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花儿”，我认为它是地方民歌
中的“诗经”。花儿的歌词中常常使用
赋、比、兴的手法，歌词形象生动、寓意深
刻，具有诗学魅力，其曲调中一咏三叹以
及演唱中真假声切换的艺术表达，使得

“花儿”独具感染力和表现力，深受当地
民众的喜爱和传颂。

近年来，青海有许多花儿词令得以
编著出版，但“花儿”作为一种音乐品种
不能只关注歌词而忽略音乐的部分。因
工作原因，我一直致力于青海地方民族
民间音乐的研究，这些研究多是学理方
面的，而对民歌的旋律形态分析只限于
对青海当地民歌取样性调查分析。一直
有一种期待，期待着有一本纯粹的音乐
与歌词并存且相对更全面的一本“花儿”
的编撰成果问世。今天有幸看到了——
当索南孙斌将一本《民歌漫河湟》递到我
的手中并简单描述了他这五年当中所做
的工作时，钦佩之意油然而生。翻开书
卷，让人眼前一亮，从排版的顺序、分类
及图片的归整足以看到他在这本书上所
下的功夫。

《民歌漫河湟》不仅是对这种珍贵文
化遗产的致敬，更是对青海地方文化独
特魅力的展示和传承。“花儿”不是单一
的民歌，它更是记述人们历史情感的诗
歌。它独特的韵律和口传心授的传承方
式承载了青海地域丰富的历史记忆、文
化审美和社会生活印记，更彰显着青海
人民特有的文化表达，它像一块璀璨的
瑰宝，镶嵌在中华文化的文明谱系中。
虽然我们或许可以从古诗词中窥见到

“花儿”在某个时代留存的历史痕迹，却
很难溯源其根本。打开该书，我们可以
看到“花儿”的内容广泛，它既有对日常
生活的描绘，又有对历史故事、民间传说
的叙述。当我们去聆听“花儿”，脑海中
便呈现观象，就仿若在看一幅丰富多彩
的民间画卷一般，它如《清明上河图》长
卷般记述着青海人民生活的丝丝缕缕，
而又恰好是这些丝丝缕缕，构架出了青
海人民的生活情景，刻画出了青海人民的
文化精髓。英国民族音乐学家约翰·布莱
金提出了“人的音乐性”的理论，在他看来
音乐跟语言乃至于跟宗教一样，是人类固
有的一种精神特性。可以说，青海“花儿”
的精神特性不仅体现在其艺术魅力上，更
体现在其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上。

“花儿”本是心中的话、心上的油，在
每首“花儿”音乐文本中所记述的那些纯
真、质朴、直爽的情感促成了它源远流
长、源源不断的艺术生命力。在信息发
达、精神文明成果空前丰富的当下，很多

“非遗”文化都濒临消亡，黯然失色，但我
却惊奇地发现“花儿”依然绽放着顽强的
生命力。

“花儿”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不
可替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从“花
儿”的多维观照来看，花儿之所以重要，
其价值并不仅仅停留于“非遗”身份本
身。在生活中，青年男女借助“花儿”传
递“心中的话儿”，将心思情感寄托于音
乐传递到山谷彼端；在宣传上，“花儿”作
为青海乃至西北文化的名片，《花儿与少
年》唱响神州；在文化上，“花儿”的曲调

杂糅汉、藏、撒拉多民族文化审美，见证
了青海多民族的音乐审美互采与互鉴，
体现了多元一体中华文化在青海地方文
化互融互构的具体旁证。

近期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会议，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
我们正积极组织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
想之际，索南孙斌作为西宁市音乐舞蹈
家协会理事和文艺家，在繁荣西宁文化
艺术事业发展中扛起了自己的责任。我
被他不遗余力地搜集整理、编辑打磨、制
谱校对《民歌漫河湟》一书并出版发行付
出的辛勤努力所感动！文化的薪火相
传，靠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希望本书的
传播和推广，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
赏青海花儿的独特魅力，让这种珍贵的
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同时，
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为保护和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出更多的贡献。

《民歌漫河湟》的付梓，我相信将会
让青海花儿的独特魅力被更多的人所认
识和喜爱，而这种珍贵的文化遗产也将
在大家的努力下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
明人高洪“青丝垂柳夹野塘，农夫村女锄
田忙；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
长”描写的正是古人农耕劳作的间隙休
息交流的场景。“花儿”不应被遗忘，因为
它所记述的生活是真真切切的；“花儿”
也不会被遗忘，因为那些热爱生活、敢于
抒情、懂得“花儿”魅力的人都在努力地
传播着花“香”，使它能够“香”满神州，散
播全球。

从音乐角度品味《民歌漫河湟》

冬天的第一片雪花，何时飘落，无人能定。然
而，似乎小雪这个节气后，人们内心深处便已预感到
了雪花的降临。

雪花飘落，静谧而无声，如同一场捉迷藏的游
戏。晚霞映照天空，预示着即将到来的白雪纷飞。
在这个寒冷的季节，期待与朋友共饮一杯暖心的
酒。这或许是小雪前的诗意约定，这大自然的精灵
唤起了人们对冬日美景的向往。

晚来天欲雪是一幅怎样的景象？我能想到的是
天色渐暗，老天早已蓄势待发，憋足了劲儿，想要把
这些白色的精灵藏起来。实在藏不住了，一片两片
三片，一直到无数片，我们的期待，这才慢慢开始满
足。

我们期待着什么？当然是那洁白无瑕的雪花。
小雪纷飞，炉火通红。邀三五朋友欢聚一堂，品一坛
陈年老酒，共同迎接冬天的到来，感受雪花飘舞的美
妙时刻，品味岁月静好的温馨时光。

如果将每一个节气都赋予性别的话，那么小雪
无疑是一个富有童心、调皮且充满智慧的美女。她
玉手一挥，仿佛在宣告：“你们所期待的雪，即将登
场！”

生活中，好多人以“雪”命名后，这些名字似乎也
因此而带上了灵气。我便认识好几位名为“雪”的女
性，她们无一不是聪明过人、冰雪靓丽。在我们单
位，有一位名叫雪的小姐姐。这座小城的公益广告
画也多出自她的巧手，画风充满了浓厚的国风气
息。她不仅温婉可人，更是让人眼前一亮的养眼佳
人。

我在南方，无缘领略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壮观
景象。小时候，聆听费玉清演唱《一剪梅》，耳畔回荡
着“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一剪寒梅傲
立雪中”的优美旋律，心中不禁涌现对雪的好奇与向
往。当时沉思细想，觉得这应是小雪纷飞的景象。
若是大雪漫天，一剪寒梅定会被雪覆盖，枝折花落，
岂能依旧傲然挺立？如此一想，我对小雪便充满了
好感。

小雪如约而至，短暂而美好。它来得迅速，去得
也迅疾。我们可以尽情地堆雪人、打雪仗，同时它又
能够有效地冻死田里的害虫。下雪该有的环节丝毫
不缺，既满足了我们对雪的美好憧憬，又不至于泛滥
成灾，实在令人感慨万分，诗意盎然。

后来再一想，立冬，这个冬季的开始，如同一道
模糊的画卷，描绘出冬天的轮廓。然而，这只是抽象
的概念，无法触及冰冷季节的真实面貌。只有小雪，
那如诗如画的细腻之物，以其独特的方式，将冬季的
韵味具象化。它像纯净的天使，轻轻飘落在大地上，
铺开一片银白的世界。每一片雪花，都是冬天的精
灵，用它们的魔法棒，点亮了寒冷的季节，赋予其生
命和情感。

小雪不仅仅是自然界的一种现象，更是一种感
官的享受，一种生活的体验。它让我们感受到冬天
的魅力，理解冬天的意义。因此，当我们看到小雪纷
飞时，不仅能够触摸到冬天的实体，更能感受到冬天
的精神。这就是小雪的力量，它是冬季的灵魂，是冬
天的记忆，是冬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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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易

进入冬季，母亲是要腌冬菜的。那时
冬日的乡村安闲，日子也简朴，漫长的冬日
里，母亲腌的冬菜几乎成了餐桌上的主菜，
浅浅的一小碟，却也能把日子过得有点滋
味。

打记事时起，母亲就是一位做腌菜的
高手。春夏之交，母亲开始腌芥菜。芦花
白时，就惦记着腌冬菜。冬凉一开始漫过
来，母亲就忙开了。

母亲开始腌雪菜，这是每个冬天都
少不了的。母亲系上蓝布围裙，戴上白
布袖套，将晾晒缩水后的雪菜洗净，挤干
水，然后切碎。切刀亮晃晃的，是父亲事
先磨好的。父亲是磨刀的好手，但切菜
这细活远不及母亲。母亲很是利落又轻
松地把雪菜切成了均匀的小细段，等一

筐又一筐雪菜都切好后，最后的环节便
是腌雪菜。腌雪菜母亲操作得很娴熟，
把切好的雪菜一层又一层放进大坛子
里，加上合适的调料，只是最下面一层不
必放盐。这些步骤都完成了，便将大坛

子置于阴凉通风处，等上一段时间，雪菜
完全入了味，便盛出一点来，喝一口粥，
夹一筷小腌菜，一下子就觉得嘴巴里有
滋味了。

母亲腌制的萝卜条，那可堪称一绝。
她把洗干净的萝卜切成条，晾晒到八九成

干，放进大木盆里，加入食盐和捣碎的干辣
椒皮，一个劲地揉，直到把萝卜条揉得软绵
绵的，然后放进坛子里。母亲一层层放入
萝卜条，每一层压紧实，装满后盖上坛盖，
上面放一块小石头。母亲腌的萝卜条口感

好，辣香辣香的，邻居常要一些带回家。我
们家的餐桌上，粗茶淡饭里也便有了适口
的冬腌菜。

腌雪菜、腌萝卜条、腌白菜，都是最
普通的家常腌菜。母亲除了把这些菜腌
好，还会腌上一点大蒜和洋姜，变着法儿

把日子过出味道来。洋姜是稀缺的东
西，腌好的洋姜小孩子最喜吃，香香脆脆
的，真解馋。可我们那很少种洋姜，日子
都过得紧巴，没谁舍得花钱去买，母亲就
在屋后的墙根处，开垦出一小片菜地来，
专门种洋姜，等收获了，就留着在冬天做
腌菜。冬天有了腌洋姜，母亲会调剂着
捞出几块给我们吃，这个时候我的小嘴
巴会觉得特香甜，我们家的日子也增添
了趣味和色彩。

时光飞逝，走远的日子埋在了记忆里，
但冬菜却没阻隔在乡下。新生活中，母亲
还会从乡下带一些冬腌菜过来，母亲说，再
尝尝娘亲手腌的冬菜，尝尝味道和以前有
啥不一样。

一个人无论走多远，有一个地方
总不会忘记，那就是家乡；一个人无
论走多远，有一种声音总会记得，那
就是乡音。

家乡是我们生长的地方，有我们
美好的时光，快乐的童年。在童年
里，一只蝴蝶就是一只凤凰，一朵轻
云就是一条飞毯，一湾小河就是一个
无比欢乐的海岸。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在外求学、
工作、成家。多年来很少回家，家乡
通公路了，年轻人皆出门打工了，留
守家乡的只剩下那些老人和儿童。
村里缺少劳动力，很多地荒芜了，长
满了杂草。曾几何时，环境在变，人

的面貌也在变，唯一不变的只有家乡
人那浓重的乡音和那纯真的笑容。

在外打拼多年，想家的时候，我
会想起妈妈那慈祥的笑脸，爸爸那深
沉的目光；会想起那飘香的饭菜，那
温暖的瓦房。更让我想念的是那条
小河，那清澈的河水，它日夜活泼地
奔流在村头，像一条银色的玉带向远
处飘去。那温暖的河水就流进了我
的心田，我的乡情就溶在那清清的河
水里。

家乡，是生命中宁静的港湾，是
人生旅途中永久的驿站，是永远在我
们心谷流淌的清泉，是矗立在我们心
中的丰碑！

母亲腌冬菜

悠悠岁月故乡情悠悠岁月故乡情

寒冬从故乡的躯体里
抬出几棺悲痛
泪水在抵达河面之前已经风干
故乡已瘦了几圈
小河同样消瘦得没有力气呜咽
把澎湃的过往冰封
将丰腴的容颜潜藏
平静地等待一场大雪
为她穿上厚厚的棉袄
焐热冻僵了的脉络
血液重新奔腾
分泌出充沛甘甜的乳汁
喂养故土正在孕育的春天

冬天里的家乡河冬天里的家乡河
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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