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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见习记者岑叶明 通讯员
胡继丽） 5月 24 日，市文联组织书法志
愿 者 到 木 松 岭 社 区 辅 导 社 区 群 众 书 写
毛 笔 字 ， 组 织 音 乐 、 舞 蹈 志 愿 者 到 覃
塘 区 覃 塘 街 道 姚 山 村 指 导 村 民 跳 舞 、
唱 壮 话 山 歌 、 弹 奏 古 筝 等 。 这 是 市 文
联 开 展 的 纪 念 毛 泽 东 同 志 《在 延 安 文
艺 座 谈 会 上 的 讲 话》 发 表 80 周 年 、 喜
迎 党 的 二 十 大 “ 文 艺 家 走 基 层 ” 志 愿
服务活动之一。

今年 5 月 23 日是毛泽东同志 《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 80 周年，
也是第 9 个中国文艺志愿服务日。从 5 月
18 日开始，市文联在全市范围开展文艺
志愿服务活动，由文艺志愿者组成的舞
蹈、书法、美术、文学、音乐、民间文
艺、戏剧等 30 多个文艺小分队分别深入
到学校、社区、乡村开展内容丰富的文
艺志愿服务活动。

在 5 月 23 日 至 24 日 开 展 的 活 动 还
有 ， 桂 平 市 文 联 组 织 美 术 、 书 法 小 分
队 到 桂 平 市 实 验 中 学 等 15 所 中 小 学 辅

导 学 生 临 摹 毛 笔 字 ； 在 美 术 课 堂 里 ，
志 愿 者 指 导 学 生 如 何 欣 赏 传 统 山 水
画 。 平 南 县 文 联 组 织 文 学 志 愿 者 到 学
校 讲 授 诗 词 知 识 、 组 织 音 乐 志 愿 者 到
社 区 指 导 群 众 排 练 大 合 唱 。 港 北 区 文
联 组 织 书 法 、 音 乐 、 美 术 文 艺 志 愿 者
深 入 学 校 辅 导 学 生 写 毛 笔 字 、 绘 画 、
唱 歌 。 港 南 区 文 联 的 舞 蹈 、 书 法 志 愿
者 到 学 校 、 社 区 辅 导 文 艺 爱 好 者 书 写
毛 笔 字 、 编 排 舞 蹈 节 目 等 。 覃 塘 区 文
联 组 织 音 乐 、 书 法 等 文 艺 志 愿 者 走 进
覃 塘 实 验 小 学 ， 为 师 生 作 传 统 音 乐 古
筝艺术和书法辅导。

据了解，5 月 18 日至 5 月底，全市将
组织 100 多名文艺志愿者完成 100 多场志
愿服务活动，惠及群众、学生达 4 千多
人。通过“送文化下乡”“到人民中去”
文艺志愿服务活动，提升在校学生和基
层 群 众 对 艺 术 的 鉴 赏 力 和 艺 术 表 演 水
平，增强艺术家扎根基层创作的原动力
和创作力，推动文化艺术热在基层、亮
在基层、暖在人心。

阳光越是灿烂，
荷花越是鲜艳。
少女与荷花，
生成了覃塘的风景。

蓝裤、蓝衣和蓝头巾，
包裹那个白净的少女。
荷花边的少女，
明眸皓齿，
一笑，
荷花的花瓣就四散开来，
游在清澈的池水。

那时候，
那个壮实的牛郎还未拔荷而来，
少女还不知道，
荷香的月夜还有那甜蜜的惊喜。

吹风了，
纤纤玉手扶正新编的竹笠，
晶莹的珍珠，
在碧绿的荷叶上滚动，
少女的心事，
紧密地包裹在荷花的苞里。

与少女共舞，只有覃塘的荷花，
与荷花共舞，只有覃塘的少女。

曾记否？那年我与你一起去拍荷
花，在东湖。

有 吗 ？ 我 不 太 有 印 象 。 你 的 回
答，有些出乎我的意料，那些一起走
过的日子，你忘记了！也许，这不能
怪你，昨日与今日，转眼已是相隔二
十年。时光这头怪兽一直心急火燎往
前冲，岁月的褶子已经烙在我们的眼
角边额头上。

犹记得，二十年前的你满脸胶原
蛋白，说起话来婉转清脆，眼波流
转，一眼能望穿。刚经历了一场风波
的我，辗转来到荷城，开始了一段独
处的日子，独处异乡，混沌、茫然，
心有千千结。就在那个夏天，我们相
识于荷花盛开的季节。

依然记得你的笑，浅浅的，甜甜
的，烂漫而真诚，宛若东湖一池莲，
濯清涟而不妖。诗人、画家席慕容在

《淡淡的花香》 一文中，回忆她与同
学高吉的关系：“我们彼此之间有着
一种共事的感觉，谈话的内容也是极
为海阔天空。”是的，你我之间就是
这样的关系，阳光，明澈，简简单
单，清清爽爽，不含太多的杂质，尽
可敞开心扉，畅所欲言。我深深地迷
恋这样的相处方式。

记得那个夏日，你无意间问我，
有空一起去东湖拍荷花吗？你爱好摄
影，我早有耳闻。此刻的东湖正是荷
花盛开时节，我没有任何拒绝你的理
由。于是拿起相机，紧跟你的步伐，
望着东湖的方向，说走就走。

中午时分，东湖的游人并不多。

“浮香绕曲岸，圆影覆华池”，我们行
走在弯曲的湖边小道上，眼前碧波荡
漾，蝉音四起。放眼望去，“接天莲
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深翠
浅绿，偌大的荷叶一张接一张，铺天
盖地从眼前向目光尽头蔓延而去，密
密匝匝的绿，把湖面铺成了一块浑然
天成的翠玉。

你欢呼着，雀跃着，风掀起你的
衣角，你的秀发在空中飞扬。我举起
相机，拍芬芳淡雅的荷花，拍快乐无
比的你，把你定格在荷花丛中，定格
在时光里。荷花朵朵，或浓或淡，或
粉或白，在深深浅浅的荷叶间亭亭玉
立，灼灼其华。但在我眼里，东湖最
美的风景，并不是荷花，而是笑入荷
花中的你。可我也想知道，在你的镜
头里，除了留下那朵让你惊讶不已的
并蒂莲外，是否也有我的影子？终是
没问出口，风轻漾，荷香满塘，阳光
打落荷叶上，落在我们身上，闪亮通
透。

其后我们时有交集，或工作，或
生活，但更多时候是各忙各的。“菡
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
每个人的人生都不同，我在荷城待的
时间不长，那年西风东渐的日子，我
离开了这个荷花飘香的城市，来去匆
匆，我甚至连走的时候也没来得及跟
你说声“再见”。

二十年时光荏苒，许多往事如烟
般散去，唯有东湖一池莲，还有那个
如莲的你，在历经了无数次时光打磨
后，依旧清晰如昨。

我从小就喜欢荷花。小时
候我家住在贵县 （今贵港） 车
站。县城有许多荷塘，数也数
不清，最让我流连忘返的是车
站东北边的荷塘，那里是我童
年的乐园。

我每天必然要去看望那里
的荷，看如伞大的荷叶、亭亭
玉立的荷花，还有那些把荷叶
当舞台的青蛙。蛙们在伞大的
荷叶上欢快地跳舞，有时从这
张舞台跳到另一张舞台，有时
一个筋斗云般跳下水去……它
们是天生的歌唱家，只要有一
只“呱呱呱”地唱起来，马上
就有应和者，不一会整个荷塘
就沸腾了起来。荷塘青蛙大合
唱对于我来说是最美妙动听的
歌 声 ， 我 常 常 听 得 忘 记 了 回
家，总要妈妈来寻。

有 一 天 ， 我 又 去 看 望 荷
塘 ， 发 现 有 一 张 荷 叶 的 茎 折
了 ， 不 能 撑 起 大 伞 了 ， 耷 拉
着 脑 袋 垂 在 荷 塘 边 的 地 面
上 ， 我 非 常 难 过 ， 怎 么 办
呢 ？ 灵 机 一 动 ， 我 马 上 跑 回
家 制 作 了 支 架 ， 又 拿 了 绳

子 ， 急 急 忙 忙 跑 回 来 ， 先 用
绳 子 把 折 而 未 断 的 枝 秆 系 结
实 ， 再 用 泥 和 布 块 包 牢 ， 再
用 棍 子 搭 好 支 架 ， 然 后 再 把
它 固 定 并 直 立 在 架 子 上 。 看
着 重 新 挺 立 的 “ 大 伞 ”， 我 当
时得意地觉得自己是荷的“外
科 医 生 ”。 之 后 ， 我 每 天 都 来
检查一次，希望那荷秆快快重
新 站 立 起 来 。 大 约 过 了 十 多
日，那荷枝康复了，我拿开支
架，微风一吹，那荷叶向我点
点头，仿佛在向我致谢。

宋 代 周 敦 颐 在 《爱 莲 说》
中说：“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
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
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
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
不 妖 ， 中 通 外 直 ， 不 蔓 不 枝 ，
香远益清，亭亭净直，可远观
而 不 可 亵 玩 焉 。” 我 想 起 我

“ 救 ” 的 那 支 荷 叶 ， 亊 隔 几 十
年，它在微风中向我点头致谢
的 情 景 仿 佛 近 在 眼 前 。 几 十
年 ， 我 也 像 它 一 样 为 人 处 世 ，
坚贞不屈，出淤泥而不染，顽
强地生长。

想起那年的荷花
我立刻想起那些锦鲤
那些眼带笑意的锦鲤
它们就像梦幻一样
从荷叶间飘然而来
而那些吉祥的白鹤
则降落在荷塘的深处

那时候的雨说来就来
那些洁白的、粉红的荷花
晶莹的眼眸在闪亮
摇摆而来的一叶轻舟
穿过了拱桥，回到了旧时光

轻舟上那两个素衣女子
是白素贞和她的小青吗？
她们穿越而来又荡舟而去
烟雨蒙蒙的断桥上
有一个撑油纸伞徘徊的人

在荷田中拍摄荷花的女子
你当然不会是白娘子的伙伴
想起来你其实就是荷花仙子
你回眸一笑就幻成了一朵
我喜欢的圣洁美丽的荷花

东湖一池莲
李庆益

七伯是桂平市金田镇新旺村水简
头屯的地道农民，酸辣椒是金田镇的
地道特产，七伯的拿手绝活是能腌制
出味道正宗的金田酸辣椒。这个地道
农民腌制出的地道酸辣椒一直让乡亲
们称赞不已。憨厚的七伯也总说我这
一辈子啊，能拿得出手的就是这酸辣
椒了，客人来我家，我都会拿出一碗
给大家品尝，虽然这不值多少钱，但
也是我用心腌制的，是我待客的最高
礼仪。

阳春三月，全国各地的乡村振兴工
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金田镇新
旺村也一样，村委根据上级指示，邀请
本村在外工作的乡贤们回到家乡，为家
乡乡村振兴出谋划策。在家乡，乡贤们
欢聚一堂，根据自己在外的见闻及对乡
村建设的理解，为家乡乡村建设提出自
己的意见和建议，并集体决定先将村里
的水简头屯作为建设的示范点，积累经
验后再在全村推广。

在村委的组织下，乡贤们来到水简
头屯实地勘验讨论建设方案。就在这
时，憨厚的七伯拿出一碗精心腌制的酸
辣椒和一盆带着浓浓清香的小米粥，放

到正围在石台边讨论方案的乡贤们的
面前，说：“快中午了，大家尝尝我做的
酸辣椒和小米粥，边吃边讨论吧。”

大家都被眼前的酸辣椒的香味迷
住了，纷纷品尝七伯送来的美味。“我在
外 面 已 经 多 年 没 尝 过 家 乡 的 酸 辣 椒
了 ”，一 个 在 外 开 工 厂 的 乡 贤 激 动 地
说 。“ 我 也 是 ， 小 时 家 穷 ， 一 个 酸 辣
椒，就可以当一天的菜了”，在外做领
导的乡贤也插话了。其他乡贤看到眼
前的酸辣椒也纷纷怀旧，“记得一次我
上山砍柴卖钱，挑柴刚回到村口，又
累又饿的我实在挑不动了，瘫坐在路
边 ， 这 时 一 个 当 时 我 还 不 认 识 的 大
婶，好心地领我去她家，就着她腌制
的酸辣椒吃了两碗粥才有力气挑柴回
家。我太感激她了，那时就想，如果
有一天我有能力了，一定会找机会报
答她。”但当这位乡贤说出那位好心大
婶 的 名 字 后 ， 就 有 村 民 遗 憾 地 答 话 ，
说好心大婶已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
这位乡贤陷入了沉思……

此时七伯拿出来的酸辣椒已不仅
仅是一味金田特产，它是乡亲们的过去
和回忆，是浓浓的乡情，它把大家的爱

乡之心拢聚到了一起。
看到乡亲们对家乡还如此眷念，村

支书说：“当前的乡村振兴，是国家制定
利国利民的好政策，这是改善我们村乡
村风貌千载难逢的好机遇，我们要利用
好此次机遇，尽最大的努力，为家乡振
兴做最大的贡献，不让人生留遗憾。”乡
亲们都赞同村支书的说法，现场纷纷表
示要为村里的乡村振兴捐款让地，尽心
尽力，还表示要回去动员其他乡亲们参
与进来，一定要把我们村的乡村振兴工
作顺利开展下去。

9 月的一天，村支书再次来到七伯
家，感谢七伯在今年 3 月乡贤会上拿出
的那碗酸辣椒。“七伯啊，你那碗酸辣助
我们筹得的乡村振兴建设资金有 50 多
万元啊，这些经费助我们建好了古楞屯
和上甘屯沿村路，助我们做好村里的路
灯 亮 化 工 程 ，助 我 们 建 设 好 了 水 简 头
屯，你那碗充满乡情的酸辣椒，我觉得
至少价值 50万元。”

七伯看着自己所在的水简头屯，才
用了 5 个多月就已旧貌换新颜，还成为
了 新 农 村 建 设 的 示 范 屯 ，憨 厚 地 笑 着
说：“我家里还有。”

市文联开展文艺家走基层志愿服务活动

七伯腌出“50万元一碗”的酸辣椒
岳志胜

我的“爱莲说”
陈芝宗

想起那年的荷花
宋显仁 在 焉

荷花少女

映日荷花别样红
作者 韦 冰

去年“七一”，为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
百年华诞，桂平市委、市政府倾力打造隆
重推出首部大型音乐剧《葵花向阳》。去
年 7 月 2 日晚上，我有幸在友人陆桂明的
陪同下，在桂平文化广场观看了演出，记
得那个月明星稀的夏夜，观众如潮，盛况
空前。于今想来，依然怦然心动，令人难
以忘怀。演出结束后接受桂平市融媒体
中心采访时，我从剧作构思、音响效果和
演出水平等都给予了高度评价：此剧令人
惊喜，堪称完美。

这部音乐剧，弘扬红色文化基因，赓
续英雄血脉，热情讴歌了以黄日葵等为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毕生追求真理、热血报
国的崇高志向和不畏艰险、勇于牺牲的革
命大无畏精神，是一曲悲壮激越气壮山河
的英雄战歌和青春之歌。

剧作从黄日葵东渡日本求学开始，全
景式艺术再现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波
澜壮阔的一生。他一生信仰坚定，追求光
明，追求真理，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
生，光辉灿烂的一生。在他的身上，折射
出早期共产党人的性格光辉和超拔的人
格魅力。

总的看来，这部音乐剧的编剧、导演
和作曲都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修养。时间
关系，无法一一展开论述，只侧重谈谈剧
作的艺术特色。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诗意美。中国现
代话剧奠基者、戏剧泰斗曹禺说：《雷雨》

“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叶圣陶指
出：“《日出》具有这样效果的，它的题材虽
是戏剧，其实也是诗。”纵观曹禺的戏剧创
作道路，诗意美贯穿于他整个戏剧创作的
始终。他的四个代表作《雷雨》《日出》《原
野》《北京人》便是明证。显而易见，编剧
马瑜萍深受曹禺的影响，剧名《葵花向阳》
与曹禺的四个代表作如出一辙，异曲同
工。去年演出后在接受桂平市融媒体中
心采访时我曾说过，剧名《葵花向阳》富有
诗意和深意，极具审美冲击力和审美的张
力，令人充满期待。换言之，剧名是一个
象征性意象，而象征性意象在剧中大量存
在，除了有利于营造诗意，还可以拓展戏
剧表现的想象力与意蕴含量，使作品更具
有艺术上的超拔感。具体地说，“葵花”与

“太阳”既是实存之物，是两种自然的物
象，同时又是某种观念的象征，暗示着一
种 情 绪 、心 理 、性 格 乃 至 生 命 的 存 在 方
式。“葵花向阳”是一种自然现象，是一种
基本常识。但在这里的“葵花”和“太阳”
都不是自在之物，而是一语双关、另有所
指，“葵花”暗指黄日葵，“太阳”喻指中国
共产党。我们常说，共产党像太阳，照到
哪里哪里亮，中国共产党给中华民族带来
光明、带来温暖、带来希望。这种自然意

象的生命哲思，将自然意象与人的心境交
相辉映，拓展了剧作的审美时空，给演出
带来生命的灵动与审美愉悦。一方面，剧
名高度概括了作品的主旨，另一方面深刻
揭示了主人公黄日葵崇高的思想境界和
精神品格：一心向党，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此外，剧中人
物的对话、独白、歌词等都具有强烈的抒
情性和个性化，平添了剧作的诗意美，给
人予审美的享受。

其次，浓郁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给人
留下深刻的印象。剧中人物活动的场景、
道具、服饰、小吃、地方性音乐和方言等等，
都具有桂东南的文化特点，尤其是桂平江
口古镇的米粉，成为当地一绝，成为江口古
镇独有的传统美食。江口米粉历史悠久，
声名远播，在剧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兼之剧中的码头街巷，原汁原味，一下子把
人带回那特定的历史情境，使剧作具有历
史沧桑感和浓郁的时代色彩。

撼人心魄的音乐美。《葵花向阳》将广
西地域文化与戏剧有机结合，在保持地域
性音乐特色与基础的同时，融入交响乐、
咏叹调、多声部合唱等歌剧元素与话剧对
白，在舞台上呈现声、光、电等综合效应，
营造出荡气回肠、撼人心魄的音乐效果，
自然圆融地烘托气氛、渲染环境，十分有
利于刻画人物形象。由于音乐配合的巧
妙，将黄日葵的诗作等巧妙融入剧中，增
强了艺术感染力。更值得注意的是，整个
舞台富于动感，剧作采用了先进的舞台技
术，使得舞台增强了动感，特别是层次感，
在冲击观众视野上起到很好的作用，极大
地增强了剧作的感染力，从而催人振奋，
荡涤黑暗现实给人压抑的阴霾，让那在茫
茫暗夜跋涉求索的人们看到曙光和希望，
找到人生的出路。

纯正地道的草根艺术，具有广泛的群
众性，具有平民化特点和较高的艺术水
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该剧所有演员都
是本土的群众演员，但业余演员却演出了
专业水准，这也是这部音乐剧的人物、场
景时常浮现于我脑海，令我神牵梦萦的重
要原因。忘不了剧中人物唱的歌曲，那激
越嘹亮的歌声，击破暗夜沉雾，穿越时空而
永恒。谁能想到，这是一个业余演员的歌
声呢？忘不了舞台上所有演员的敬业精
神，他们心无旁骛，全身心投入演出之中，
把观众带回血雨腥风的峥嵘岁月，让观众
返回历史情境，接近历史本体，在纯然的审
美愉悦中净化心灵，思想感情得以升华，从
而为黄日葵的悲壮牺牲感慨唏嘘、寄予深
切同情的同时，对罪恶社会和黑暗现实感
到愤懑憎恨，在心中燃起抗争的熊熊烈火，
将整个罪恶的社会化为灰烬。这就是艺术
的审美作用，这就是悲剧的美学价值。

悲壮激越的英雄战歌
——大型音乐剧《葵花向阳》观后

陈 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