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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风

在北方人的心目中，都烙印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

句话，初次到南方旅游的人，苏杭必为首选。宋金时期金国

的海陵王完颜亮要攻打南宋的因由中就有他对临安的垂

涎：“万里车书尽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

立马吴山第一峰。”显然占有临安这块富庶的风水宝地，是

金人首领要实现的一个理想。

说起运河，我最早的印象来自1988年，《诗刊》社组织

的一次“运河笔会”。从淮安的古末口乘一艘大船到扬州，

走的是古邗沟一线，中途在高邮上岸吃了一顿午饭。今年

深秋时节，杭州最年轻的新区——临平举办采风活动，让我

有机会深入到京杭大运河的最南端，来对这一段的大运河

增进些了解。

当地的主人介绍说临平区整体犹如

一片荷叶，八个乡镇均匀分布为荷叶的

筋脉。全区水网密布，仅运河就有三条，

一是被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运河——修

于秦代的上塘河；二是始建于唐宋的古

运河；三是刚刚修建好的新运河，也叫二

通道。斥巨资新修一条运河的主要原因

是由于在古运河塘栖段上有一座修建于

15世纪的石桥——广济桥，它是整个大

运河上现存的唯一一座七孔桥。据说

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这座广济桥是

有贡献的。当那些评审专家在考察过程

中还有些苛刻的质疑时，见到广济桥立

马没有了二话，可见真东西的魅力。此

前，从经济上盘算，有人主张拆掉这座

桥，把运河进行修整即可。但要留住广

济桥，那就只能另建一条新运河。最终

决策是选择了不惜代价，保护文物和历

史。其实在对待文物的保护上，临平人

也是得到过教训的。塘栖古镇上还有两

个宝贝文物，都在水北街上，一个是杭州

水利通判厅遗址，一个是乾隆御碑。民

国初年，水利通判厅的房子被毁，乾隆御

碑因被崇裕丝厂的老板砌进住宅的墙

内，得以保存至今。这两个文物的级别，因不是原汁原味

了，只能降格以求，当了省保。这样一对比，塘栖镇上的人

越发珍惜这座广济桥，指着这座桥介绍时，就像这座桥是自

己家的一样。

塘栖镇上做生意最红火的店铺也愿意簇拥在桥的两

边。其中就有一家创建于嘉庆五年的百年老店汇昌号，他

家的粢毛肉圆堪称一绝，入口香气浓郁，把糯米和猪肉结合

出最佳的味道。店主人还是个博学的人物，在自己家的另

一爿店里，建了一座点心模具的博物馆，收集了各地的点心

模具上百种，展览在橱窗里，参观者难得欣赏到这些“不起

眼”的宝物。琳琅满目中也能看得出地域文化的差异，来自

山东的模具稍显粗犷，而浙江的就非常精巧，有的小模具只

有一方印章大。午餐安排在广济桥边的王元兴大酒店，这

也是一家百年老店。服务员端上一道热菜，身边的朋友介

绍说这道菜叫细沙羊尾，吃起来有点儿像东北的雪衣豆

沙。看到它圆滚滚的样子怎么也不像羊尾呢，于是，我就刨

根问底，才知道“羊尾”的意思不是指这道菜的形状，是代指

从羊尾处挤出的“黑蛋蛋”。这也是一种南方似的幽默吧。

古镇人已经懂得了什么是坚守，在水北街的另一家叫

作喜堂的店铺门前，竖立的招牌上写着：本店有六年不换菜

单的几道菜，什么明火烤牛排、西班牙煎红虾、黑松露炒米

粉、潮州手打墨鱼丸等等，看上去有点中西合璧，也许这种

饮食习惯与晚清塘栖古镇的“资本主义”萌芽有关。甲午战

争后，古镇上的有识之士秉持实业救国的理念，跑到意大利

等欧洲国家，买来各种先进的生产设备，在塘栖建厂进行工

业生产，一度周边地区来镇上做工的人都超过了常住居民。

为了让我们能多看些地方，主人居然不给客人午休的

时间，明显看出有午睡习惯的都带着一丝倦意。当地的作

协主席袁明华机智地用“古海塘”来吊大家的胃口。他告诉

大家“古海塘”有多么了不起，如果没有“古海塘”就没有临

平，没有今天的杭州，甚至杭嘉湖平原都不保。可由于明华

兄的“杭普”听起来并不好懂，让各位把“古海塘”有的想象

为一个池塘，有的想成古老的海棠树也未可知。我抓紧时

间，在中巴车上打了一个盹之后，车子就颠簸起来，在一处

荒僻的道路尽头停车后，明华兄带着我们走上一条石板铺

就的“空中路”。这里就是位于临平乔司镇保存完好的一段

钱塘江海塘。

关于钱塘江之名称的来历有好几种说法，但归结起来

都与防范江海大潮有关。说吴越王钱镠当年为制服兴风作

浪的钱塘大潮的潮神，在八月十八潮神过生日的时候，组织

一万个弓箭手，在江边射击潮神，直到将其击退。后人感念

钱镠的功德，将江边的海塘叫作钱塘，这条大江也就称之为

钱塘江。这些传说暂且不论，钱镠治理海潮，确实还是功不

可没。是他首创了“捍海石塘”的抗潮方式，用竹笼装上石

头筑成防潮堤坝，防潮涌的效果好于此前的其他方法。从

唐代到现代历史上有记载的潮灾就有183次。明成化八年

（1472）七月，钱塘江北岸杭州至平湖，“城郭多颓，庐舍漂

流，人畜溺死”。海盐平地水丈余，“溺死男女万余人”。朱

妙端有诗《海溢》道：“飓风拔木浪如山，振荡乾坤顷刻间，临

海人家千万户，漂流不见一人还。”据《钱塘江志》记载：光绪

二十五年（1899）开始，萧山南沙江岸连年坍退，至民国十七

年（1928）“岸线南移近30里，累计坍失熟地38万亩”，这就

是由于潮灾的海水倒灌，造成的危害。同治元年（1862）、二

年（1863）“海宁塘圮，海水溢于河，直达嘉兴新腾、桐乡乌

镇、湖州双林一线以北，平湖、嘉善河水皆

咸，海盐、海宁等处三年无收”。

世界上有三大有名的强潮涌，一是印

度恒河潮涌，二是巴西亚马逊河潮涌，第

三个就是钱塘江潮涌。为抵御汹涌不羁

的狂潮，历朝历代的官府和百姓真是伤透

了脑筋。最早的时候人们修建土堤，土堤

的作用有限。人们又开始修建柴堤，即用

一层树枝加一层夯土，相当于古代的“钢

筋混凝土”，然后再插上木桩。再后来又

升级为石塘，后期的石塘已不是早年钱镠

的修法，是用长条石一层一层砌成下宽上

窄的梯形大坝，条石的缝隙间用糯米浆弥

合，坝高有六七米，下宽十余米，上面有五

六米宽，迎潮面每一层之间延伸出一部

分，呈鱼鳞状，以增加抗潮的阻力。为使

石板之间连接处稳固，最上层的每块石板

缝隙之间都用两个三角形顶角相对的铸

铁石锁加以固定。我们脚下的石塘，据考

证是清代乾隆年间修筑的。经过岁月的

磨蚀，在石锁上仍能看出“钦工”二字。同

来采风的陈世旭先生认为后面的那个字

应是“立”不是“工”，“钦工”是字迹被磨蚀

后人们的误读。但不管怎么说“钦”字没

有争议，说这“古海塘”是皇家工程则是铁定无疑。乾隆

皇帝一生六下江南，其中有四次就视察过江南的水利工

程，即“阅视塘工”。乾隆二十七年（1762）“阅视塘工”后，

还亲自撰写了一篇《阅海塘记》，总结历代治水的经验教

训，探讨海塘修建的细节，体恤民情，致力于解决民生疾

苦。这篇文章与他父亲雍正皇帝的《御制浙江海神庙碑

文》分两面一同刻在盐官海神庙里的石碑上。

钱塘江的入海口是个喇叭型，这一段江道摇来摆去，如

今已经远在我们行走的这段“古海塘”几十公里之外了。石

堤内外现在都是农田菜地，还有一些养鱼的水塘。石缝里

长出来的枸杞，结出一排排红色的果实，剔透玲珑。走出一

两千米之后，石堤两侧和水泥路面形成一体，成了一条马

路，路边是一些工厂和店铺。沧海桑田，时过境迁，钱塘江

海潮形成的那些灾难，这里的人们已小心翼翼地把它收藏

到历史博物馆里了。

临平拜水临平拜水临平拜水
□□宗仁发宗仁发

东北音乐成为国内一大音乐现象，这

吸引了众多的专家、学者进行研究。由浙

江师范大学音乐研究所所长杨和平教授

倡导，东北乐派这一称谓由专家学者定位

叫了出来。在东北乐派众多的曲作者中，

自始至终在为东北的戏曲、曲艺、民歌奔

波忙碌的当属著名作曲家杨柏森。杨柏

森与二人转打了半个世纪的交道，可以说他是东北乐派的

典型代表，也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

杨柏森，国家一级作曲家，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

少数民族戏曲音乐研究会常务理事、吉林省戏曲剧院原院

长。他先后被评为“最受观众喜爱音乐人”“吉林省著名二

人转音乐家”“吉林省‘二人转’音乐风格著名作曲家”“最具

影响力的戏剧艺术家”。他50年间创作了300余部作品，代

表作有《大姑娘美大姑娘浪》，为电视剧《刘老根》《马大帅》

《乡村爱情》等20余部影视配乐，并广为传唱。获得文化部

文华奖、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十余个国家级奖项。

东北话一出掷地有声，一诺千金，毫不含糊，这便是浓

浓的东北乡音。而杨柏森用音乐的形式歌唱乡土、乡情，

传递乡音，让乡音化为经典。

二人转与东北民歌融合的新东北民歌风

二人转是东北音乐的天材地宝之一，它是流行于我国

东北地区的民俗曲艺艺术，它根植于东北民间文化，历经

三百多年的传承与发展，融合了黑土地文化与独特风土人

情。它的历史就是一部吸收各种艺术精华的历史。二人

转音乐结合了传统戏剧曲调和现代流行文化的特点，特别

是其唱腔兼备戏与歌的特色，可以用“九腔十八调，七十二

嗨嗨”这十个字高度概括。它既能保存老年观众的时代感

与情怀，又能得到年轻人的喜爱。杨柏森根植黑土地，钻

研二人转、东北民歌、戏曲、曲艺，创作出了大量有鲜明地

域色彩的作品，包括曲戏、话剧、通俗歌曲、影视歌曲，尤其

是大量雅俗共赏的新东北民歌风的通俗歌曲，有自己独特

的创作风格，也为他人创作东北风格的音乐提供了范本。

“大姑娘美那个大姑娘浪，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这边的

苞米它已结穗，微风轻吹起热浪/我东瞅瞅西望望，咋就不见

情哥我的郎，郎呀郎你在哪疙瘩藏，找的我是好心忙……”这

首《大姑娘美大姑娘浪》是杨柏森优秀创作歌曲中的典型代

表，也是其早期创作的成名作。平白如话的歌词配上东北特

质的曲调，用通俗音乐的节奏加以变化，歌曲的时代气息有

了，同时又保留了鲜明的东北地域特色。一个开朗、率真、朴

实、热情、柔中带刚、泼辣的东北妹子形象鲜活地闯入视野，

使作品具有生活味、人情味，有强烈的感染力。作曲取材来

自二人转和东北地方民歌曲调，注入流行音乐的理念，再加

之著名音乐教育家杨立青教授的配器，一首地道具有东北口

语化特点的东北新民歌就这样传遍大江南北，让人百听不

厌。这样悦耳动听的旋律唱出了乡音，与老百姓共情共鸣共

翩跹，正所谓乡音悦耳暖乡人。

“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

人儿，别看屯子不咋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林儿，邻里乡亲挺

和睦老少爷们更合群儿……”杨柏森作品《咱们屯里的

人》，作为电视剧《乡村爱情》主题曲，再后来由刘德华用粤

语演唱赢得了亿万听众的喜爱，最终使得这首具有浓郁东

北风情韵味的歌曲唱遍海内外。歌曲取材除了杂糅二人

转的旋法外，还融入了东北大鼓的说唱性与节奏特点，使

其具有东北民歌最典型的哼唱特征。

东北民歌生动活泼，音调高亢嘹亮，旋律宽广，气韵悠

长，声音运用上也比较刚直。它作为东北音乐宝库中的天

材地宝之一，促进了二人转及东北大秧歌的发展，为东北

乐派新民歌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杨柏森热衷于地

方民歌的整理和发展，孜孜不倦、甘愿奉献，是名副其实的

东北民歌传承人。

写老百姓爱听的歌 谱老百姓愿唱的曲

杨柏森有句座右铭：写老百姓爱听的歌，谱老百姓愿

唱的曲，说老百姓的大实话，做老百姓的贴心人。这是他

的执念，也是他不变的创作理念。为了创作出群众喜欢听

的曲子，二人转、东北民歌或是吉剧、评剧、新城戏、黄龙戏

等戏曲音乐及东北大鼓、京韵大鼓、京东大鼓等曲艺唱腔，

他都深钻细研，这些也成了他取材于民间、还之于民间的

法宝。

杨柏森为了扬乡音不改乡土味，他将百姓传唱的原始

曲调、经典旋律原形原貌地拿来己用植入新创作的歌曲中，

实践证明他做对了，做得巧妙。人们惊讶地发现他创作的

歌曲不仅接地气，还“解渴”。电视剧《刘老根》片尾曲《圆

梦》，“你是一个啥样的人哪”这句和二人转《盼五更》里面的

“一更啊里呀”的旋律是一样的。作者在保持原貌的基础上

巧妙地改变节奏并增添和删减音符，不失原汁原味，易于记

忆，易于传唱。正应了鲁迅先生说的“诗须有形式，要易记、

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

韵，只要顺口就好。”

杨柏森善于在重组中灵活插入，不改本色。电视剧

《刘老根》片尾曲《圆梦》中，采用二人转曲调的素材，贯穿

全曲，在结尾处又用散板前奏移高了4度，作了歌曲尾奏

部分，加深了故事的延续性。整曲既有原形植入又有揉碎

之后的变形重组，而整曲的东北风歌曲的韵味没有变，受

到百姓的喜爱，变成全国各地广场舞爱好者的热捧舞曲。

东北人语言有杨柳春风的轻柔劲儿，也有爬冰卧雪的刚

硬劲儿。杨柏森在选用歌词上很讲究，他要求故事得是关东

人儿、关东事儿、关东情儿、关东味儿，要通俗易懂顺口，口语

化要突出，地方色彩要浓，能够唱出“关东词儿”，逗出“关东

趣儿”，歌词中要具有充裕的关东民间文化特点。“历尽艰辛

不回头，老牛拉套劲不松”（《圆梦》），“粗拉拉的网绳硬邦邦的

汉，脚底板儿上磨出老茧，才敢在船头上站……”（《关东渔

王》）这些都是典型的东北话。还有诸如“整”“嘎哈呢”“那嘎

达”这些高频词也时常在其作品中看到。另外，衬字、衬词也

是杨柏森歌曲创作者中高频率使用的。

杨柏森创作的歌曲是有个性的，带有鲜明的民族风

格、地域风格和时代风格。经他融合与创新发展的新东北

民歌风扎根民族土壤，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饱含浓郁的

乡土气息，紧跟时代发展的步调，这样的作品是独特的、是

鲜活的，其生命力是强大的。

传承·兼容·跨界

杨柏森和二人转艺术打了半个世纪的交道。在50多

年的音乐创作和工作历程中，已经将二人转技艺烙印心

间，将“说唱扮舞绝”嵌入脑海。每一部音乐作品都贯穿了

二人转的美学思想，传承着二人转艺术。

为了吉剧的发展，杨柏森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作为吉

林省戏曲剧院原院长、吉剧院原院长，为吉剧发展他多项

并举。剧院开展“培根计划”，培养未来的艺术骨干，拓宽

青年演员的艺术视野。他加大吉剧演出力度，积极组织复

排经典剧目，大型红色历史剧吉剧名篇《江姐》一经演出，

备受好评。为提升吉剧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他邀请著名吉

剧老艺术家回到剧院传戏、传艺、传技。在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他和艺术家们共同创作了大型吉剧《贵妃还乡》《站

醒台》等，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20世纪90年代，杨柏森和同事们为满族新城戏剧目

《铁血女真》作曲。在音乐创作过程中，他主要负责戏曲唱

腔及场景音乐的设计，充分利用了自己与同事多年的艺术

实践累积，突出满族独特的民族艺术风格。最终，该曲目

荣获文化部“文华大奖”与“五个一工程”奖两大殊荣。杨

柏森也凭借出色的音乐创作能力获得“文华音乐设计奖”

和“孔三传音乐创作奖”。

杨柏森还应邀为黑龙江省龙江剧院谱写《鲜儿》《松江

魂》《木兰马旭》等六部龙江剧，都获得了好评。

杨柏森对传统艺术进行创新，还表现在他对多种艺术形

式和不同戏种音乐特色的兼容并包。2016年，商洛市大剧院

首次推出的新编《闯王寨传奇》历史剧就是他又一手笔。他

作为作曲人，对剧目音乐风格进行大胆创新，将秦风楚韵作

为剧目主要音乐风格，围绕地方语言，融合黄梅戏、陕北民

歌、二人转的唱腔，在充分彰显故事人物性格的同时，拉近与

商南人之间的距离，腔调一亮，熟悉的亲切感油然而生。

如今的杨柏森跨界融合多项并举，集作词、作曲、编

曲、剧本改写、舞台表演、影视客串出演等等于一身，不仅

为自身的人生价值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为东北民族音

乐的发展树起旗帜。他在学习新知识创作作品的同时，不

忘对二人转人才的发现和培养。他在每一次讲座中都不

忘叮嘱年轻的创作者们“要多研究我国的传统文化，多在

传统文化中寻宝。传统需要继承，发展需要创新，只有吃

透传统才能更好地发展创新，更好地用最现代最科学的方

法创造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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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静波

人是需要光的。或朗丽，或

清幽，一如天上的太阳、水中的月

亮。由着性子来，则成全散文诗

了。

不，不不。散文诗气象万万

千，风雨雷电、草木蚁蝶、禅理机

趣、大爱小情，极尽欢喜悲忧了。

与其说我以及我们选择了散文

诗，毋宁说散文诗选择了我以及

我们。艺术可言亦不可言，不可

言亦可言。或此或彼，滋养着非

虚构的生命，比奇绝还要奇绝呢！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迷恋

散文诗。守候《飞鸟集》《流浪者》

《瞬间》《林中水滴》《自然与人生》

等等一系列书籍，学习泰戈尔、纪

伯伦、邦达列夫、普里什文、德富

芦花。得寸何止进尺？便也一章

一章地写，缱绻悠悠，汇聚一本

《不息的内流河》。回过头来细

数，那些美好的片段与片刻所剩

无几。不过，我仍然愿意飨同道

以诸如此类的句子：“或许石子永

远不会粲然开放了，怕只怕日后

的遗憾被相思浸透。”

散文靠散文的优势，诗靠诗

的优势。

散文诗靠散文诗的本事。

新时期文学以降，诗乘风破

浪、散文劈波斩浪、小说后浪推前

浪。散文诗涌来涌去，不见浪。

道中人自言自语：低调的奢华。

不奢华吗？尽可以字字珠玑，尽

可以句句经典，尽可以收敛于散

文而放纵于诗。惯常的二三百

字，抑或五七百字，透射出一个人

的发现与觉悟，不啻是“酒里乾坤

大，壶中日月长”吧？醉不醉，另

当别论。

散文诗的内涵外延，适度最

为重要。穷养不从容，富养容易

松懈，半穷半富很可能拧巴。毋

庸置疑，一章散文诗，成败不在山

水，在乎字词句段也。

不追溯陶渊明了，不追溯柳

宗元了，单说李叔同1915年为约

翰·庞德·奥特威作曲的《梦见家

和母亲》填词的《送别》，苍茫，沉

郁，薄凉，颇通散文诗的气息，及

气度。所以，我认定它属于别一

种表达式，导引着近代、现代及当

代散文诗的方向。样品终究样

品，当下的散文诗各寻各的入口

和出口，我更期望吉林散文诗选

一个又一个“洞天”。

缤纷世界里，吉林散文诗人

孜孜矻矻，并且佳作迭现。老一

辈、中一辈、青一辈，虚实来去，来

去虚实，满眼锦绣河山。我呢，尤

其喜欢静静地清赏河上行驶的

船、山上缭绕的雾。远近高低散

文诗，熠熠闪闪，闪烁着神乎其神

的光芒，照耀我。

疏离散文诗群久矣，尽管我

依然血运旺盛。我安慰自己说：

人越孤独，绽放的花朵越灿烂。

没料想，孤独怂恿了我的同时也

零落了我。幸好，初心尚在，意犹

未尽。问天空便习惯捕捉云，问

森林便习惯捕捉树，下意识地抵

触浮光掠影的随手拍。

既然无达诂，何以散文诗。

有灵魂的事物，事与物，沉潜

着道义。散文诗当仁不让，进而

率先垂范。“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束

火焰，只要激起来，就能点燃生命

的热情。”

何以
散文诗

□赵培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