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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素雲

“日落西山啊哩哩，散了圩啰啊哩哩，欢欢喜
喜啊哩哩，回家去啰啊哩哩……”我小时候学过

《赶圩归来啊哩哩》这首歌。但我从没有了解过
歌曲背后的故事，只觉得它是一首距离自己很遥
远的歌。直到有一次，我不经意在朋友面前哼了
句“赶圩归来啊哩哩”，才从对方口中得知，原来
这首歌的素材来源地是隆林德峨街。1979年，
广西著名词人古笛、黄有异到德峨体验乡村生
活，正好遇到当地的圩日，少数民族姑娘们穿着
色彩艳丽的民族服饰，喜气洋洋地穿梭在街上选
购商品。两人看到这个欢喜美好的场景，便创作
出了《赶圩归来啊哩哩》这首歌。了解背后的故
事后，我对德峨的圩日有了些向往。

去年3月，我和朋友相约前往隆林，去赶了
一次德峨圩日。德峨距离隆林县城将近 40 公
里。去之前，我对这条路是有点害怕的。小时
候，我去过德峨，那时大多是泥巴和碎石路，路
上还有大大小小的坑，一路上颠簸难行。因此
在出发之前，我准备了好多东西，有晕车贴、葡
萄糖……朋友看我背一大堆东西，笑着说我是
土鳖，记忆还停留在以前，现在路早修好了。

一路上，通往德峨的路，果真如朋友说的宽
阔了很多，路面是平整的砂石路，汽车行驶起来
很少颠簸。我总算放下了心，有心思看车窗外
的风景了。三月里，百花盛开，窗外的山上有黄
的、红的、紫的花，遗憾的是，我大多都叫不出它
们的名字。除了山花，路边一栋栋洋气的楼房
也引起了我的注意。记得小时候一路看到的，
大多是茅草屋。多年过去后，这里的房屋像有
了魔法，全变了样式。我沉浸在房屋变化的惊
叹中，车子很快就抵达了德峨镇。

德峨镇变化的速度，也让我咂舌。进镇的
道路笔直宽阔，道路两旁都建着三五层的楼房，
房子的外层贴着瓷砖，闪着光泽。圩日是热闹
的，路上行人、车子，一个挨着一个，一个挤着一

个，我们的汽车夹在里边，前行极为缓慢。若是
以往，我应该会感到烦躁不安，这次倒兴致满满
地看着从车边穿过的行人。

这些人穿着鲜艳的民族服饰，从四面八方
涌来，背着背篓、提着篮子、拉着孩子，他们或走
路，或骑着摩托车，一路有说有笑，一齐走向德
峨街。我从他们身上的服饰，分辨出了苗族、彝
族、壮族、仡佬族……德峨是活的少数民族博物
馆，这一点都不假。车走走停停，约莫过了半小
时，我们才到街口。

街口的左边，立着一块大石碑，记载着有关
《赶圩归来啊哩哩》这首歌的故事。旁边的空地
上，来自各村屯的男人们，牵着牛和马正在交
易。牛马的交易，在圩日中算得上大宗交易。
这些男人大多穿着黑色短褂，手里拿着半截
烟。他们或蹲着，或站着，搭着身边人的肩，慢
慢吸着烟谈着笑，似乎不着急买卖，而是像老朋
友见了面一样，趁着圩日的空闲聊聊天，把之前
错过的时光补回来。看着他们悠闲的样子，我
有种错觉，这里的圩日不是交易的场所，而是人
们聚会谈天的地方，它是悠闲的，浪漫的。我似
乎穿越了时空，感受到了当年古笛、黄有异所看
到的情景。

我们停好车，步行往前走。没走一会儿，就
看到卖苗族服饰的摊位。摊位上有苗族的衣服
成品、配饰、头饰，看起来五颜六色，惹人注目。

这些年来，苗族服饰的美，征服了越来越多的
人，销售市场变得顺畅宽广许多。许多苗族妇
女在德峨做起了服装生意，手工加上机器制作，
再结合现代人的审美，让服饰变得更漂亮，也让
日子变得更富足甜蜜了。

走在其中，像落入一片花田，美得让人陶
醉。我站在一套苗族服饰的面前，看着青绿色
大襟短衣和灰色、黑色、白色相拼接的百褶裙，
竟迈不出脚步了。摊位老板30多岁，她穿了一
身红色的服饰，头帕、袖子、围腰、裙子都是红色
的，腰间和裙摆用黄色彩线彩布镶嵌点缀，看起
来好似春天烂漫的山花。她热情地给我介绍，
并让我试穿看中的衣服。在她的帮助下，我穿
上了迷人的百褶裙、大襟短衣，还戴上了叮当响
的头饰。

我站在镜子面前，瞅着自己的模样。这是
我第一次穿苗族的衣服，有点新奇，有点激动。
我都快认不出自己了。朋友提议，在德峨街，就
该穿上这样的盛装。她也选了一套服饰，穿上
后和我手挽手，朝着街中心走去。

圩日的街上是热闹的。售卖的货品有常见
的山货、日用品、手工艺品、衣物、乡村吃食，从
街的这头，摆到了街的另一头，商贩们闲坐在摊
位前，不吆喝也不招揽，就那么闲闲地坐着，仿
佛不是在卖东西。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有闲逛
的，也有买东西的。闲逛的，从街头走到街尾，

走走停停，这边看看，那边捏捏，问问价格也不
买。摊主仍由他们看看捏捏，回答一番价格，也
不问买不买。买东西的呢，就有些忙碌了。他
们背着背篓，有的里边装满了瓜果蔬菜、瓶瓶罐
罐和日用品，手里提着大袋小袋的物品。我挤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欢喜地看着令人新奇的
商品，更看到了小时候常吃的油团、凉拌粉、米
虫、油炸粑，人流中，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了小
时候天真无邪的时光里。我在里边跳着唱着，
身边的人似乎也被感染了，对着我笑着。

走到街尾，我看到了一个卖芦笙的老人。
他坐在矮板凳上吹芦笙，声音悠扬婉转，很快吸
引了围观。美妙的声音，让我想起了很多往事，
第一次到德峨看跳坡节、德峨的辣椒骨、野猪岭
上的杜鹃花，这些事像水一样，不断从记忆库中
流淌出来。

老人吹了好一会儿，便在人群中跳起芦笙
舞，他边吹边跳，左边的脚刚放下去，又抬起右
边的脚，每一步都踏在音节上。人群中有几个
穿民族服饰的姑娘，她们踏着芦笙的音乐，跟在
老人的身后，一起跳起了芦笙舞。我内心的热
情瞬间被点燃，和朋友一起加入了欢乐的队伍
中。我不会跳芦笙舞，但哪里管那么多。只要
肢体动起来，就是一种舞蹈，就能让人快乐。加
入的人越来越多，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那块
空地变成了露天舞场。人们在里边跳呀，唱呀，
感受着芦笙舞的快乐。若是古笛、黄有异也在
场，会不会写出一首新的歌呢？

德峨街的圩日在将近 12 点时，就逐渐散
开了。人们带着快乐和满足，又涌向了四面八
方，街道重新回到了寂静。我和朋友在一个摊
上坐下，喝了一碗现场熬制的牛骨汤，再买了
手工艺人编制的竹篮才返回。

直到现在，那个竹篮仍然是我最爱的竹制
品，它还带着德峨街的味道。

德 峨 街 记 忆

第十二届广西剧展已圆满谢幕，但
展演中的一些作品，让人印象深刻，过目
难忘。桂南采茶剧《侨批树》就是这样的
佳作。

“批”在我国东南沿海方言里指信，
“侨”是华侨，一些地方收发侨批时固定
在 某 棵 树 下 ，这 棵 树 便 被 称 为“ 侨 批
树”。19 世纪中叶，沿海地区的人们由于
种种原因选择“下南洋”，他们去国以后，
仍需赡养国内亲人并保持联系，由此产
生了书信、汇款合一的侨批业务。烽火
岁月，家书万金，侨批是海外游子拳拳真
情的具体表达，是侨眷赖以生存的物质
来源，更是华侨移民史、创业史、革命史
的历史见证。历史上，广西的玉林、钦
州、梧州、北海等地产生过大量华侨。玉
林容县是广西最大的侨乡之一，侨批文
化浓厚。玉林市的桂南采茶剧《侨批树》
中的榕荫镇正脱胎于此。

有关侨批的戏剧（曲）曾以歌仔戏、民
族歌剧的形式搬上过舞台，《侨批树》则以
轻松活泼桂南采茶戏的形式讲述悲怆往
事，在载歌载舞中加入民间音乐元素，不
失为一种有趣的创新和尝试。

故事背景设定在榕荫镇，时空交错在
1940年代与1990年代，时空交错的叙事结
构之下，原本处于前后两个时期的人物，
出现在剧中，以此交织三代人的命运。采
用无场次结构打破时空界限，让剧情发展
变得流畅。编创者加入了歌舞队、傩面人
等功能角色，歌舞队由多个人组成，设定
为榕荫镇普通民众，属于看客之类的存
在。在剧情进入矛盾冲突阶段或有转折
时，他们通常是集体出现，出现时，同在舞
台的主、配角不下场，而在舞台中呈现定

格静默状态。歌舞队和傩面人的功能很
多，如：外化主人公内心的疑问、矛盾、想
法，使之让观众知道；代替报幕者推进下
一步剧情；让悬念变得更具体，等等。这
样的手法在采茶戏中似乎并不常见，显得
新颖活泼。

剧中男主人公荣仔是一位批脚仔（类
似于现在的邮递员），他与凤姑相恋。而
凤姑的阿爸林叔下南洋后，因为支持革命
事业被敌人逮捕，音信全无。为了报答林
叔，也为了让爱人放心，他毅然挥别故土，
只身下南洋寻找林叔。凤姑与荣仔青梅
竹马、相恋相别，但迫于情势嫁给黄阿江，
与他做了有名无实的夫妻，余生坚守在侨
批树下苦等爱人50年，是侨乡一位勇敢痴
情的女子。水客黄阿江是二人的好友，他
往来于南洋和中国，做侨批业务，在知晓
凤姑怀了好友荣仔的骨肉后，又误以为荣
仔已经离世，为了保护好友和孩子，他顶
住舆论压力，与凤姑结成伴侣。此外，还
勾勒了林叔、黄永真、杨冰冰等人物形
象。剧中荣仔等主要男性人物，一诺千
金，可堪大义，都为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同
程度的牺牲，正是爱国华侨和爱国人士的
写照，而凤姑则代表了绝大多数留守故土
侨眷的形象。

舞美设计方面，水乡的小桥、粗老的
榕树根、上弦月，月夜蓝的舞台背景基调，
让观众沉醉在广西乡村的夜色之中。蓝
色可以烘托出悲伤深沉的情绪，同时也充
满希望与安宁。“长安不见月，万户捣衣
声”，月亮有关征人思乡的古老意象，在剧
中如此氛围下再次回环。简洁克制的舞
台道具，在此剧中胜过繁冗。

中国戏剧格外喜好大团圆的结局，

是为了满足现实中人们的补偿心理。单
论故事情节，这部剧似乎是个喜剧。50
载沧桑，当初的荣仔（即现在的荣阿公）
带着林叔骨灰回乡，完成了出发的初衷，
林叔也得以魂归故土；荣仔与凤姑这对
有情人，以半生相思偿还年轻时的短暂
相伴，互诉衷肠、彼此和解；他们的孙辈
永真和冰冰在建设家乡的同时，续写了
上一辈未完成的情感。这样的结尾是独
属于文艺的善意。而重新审视该剧的历
史基调，第一代人为革命牺牲；第二代人
远赴异国，与亲人分离；凤姑的苦苦等
待，黄阿江的大义成全……在历史长河
中，是何等荡气回肠的悲壮。

尺素纸短，家国情长，以轻如鸿毛的
一纸侨批倾诉崇高的民族情怀，这部剧真

实地还原历史。爱国华侨以侨批为媒介，
参与谋划革命事业，身在异国而情系桑
梓，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再到争取民
族解放，历史上如林叔、荣仔般不惜毁家
纾难、以身入局，参与革命事业又情系故
土的爱国华侨不计其数。

当然，有些情节结构也似乎需要斟
酌，如表现人物时可再往人性深处挖掘，
表现得当便是点睛之处，也可以从人物
内心出发表现人物形象。综合而言，《侨
批树》选择侨批这一独特文化意象作为
切入口，折射出时代风云与爱国情怀，以
轻松的戏曲形式承载了凝重的家国主
题，回溯了过去一段悲怆岁月，将悲喜置
于一处，长歌之后且是悲壮，是值得肯定
和称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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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河，车河（组诗）
□杌十

神奇土地

你分明在南方，却感觉
旭日，从你这边升起
你只有一百六十平方公里，却感觉
你的地域广袤无比
你分明地处桂西北边陲，却感觉
你就是咽喉，是要塞，是心脏

你是神奇的土地
你肩负重任，砥砺前进
你承载着七个行政村两个社区
一百一十二个村民小组
三万多各族人民的梦想与希冀

为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安居乐业，你充当火炬手
引领四千党员
创造辉煌，点燃多元活力

三岔河的狂野

三岔河的风带着刺
从水里、从草地上吹来
拍打着脸庞
那是越野车制造的乐趣

硕大的车轮碾压着河床
飞溅起层层水花
如同河道撕裂的一道道肌肤
纷繁中，心却有了方向

河畔的芦苇摇摇晃晃
似乎为这勇敢的旅程鼓掌

激情在轰鸣中燃烧
灵魂在速度里飘荡
在冒险的时光里摄取一段
不凡的生命之旅

车河，车河

车河，车流成河
那是何等的壮观与喧嚣
车河，古时的金村
今时的锡都要地
又是何等的荣耀与辉煌

你坐拥铁路、高速、机场与国道
你的金属之音传播世界各地
持续六年荣膺“中国西部百强”
这些，是智慧，是汗水，
是责任，是担当

你守牢安环底线，阔步向前
你精准定位，锚定全国百强

车河，车河
温暖如春的车河繁花似锦的车河
狂野不羁的车河金属成堆的车河
你是奋进的车河，更是飞翔的车河

时光幽深

笼箱盖的红枫，燃烧半边天空
笼箱盖的银杏，铺就一地金黄

笼箱盖的风，轻柔如绸
笼箱盖的阳光，斑驳璀璨

枫的热烈，杏的婉约
绘成天然的画卷
足以让心沉醉，永不褪色

桂南釆茶戏桂南釆茶戏《《侨批树侨批树》》剧照剧照。。 粟俊粟俊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