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动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
原始人在集体劳动中，为统一节奏、

协调动作、激励情绪和缓解疲劳而创造出
来的音乐，就是最早的劳动号子。如今，
我们读《吴越春秋》中的《弹歌》“断竹，续
竹；飞土，逐宍”和《易经·归妹》中的六爻
辞“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等早期作
品，还能领略其神韵。

时光流逝几千年，劳动号子依然鲜活
地保存在民间。我小时候生活在豫南农
村，看到乡亲们打夯、车水、榨油时喊号子
的情景，有些歌词根本听不懂，但当时劳
动的场景和号子鲜明的节奏，仍鲜活如
昨。尽管号子可以在不同的劳动场合出
现，但它的歌唱方式是“领、和”式，即一人
领、众人和或者众人领、众人和。一般情
况下，在节奏缓慢的劳动如打夯过程中，
领句较长，和句较短；而在节奏较快的劳
动过程中，如纤夫拉纤，遇到急流险滩，领
句与和句都很短。

在装卸重物及推车、拉磙等搬运劳作
时，可以听到这样的号子：“哈腰挂啦，(唉，
嗨)。挂上了吧，(挂上啦)。挺起腰啦，(唉，
嗨)。走起来啦，(唉，嗨)。前面拐啦，(唉，
嗨)。后面摆啦，(唉，嗨)。脚踏稳啦，(唉，
嗨)。小心点儿啦，(唉，嗨)。停下来啦，
(唉，嗨)。慢慢地放吧，(唉，好啦)。”领者用
简朴的音调、富于律动性的节奏，统一着
众人前进的步伐，大家在他的指挥下进退
留转，奏响了一曲同心进取的乐章。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生活在水边的
人，除了在水里捕捞，还要利用水为自己
的生活造福。当机动船还没有普及到偏
远的水域时，人力划桨撑篙拉纤的木船，
就成为必不可少的运输主力。船行水上，
便有了风格不同的船工号子，如流传于湘
西地区著名的酋水号子：“辰州上来十八
滩（哎嗬），二面二幅桂竹山（哎嗬），人说
桂竹无用处（哎嗬），小小桂竹撑大船（哎
嗬），船儿弯到北关山（哎嗬），打酒称肉铁
炉巷（哎嗬），东关豆腐西关酒（哎嗬），流
氓痞子溪子口（哎嗬）。”船工们运用即兴
演唱的方式，描述了酋水两岸的自然风光
和自己的苦难生活，这些即兴演唱的号子
成为湘西多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8 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而“号子一喊(呀嗬嘿)浪低头(哟噢
哦)，打个尿战（呀嗬嘿）山也摇(哟噢哦)”，
带着原始粗犷的声音，彰显了在与大自然
的搏斗中，一种团结拼搏、不怕艰险、迎难
而上的乐观精神和豪迈气概!

上大学期间，上音乐欣赏课，电影《大
路》的主题曲《大路歌》，以雄健的气势和
有力的节奏，让我终生难忘。歌曲开始用
衬词“哼呀咳咳嗬咳嗬咳”，描述筑路工劳
动的艰辛，缓慢的节奏和着坚定而沉重的
步履，仿佛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尽管如
此，为了生存，大家共同努力，克服眼前的
困难，“大家一齐流血汗(嗬嗬咳)，为了活
命，哪管日晒筋骨酸(嗬咳哼)”。为了实
现共同的目标，只有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才能“压平路上的崎岖，碾碎前面的
艰难”，等到早日筑完自由大路，才能过上
美好的生活。歌曲最后依然用衬词“哼呀
咳咳嗬咳嗬咳，咳呀嗬咳哈”结尾，实际演
唱时，随着力度的逐渐减弱，让人感觉苦
难即将过去，新的希望随着黎明的到来即
将产生。

这首由导演孙瑜作词、作曲家聂耳创
作的歌曲，大胆地吸收了民间劳动号子的
素材，很好地传达了 20 世纪 30 年代，国
人齐心协力抗击外侮、争取民族自由解放
的精神，成为传唱不衰的经典之作。其成
功，离不开民间号子的滋养。

号子一声震天响

原野上，烈日如火。走进二里头夏
都遗址博物馆，顿觉凉意袭人。走过长
长 的 汉 白 玉 浮 雕 长 廊 ，恍 如 穿 越 了
3800 多年时光。博物馆内，出土文物
琳 琅 满 目 ，仿 佛 每 一 件 都 在 诉 说 着
3800 多年过往的沧桑、讲述着历史深
处的动人故事。

且不说长着蒜头鼻子、瞪着圆圆
眼睛的“华夏第一龙”绿松石龙形器的
呆萌可爱，也不说“华夏第一爵”乳钉
纹铜爵那细腰长流的漂亮而飘逸，也不
说拙朴的“华夏第一鼎”网格纹铜鼎彰
显青铜时代礼乐文明的独特与厚重，也
不说王权象征的珍贵玉器七孔玉刀和
具有兵符作用的玉牙璋制作工艺的精
美绝伦，就是一些小小的工艺品都让我
叹为观止！

一件是非常微小的雕刻艺术珍
品——微雕骨猴。这个骨猴造型奇特，
猴脸人身，抱膝蹲坐，令人过目难忘。
它只有一个指甲盖大小，小到需透过放
大镜才能看清。它用动物骨骼雕刻而
成，通体抛光，工艺精湛，栩栩如生，是一

件不可多得的微雕精品。这件精美的器
物，是2002年考古工作者在王室贵族墓
葬中一个两岁左右的儿童尸骸上发现
的，它戴在儿童的胸前。试想，这个微雕
骨猴与王室贵胄的小孩结缘，背后该有
怎样的感人故事？

作为王室成员，也许他的父亲是一
位将军，征战沙场杀敌无数；也许他的
父亲是一位大臣，参与夏朝国家大事。
他的父亲壮年得子，生下了这个可以传
宗接代的男孩，他被全家视为掌上明
珠。当孩子周岁生日时，贺喜者络绎不
绝，门庭若市，父亲的亲朋好友、同僚、
部下都赠送了贵重礼品。一个与贵族
熟识的工匠给小男孩赠送了一件技艺
精湛的工艺品——微雕骨猴。这个不
起眼的小骨猴，却获得了小男孩的青
睐，他爱不释手，连晚上睡觉也让它陪
伴左右。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孩子两岁
左右时不幸染病，尽管全力救治，还是
夭折了。父亲悲痛万分，在厚葬中，父
亲把孩子生前喜爱的这件微雕骨猴戴
在他的胸前，让它永远陪伴儿子，不离

不弃。几千年过去了，父亲和儿子都已
经化作白骨，但高超的工艺、浓浓的爱
意一直深藏在这件骨猴身上。

另一件令人稀罕的小动物艺术品
是陶蟾蜍。这只陶蟾蜍匍匐在地，双
眼圆睁凝视前方，嘴巴微微开启，全身
布满了细线雕刻的圆点纹，仿佛要伺
机捕食猎物，形象生动逼真。整个蟾
蜍雕工娴熟，造型敦厚，形象奇特，生
动有趣。谁能想到，夏朝手工艺竟达到
如此精妙绝伦的程度！在古人眼里，蟾
蜍是一种吉祥物，它寄托了夏代人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在上古神话传说中，月
宫中有一只三条腿的蟾蜍，古人也称月
宫为蟾宫，科举高中叫“蟾宫折桂”；我
国民间认为，金蟾能招财聚财，还能镇
宅避邪，它与麒麟、貔貅等一样，都是祥
瑞之物。

在“厥土生民”展厅，一件造型独特
的陶器引起了我的注意。这种叫“甗”
的古代炊器，被称作“蒸锅的雏形”。它
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叫“陶甑”，其
底部有几个小孔，相当于蒸锅中的箅

子；下部是个三足中空的“鬲”，可以装
水和加热；陶甑置于装水的陶鬲上加
热，就可以蒸熟食物了。从这种陶制炊
具的设计，可以看出我们的祖先是何等
的聪明！

二里头遗址位于古河洛北岸，河水
丰沛，黄土细腻，制作陶器的条件得天
独厚。陶器是夏朝人离不开的生活用
具。展柜里，有盛放肉食的陶鼎、盛酒
的陶爵、温酒的陶盉、烧饭的陶鬲、盛水
的陶罐等。这些距今3800多年的器物，
不仅体现了夏代先民的创造力，更珍藏
着他们日常生活的“烟火气”。

博物馆里有众多的精美青铜器、玉
器、绿松石器、陶器、骨器等，在二里头
遗址都有相应作坊区。夏朝工匠身
份低贱，生活贫苦，但他们心灵手巧，
用数千年不变的工匠精神，为后人留
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二里头夏都辉
煌的文明，都是这些普通劳动者智慧的
结晶！

走出博物馆，余晖洒满大地，这片
土地在夕阳的映照下熠熠生辉……

三千八百年不变的匠心
前几日安装橱柜，出了个不大不小的瑕疵，让人颇有

些窝心。所以，我对装衣柜等家具不敢再掉以轻心，计划
天天去监工。

这次来了两位工人师傅，头发花白的老师傅精干，
正值青春年华的小师傅健壮。他们一到位，就抓紧时
间有条不紊地归类着那些大大小小、让人眼花缭乱的
众多纸箱。当打开盛放五金件的箱子时，我顿时惊呆
了，要将这些琳琅满目、形态各异的滑轨、铰链、拉手、
拉直器、反弹器等金属家伙一个个拧到该去的地方，这
是个多大的工程啊！

陪了大半个上午，过敏体质的我，眼睛就开始红起
来，汗水也滚滚而落。我实在忍受不了，跑到物业那边去
蹭了会儿空调，才感觉缓过来了。而两位师傅干得热火
朝天，隔好一阵子才能抽个空儿擦把汗。

第二天，柜子已经立起来了。我一边检查着，一边念
叨：“我昨天下午没在，你们可得给我装好啊！”小师傅说：

“阿姨，您在不在，我们都会好好干。我们是凭手艺挣钱，
而且公司还有考核。”

我搬来小凳子，坐着看老师傅装书架的抽屉。他把
一摞摞板子依次组装在一起，过了一会儿，八个抽屉在地
上齐整整地列队，像等待出征的士兵。

“排这么齐，干活儿挺细嘛！”我不由得赞一句。“那
是，咱是当过兵的人，手里的活儿也得听指挥！”老师傅
带着自豪说。“哎呀，原来是老班长啊！”同样有过军旅
生涯的我有些惊讶，赶紧用新兵对老兵的尊称表达我
的敬意。

老师傅一边忙碌，一边打开了话匣子。原来，他们是
来自周边城市的父子俩，儿子是师傅，父亲是徒弟。儿子
干这行很多年了，早已是熟练的技术工人了，在业内也小
有口碑，每天的活儿干不完。父亲当了十四年兵，退役后
又在工厂里工作了十余年，几年前离开家过来帮儿子。

小师傅喊老师傅到房间去帮忙，两人配合着费力又
小心地将预装好的框架竖起，慢慢地放到墙边。只见木
地板上铺着保护的纸皮子，这让我对它被刮花的担心放
到了肚子里，觉得他们还是很细心的。

书架和餐边柜已完工，端庄简约的样子，完全和我想
象的一样。我带着欣喜伸出手去摸、去拉、去开，一切都
是那么贴合流畅，但是小师傅说，他爸年纪大了，怕有疏
忽，他第二天还会帮我微调下。

我的眼睛愈加红了，于是接下来的两天我没有再去
监工。小师傅说，桌斗有伤的两个地方，他都贴好了标
签，售后会来补漆。近视的我和老公，扒着他指的地方仔
细地瞧，才隐约觉得那两处稍有些不平，如果他不说，我
们可能都不会注意到。

整整五天，两位师傅就在这闷热而刺鼻的空间里辛
苦地工作，那些洒落的汗水，一点一滴地凝结成了美好生
活的来源。老师傅说他们已经挣下钱在洛阳买了新房
子，小师傅要结婚了，不久他就可以落叶归根回老家了。
说起这些的时候，老师傅的眼睛亮亮的。

公司设计师小张告诉我，小师傅不好意思问我能不
能给他个好评。我愉快地答应下来，毫不吝惜溢美之词：
不辞辛苦、做工精细、态度认真、服务周到……两位师傅
马不停蹄地奔赴下一个工地，他们留下的不仅是落地稳
稳、方正平整的家具，也用努力向上的姿势，让我看到了
千姿百态的生活里那最美的人生风景。

生活的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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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条之美 午马 摄

灯下漫笔

□邓世太

我们在忙碌地工作，看见别人一天天坐着，常想：人
家多美啊！

当我们一天天上班，忙得没有头日时，也总是说：啥
时候能放假歇几天呢？

短暂的休息，使人自由、快乐，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
幸福的人，能吃到亲手做的美味，能晚上追剧到半夜、一
觉睡到大中午，真舒服。

而真正让你休长假，慢慢地，你就觉得无聊、困闷，跟
着就这儿疼那儿不得劲起来。

我一直在学校这个圈子转，每年到了寒暑假，都要去
给医院“做贡献”。尤其到了暑假，家里就我一个人，觉
可以睡到中午，饭可以任意时候吃，城里的生活环境没什
么活干，人也不怎么来往，床铺散乱、衣衫不整也没人看
见，日子渐渐没有规律，没了时间概念，一天天看着太阳
从东边转到西边，又到晚上。我的牙疼起来，嘴上起了火
泡，引起喉咙疼，跟着胃病又犯了，开始无休止地上医院
看病、吃药，在花钱和治病中度过了假期。

是自己就是这劳碌命还是怎么了？
记得过去在老家种地，到了冬天收仓入库，地里没活

了，忙了一个夏秋的农人就开始这个吃药，那个输液，害
起病来。奶奶说：“活人，活人，干着活才是活人，一闲都
出毛病了！”

是啊，地里活儿赶着人，农人们早出晚归，忙得顾头
不顾腚，哪有工夫害病？活干完了，身体也像缷了发条的
钟表，到处都是毛病，一个冬天都是病歪歪的，而到春天
活一开，人们去到地里，病就好了！

过去的大家闺秀、豪门千金，常伤春悲秋，对月长叹，
就是太闲，在无事生非罢了。试想，肌体不运动，血液不
奔腾，生命就没了张力，没了生气，跟着精神就萎靡不振，
时间一长，无病也会呻吟，慢慢地就爬不起来了。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生命在于运动，让自己忙起来，
生活有了劲头，生命才有活力。

于是，每到放假我就给自己找点“工作”，早上起来跟
着“黎明脚步”晨跑队，进行长达5公里的长跑，然后回家
做饭吃饭，打扫卫生；吃了午饭睡一觉，起来看会书，写写
字，日子满满当当，精神也富足起来。

劳动创造世界，忙，才是一个人应有的生活模式。

让自己忙起来

前段时间连日的酷热，不由得让人
从心底生出一种想要逃离城市、寻一处
宁静清凉之地住上几日的渴望来。8月
初，先前带着孙子到栾川消暑的二嫂
打来电话，述说着在那里的种种惬意，
邀请我和媳妇也过去，于是便有了这次
说走就走的栾川之行。

傍晚时分，侄子开车过来接上我
们，三个多小时后，便落脚在了栾川县
三川镇柳子村。二嫂带着小孙子早已等
候在一座吊桥旁。见面后，她领我们来
到一家民宿。这是一处有着二层小楼的
庭院，一个被称作“萌萌”的年轻女子热
情地招呼我们住下。

这里刚刚下过一场大雨，风染上水
的凉，拂去了我们旅途中的疲惫，整个
人都感觉轻松了起来。吃过夜宵，夜已
深了，不开空调还需盖上薄被，这是在

城市里不可想象的。舒服地躺在床上，
没有了在家时光着膀子还汗津津的腻
感，身心无比放松和舒适。

第二天清晨，在鸡鸣声中醒来，窗
户微明，我出门晨跑，顷刻间，一股清凉
的气息扑面而来，让人神清气爽。

民宿坐落在一片原野之中，四周群
山环抱。一缕缕朝雾绸带似的飘浮在
连绵起伏的山峰之间，目之所及，远近
山峦，萦青缭白，由碧至青，直达天际，
若隐若现中，仿佛一幅水墨画，与蓝天
白云相映成趣。

跨上吊桥，下面一泓河水蜿蜒着
由北向南流淌。河旁的坡地里种着玉
米，主秆高耸，叶片宽大，生成一片连
绵不绝的青纱帐，空气中弥漫着新鲜玉
米的香甜气息，彰显着大自然的慷慨和
生命力。

这天恰逢三川镇赶大集的日子，萌
萌问我们要不要去赶集。尽管我们不
需要买任何东西，但好奇心使我们很想
了解点当地的民风民俗，有这样的机
会，自然想去逛逛。居住地离集市不算
远，我们一行一边聊天一边步行，十几
分钟便到达目的地。

集市上，各种叫卖声此起彼伏，摊
位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从新鲜的
农产品、家禽、蔬菜、水果到日常生活用
品应有尽有。

小贩多是当地的农民，有些老人挎
着一篮自家产的蔬菜便来赶集了，他们
热情地招呼着顾客，脸上洋溢出朴实的
笑意。我们行走在集市上，不时被各种
新鲜的农产品吸引，绿油油的豆角、红
彤彤的番茄、刚刚掰下来的嫩玉米……

从集市出来，看看时间尚早，我们顺

道又游览了抱犊寨景区，回到民宿已是
傍晚时分，萌萌已做好晚饭在等着我们。

院内遮阳篷下摆放着一张长桌和
几个塑料方凳，桌上摆着玉米糁汤、炒
菜花、西红柿炒鸡蛋和刚出锅的油饼、
豆沙包，用柴火灶炒制的农家菜散发出
诱人的香味。

汤足饭饱，众人打量起小院来。栅
栏里，黄瓜、番茄、辣椒枝繁叶茂，硕果累
累。大伙纷纷夸赞汤好菜香，夸赞小院
干净整齐。萌萌羞涩地笑着，满脸幸福。

晚饭后出门散步，夜幕中的柳子村
沉浸在一片宁静之中。我们沿着田间
小路向前走，脚下是柔软的土地，空气
中弥漫着清新的气息。微风轻拂，耳畔
传来玉米拔节的声响。

仰望星空，终于见到了久违的满天
繁星，它们静静地悬挂在夜空中，闪烁
着迷人的光芒。

此时此刻，我们远离城市的喧嚣和
燥热，享受着大自然的宁静和农村生活
的简单与充实，顿感疲惫的身心得到了
缓解和释放。

休 闲 三 川 镇

有感而发

□亢娟

■ 开栏语

人是感情动物。沟通感情最便捷
的方式，除了语言，就是音乐。一支童
谣，一首民歌，一部精心创作的音乐作
品，带给人的心灵愉悦和精神享受，是
其他艺术形式所不能代替的。本版今
起开设《乐海泛舟》栏目，请跟随作者的
笔触，乘着旋律的扁舟，航行在音乐海
洋里，回味那些美妙的音乐和美好的时
光，让您的生活一路芬芳。

□刘志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