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４ 　 驿驿路路梨梨花花

云南的歌会(节选)
沈从文

云南本是个诗歌的家乡ꎬ路南和迤西歌舞早著名全国ꎮ 这一回却更加丰富了我的见闻ꎮ
这是种生面别开的场所ꎬ对调子的来自四方ꎬ各自蹲踞在松树林子和灌木丛沟凹处ꎬ彼此相

去虽不多远ꎬ却互不见面ꎮ 唱的多是情歌酬和ꎬ却有种种不同方式ꎮ 或见景生情ꎬ即物起兴ꎬ用
各种丰富譬喻ꎬ比赛机智才能ꎻ或用提问题方法ꎬ等待对方答解ꎻ或互嘲互赞ꎬ随事押韵ꎬ循环无

端ꎻ也唱其他故事ꎬ贯穿古今ꎬ引经据典ꎬ当事人照例心中一本册ꎬ滚瓜熟ꎬ随口而出ꎮ 在场的既

多内行ꎬ开口即见高低ꎬ含糊不得ꎮ 所以不是高手ꎬ也不敢轻易搭腔ꎮ 那次听到一个年轻妇女一

连唱败了三个对手ꎬ逼得对方哑口无言ꎬ于是轻轻地打了个吆喝ꎬ表示胜利结束ꎬ从荆条丛中站

起身子ꎬ理理发ꎬ拍拍绣花围裙上的灰土ꎬ向大家笑笑ꎬ意思像是说ꎬ“你们看ꎬ我唱赢了”ꎬ显得轻

松快乐ꎬ拉着同行女伴ꎬ走到江米酒担子边解口渴去了ꎮ
这种年轻女人在昆明附近村子中多的是ꎬ性情明朗活泼ꎬ劳动手脚勤快ꎬ生长得一张黑中透

红枣子脸ꎬ满口白白的糯米牙ꎬ穿了身毛蓝布衣裤ꎬ腰间围了个钉满小银片扣花葱绿布围裙ꎬ脚
下穿双云南乡下特有的绣花透孔鞋ꎬ油光光辫发盘在头上ꎮ 不仅唱歌十分在行ꎬ大年初一和同

伴各个村子里去打秋千ꎬ用马皮做成三丈来长的秋千条ꎬ悬挂在高树上ꎬ蹬个十来下就可平梁ꎬ
还悠游自在ꎬ若无其事!

在昆明乡下ꎬ一年四季早晚ꎬ本来都可以听到各种美妙有情的歌声ꎮ 由呈贡赶火车进城ꎬ向
例得骑一匹老马ꎬ慢吞吞地走十里路ꎮ 有时赶车不及ꎬ还得原骑退回ꎮ 这条路得通过些果树林、
柞木林、竹子林和几个有大半年开满杂花的小山坡ꎮ 马上一面欣赏土坎边的粉蓝色报春花ꎬ在
轻和微风里不住点头ꎬ总令人疑心那个蓝色竟像是有意模仿天空而成的ꎻ一面就听各种山鸟呼

朋唤侣ꎬ和身边前后三三五五赶马女孩子唱的各种本地悦耳好听山歌ꎮ 赶马女孩子年纪多不过

十四五岁ꎬ嗓子通常并没经过训练ꎬ有的还发哑带沙ꎬ可是在这种环境气氛里ꎬ出口自然ꎬ不论唱

什么ꎬ都充满一种淳朴本色美ꎮ
大伙儿唱得最热闹的叫“金满斗会”ꎬ有一次由村子里人发起举行ꎬ到时候住处院子两楼和

那道长长屋廊下ꎬ集合了乡村男女老幼百多人ꎬ六人围坐一桌ꎬ足足坐满了三十来张矮方桌ꎬ每
桌各自轮流低声唱«十二月花»和其他本地好听曲子ꎮ 声音虽极其轻柔ꎬ合起来却如一片松涛ꎬ
在微风摇荡中舒卷张弛不定ꎬ有点龙吟凤哕意味ꎮ 仅是这个唱法就极其有意思ꎮ 唱和相续ꎬ一
连三天才散场ꎮ 来会的妇女占多数ꎬ和逢年过节差不多ꎬ一身收拾得清洁索利ꎬ头上手中到处是

银光闪闪ꎬ使人不敢认识ꎮ 我以一个客人身份挨桌看去ꎬ很多人都像面善ꎬ可叫不出名字ꎮ 随后

才想起这里是村子口摆小摊卖酸泡梨的ꎬ那里有城门边挑水洗衣的ꎬ此外打铁箍桶的工匠ꎬ小杂

货商店的管事ꎬ乡村土医生和阉鸡匠ꎬ更多的自然是赶马女孩子、不同年龄的农民和四处飘乡赶

集卖针线花样的老太婆ꎬ原来熟人真不少! 集会表面说辟疫免灾ꎬ主要作用还是传歌ꎮ 由老一

代把记忆中充满智慧和热情的东西ꎬ全部传给下一辈ꎮ 反复唱下去ꎬ到大家熟习为止ꎮ 因此在

场年老人格外兴奋活跃ꎬ经常每桌轮流走动ꎮ 主要作用既然在照规矩传歌ꎬ不问唱什么都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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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讳ꎮ 就中最当行出色是一个吹鼓手ꎬ年纪已过七十ꎬ牙齿早脱光了ꎬ却能十分热情整本整套地

唱下去ꎮ 小时候常听老太婆口头语ꎬ“十年难逢金满斗”ꎬ意思是盛会难逢ꎬ参加后才知道原来

如此ꎮ
同是唱歌ꎬ另外有种抒情气氛ꎬ而且背景也格外明朗美好ꎬ即跑马节跑马山下举行的那种

会歌ꎮ
西南原是诗歌的家乡ꎬ我听到的不过是极小范围内一部分而已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ꎬ

人民自己当家做主ꎬ生活日益美好ꎬ心情也必然格外欢畅ꎬ新一代歌手ꎬ都一定比三五十年前更

加活泼和热情ꎮ 唱歌选手兼劳动模范ꎬ不是五朵金花ꎬ应当是万朵金花!
(有删改)

西畴的刺绣

彭荆风

西畴的兴街一向是南北通衢ꎻ因为交通方便ꎬ过去边境线上有战事ꎬ多是在这里聚兵屯粮ꎮ
作为军旅作家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ꎬ我曾经多次来这里停留、采访ꎮ

近三十年过去ꎬ当我再来到兴街时ꎬ这里又聚集着一支令人侧目的队伍ꎬ她们是一群使用五

彩丝线在绸缎、绒布上精心刺绣的妇女ꎮ 礼堂外边那座石砌大平台上排列得满满的ꎬ大约有五

六十人吧! 她们有老有小ꎬ年岁小的不过十五六岁ꎬ年岁大的却高达八十三岁ꎮ 那位年岁最长

的曾祖母级老人张奎先ꎬ身体还很健朗ꎬ出于对刺绣的热爱ꎬ也和年轻人一样ꎬ带个小板凳和竹

制矮桌来这里现场表演刺绣技艺ꎮ
(后来我才知道ꎬ她的女儿张培超就是这兴街刺绣协会的负责人ꎬ那个在一旁刺绣的漂亮姑

娘晓娜是她的孙女ꎮ 祖孙三代都是刺绣高手ꎮ 也表明兴街这地方ꎬ刺绣手艺的源远流长ꎮ)
我们满含敬意地来到老人身边ꎬ观看她行针引线ꎬ把布面上的一幅花卉一针针绣出ꎻ她专心

致志地绣着ꎬ是那样从容、笃定ꎬ手不抖ꎬ针不乱ꎬ显示了这位积累了七十余年刺绣经验的老人技

艺的娴熟、高超ꎻ而那些年轻的姑娘们则是飞快地绣着她们那些颇有新意的图案ꎬ很为自己的手

艺能引来这样多远方来的客人的关注而得意ꎬ大方地任由人们拿起她们的作品来细看、回答着

人们的询问
我过去在不少地方参观过妇女的刺绣ꎬ最多时也只是三五个同道聚在一起边绣边交流ꎬ哪

里有着五六十人排列整齐一起绣的阵势?
我很快就明白了ꎬ这是兴街刺绣协会在向我们这些来自远方的客人展示她们不仅有刺绣的

传统ꎬ还有一支多达四百余人的手艺高超的强大队伍ꎮ
刺绣工艺在我国一向有着悠久的历史ꎬ两三千年前ꎬ苏绣、湘绣、川绣、广绣就已经兴起ꎬ并

且影响着南北各个地方的刺绣工艺的发展ꎻ可以说ꎬ在中华大地有女子的地方ꎬ就会有心灵手巧

的刺绣高手ꎻ西畴的刺绣ꎬ据说是清末一位来自四川的孟姓刺绣艺人带来的川绣工艺ꎬ并逐渐与

当地壮锦、苗族刺绣相融合ꎬ形成了有自己独特风格的“畴阳刺绣”ꎮ 刺绣是一种文静的、能使心

灵手巧的女子寄托对美的追求ꎬ并发挥艺术个性的手艺ꎬ很为妇女们所喜爱ꎻ邻里、长幼之间相

互影响ꎬ在兴街的家家户户都有人刺绣ꎻ女孩子们从七八岁起就跟随着长辈学绣ꎬ把产品拿到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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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上去售卖以改善家庭生活ꎬ日积月累ꎬ几十年下来ꎬ几乎人人都是刺绣高手ꎮ 西畴的刺绣技法

以手工抛绣和板绣为主ꎬ一向以色彩的绚丽、构图的新颖、工艺的精巧而雄踞滇东南ꎻ一些刺绣

精品不仅进入了文山、昆明、广西、广东、贵州的工艺市场ꎬ还辗转远销往越南、泰国、缅甸、新加

坡等东南亚国家ꎮ 那些绣工精致ꎬ色彩斑斓ꎬ具有民族特色的被面、门帘、枕头、手绢、花帽、花围

腰深受那些地方妇女的喜欢ꎮ
为了让我们了解她们的产品ꎬ兴街刺绣协会特意在那座礼堂里ꎬ展出了她们不同风格、不同

题材的作品ꎬ其中有一向为民间所喜爱、象征吉祥的寿桃、牡丹、梅花、玫瑰ꎬ孔雀、蝴蝶、凤凰ꎬ
牛、羊、马ꎬ以及具有民族情调的傣族人赶摆、苗族人吹芦笙、壮族的庭院ꎬ战国时期凯旋的车马

而最令我惊讶的是那幅悬挂于礼堂正中、尺寸较大的“西畴县城”全景ꎬ墨绿的远山、天间的

白云、鳞次栉比的房屋ꎬ都绣得既真实又富有边地情调ꎮ 这也表明ꎬ这些身在山乡的妇女在绣品

的设计上ꎬ并不止步于传统的花鸟虫鱼ꎬ而是能够眼界更开阔地向较繁复的艺术创造方面发展ꎬ
并且有了可喜的成就ꎬ这样的刺绣作品挂在一些大小城市的宾馆大客厅、大会议室里ꎬ都不逊于

那些画家的作品ꎮ 我向陪同我们参观的兴街刺绣协会负责人张培超建议:“这样的艺术作品你

们可以多制作一些ꎬ那会从多方面提高你们的刺绣水平和声誉ꎮ”
其实她们已经绣制出了不少这类大型作品ꎬ如«广南县八宝镇全景»«温馨的小苗寨»ꎬ以清

代宫廷画家郎世宁作品为蓝本的«百骏图»等ꎬ都很令人注目ꎮ 但是ꎬ她却为难地说:“这很费工、
费时、费材料ꎮ 要有订货ꎬ我们才敢制作ꎮ”

现实情况也确实如此ꎮ 这里的刺绣者虽然多ꎬ手艺也娴熟ꎬ但是多数是个体户ꎬ即使有西畴

协会来牵头ꎬ也要考虑付出的较多人力、财力能否较快收回ꎮ 而且制作一幅较大的工艺品ꎬ题

材、结构、选材、设色都不是简单的事ꎬ这都要有关方面来支持ꎬ并帮助她们多方面沟通销售

渠道ꎮ
在这些刺绣高手的面前困难虽然多ꎬ但是她们既然有了新的尝试ꎬ我想ꎬ她们一定会坚持下

去ꎬ不让这一工艺创新停顿、萎缩ꎬ从容地刺绣出为人们喜爱的艺术精品!
我真诚地祝福她们!

(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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