醉，看淡了，也就悟透了。号码有缘，心随
我愿，让自己在现实生活里、在相识不相识的交往
中，多一些宽容少一些抱怨，与人能够电话畅通交流
的都是缘分。许多年以后，我们还有彼此，不必众里
寻他千百度，手机号依旧，期待有你！

我记不清丢过几次手机？反正冥冥之中的因缘
都会失而复得。老话说得好“一切诸果，皆从因起”，
因为有缘，所以更值得拥有与珍惜。曾有网评云：十
几年乃至二十几年来都不换手机号的人，没有钱债、
没有情债、没有麻烦事。虽说有些绝对，但折射出

“不做亏心事，何惧鬼敲门”的真理。倘若频繁更换
手机号，将会慢慢地与朋友走远，甚至无声无息地走
散，岂不遗憾？

手机声声，浓浓暖意。方便、快捷、多功能的现
代手机，在大街小巷、在村落阡陌随处可见。乐享并
见证了手机信号从模拟到1G到2G，从3G到4G又
到5G飞跃的同时，我也奉献了百年人生中最美好、
最充实的年华。 （作者系重庆散文学会会员）

悠悠手机号 袁勇

走 四 方

邂逅九襄古镇 孙小芳

与九襄的相遇纯属旅途的一个插
曲。天已黑尽，延绵的车队仍在逶迤蛇
行。目的地汉源并不遥远，但道路拥塞，
不可预期，众人饥肠辘辘，索性随意下道。

暗夜茫茫，九襄黄牛肉的灯光招牌
像黑夜里一面招摇的旗，欣喜，奔赴而
去。九襄古镇，迄今2100年历史。因连
接雅、甘、凉三市州，茶叶布匹米粮果蔬
源源不断运往康定，是历史上著名的商
阜集散地。

这里依山傍水四季分明，中高山区
雾霭阵阵，河谷地带阳光宜人。诸葛亮
路经此地曾断言：天下大乱，此地无忧；
天下大旱，此地丰收！跨过城门，进入场
镇，古朴冷清的老街跃入眼前，这就是史
上有名的“汉源街”。“汉源街”由共和街、
建国街和牌坊街以及众多的小巷构成，
街首为城门，街尾石牌坊。街道宽约七
米，占地约两平方公里。

古镇长虽不足千米，却是古时南方丝
绸之路官马大道上的重要街衢。老城门、
米仓巷、轿房巷、伤心街……昔日盛景管
中窥豹。汉源街有名的“源源号”老宅，两
楼一底，中西合璧，乃富豪陈笃生的私
宅。私宅构思异常精巧：重要房间均有木
制暗锁，顶楼还有拉杆轨道伸至底楼，富
家小姐足不出户便能获得所需之物。

青石板路，明清建筑，房椽当街而伸，
木板房之间有风火墙。卵石为基，夯土为
墙，青瓦，花窗。那些精巧雕花廊柱雕花
窗，在平实古旧的街上，倍显气宇非凡。

偶见敞开的雕花木门，好奇进去瞥
上一眼，里面更是别有洞天：四方天井，
果蔬满眼，阳光熠熠生辉倾泻而下。若

是宁静的夜晚，这里应是满天星光满屋
月亮。天井内，恬淡虚静，花好月圆。天
井外，行人如流，喧闹繁华。

老人枯坐于门旁，眯缝着眼，心思了
无风烟俱净。老人们淡淡的笑，和秋日
暖阳相得益彰。如果人生是一辆奔赴的
马车，他们已途经关山秋月，波澜不惊，
不疾不徐。

街头，两位面色红润的老人正怡然自
得拉“二胡”，曲不成调，定睛一看，二胡造
型怪异。好奇打探：琴是自做的！制琴人
乃旁边鞋匠，弦是废弃自行车的刹车线，
众人惊诧慨叹连连：高手在民间！

古镇的尾端，拐弯出去便是无垠的
原野。原野上矗立着一座辉煌的石牌
坊：成都出南门第一坊！牌坊精美壮观，
突兀而堂皇。它是古镇的魂、这片土地
的王！牌坊建于清道光29年，众多工匠
历时8年，旨在旌表母亲与兄嫂节义，故
名“双节孝石牌坊”。牌体是清代流行的
四柱三间、多脊出檐，主题“忠孝节义”，
坊眼“节孝”二字，笔势逎劲隽永。牌坊
的脊檐别具一格，两面各有9条龙。因
通体涂有矿物颜料，远观凌空闪耀如熊
熊燃烧的烈焰。细看48部戏曲169幅
场景570个人物跃然其上，面目清晰，神
态各一。

站在牌坊下，眺望远方，河水汤汤，
薄雾轻霜，对岸林山如海，绿意苍茫。

这里是有名的梨乡，当春风染绿枝
头，这里的三月，应是桃花简静，梨花胜
雪。绿遍山原白满川，这里的天空应有
布谷鸟的歌唱……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往 事 回 首

贺红江
云栖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