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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青的太行山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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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酷暑，年逾古稀的著名音乐

学家田青老师以村民的身份又一次

赶赴太行山。自一九八九年来到太

行山，田青带领佛乐团演出、推出羊

倌歌手、宣传盲宣队，与太行这片深

沉的土地，与土地上的百姓、民歌，结

下深厚的情谊。整整三十年，田青为

我国传统音乐、非遗保护殚精竭虑、

奔走呼吁。三十年的心血浇灌，使太

行大地上的传统音乐之花绽放得更

加绚丽。

几上太行寻民歌

“桃花你就红来，杏花你就白，翻

山越岭寻你来，啊个呀呀呔……”这

是左权民歌《桃花红杏花白》，田青老

师为寻左权民歌，要一次次翻越整个

太行山脉。

从北京到山西晋中市左权县，要

先坐动车翻过太行山到太原，约五百

公里，再换汽车向南进入太行山中段

的左权县，约一百五十公里，需要一

天的车马劳顿。

今年七月七日，田青老师再赴左

权，连他自己都记不得，这是第几次

上太行了。

一九八九年，田青老师带领五台

山佛乐团访问香港，始与太行山结缘。

二○○二年，田青老师在左权听

到羊倌石占明的歌，推荐他到首届中

国南北民歌擂台赛上演唱，占明羊鞭

一甩，一举夺得歌王。之后占明又在

田青老师的推荐下，入伍二炮文工团，

完成了从羊倌到军官的转变。原来唱

歌能当饭吃，原来民歌是文化，从此，

太行山的孩子们多了一条出路。

二○○三年，田青老师两赴太

行，遇到了左权盲人宣传队。在古庙

的山墙下，一盏昏黄的灯下，六七个

盲人的音乐让他流了半夜的泪。田

青老师冲破重重阻力，带盲宣队到北

京名校的殿堂进行学术展演，一时轰

动京城。师旷仍在世，阿炳还活着，

当今中国音乐学界，仍有如杨荫浏前

辈一样的学者，扎根大地，采撷遗珍。

左权古称辽州，自古“虽穷乡僻

壤，而比户弦歌，文风颇盛”。一九四

二年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

此殉国，山西人为纪念将军，更县名

为左权。太行山是英雄的山，开花调

是人民的歌。田青与左权，因音乐结

缘，以至半辈子魂牵梦绕，心心念念。

此次田青老师再赴左权，是作为

“左权民歌汇·国际民歌大赛”的总策

划兼主评委。左权县举办国际民歌

大赛，是左权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

民歌的一桩盛事。当年让田青老师

流泪的开花调，结出更大的果实，有

了更强的回音。左权倾注着田青老

师对民歌的感情，寄托着他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希冀，一枝一叶总关情，左

权的事他不会推辞，只会竭力而为。

田青老师此次再上太行，行程繁

复，半个月南北往来，总行程达七千

公里，担任评委每天熬到半夜，田青

老师已年逾古稀，真担心他的身体吃

不消。

龙则村中一村民

七日傍晚田青老师到达左权，评

委入住太行“山行”酒店，四面环山。

八日，田青老师到县城参加民歌

大赛新闻发布会。车上大路时，田青

老师突然乐了，原来路边有一条横

幅，写着：龙则村父老乡亲欢迎村民

田青教授回家避暑听歌。

在“左权民歌汇·国际民歌大赛”

开幕式上，田青老师作为评委发言，开

场的第一句话是：“我以左权县龙泉乡

龙则村荣誉村民的身份，欢迎大家来

到我们这个‘歌窝子’里唱山歌！”

第二天一早田青老师回到了龙

则村。一进村委会，一幅隶书“有龙

则灵”映入眼帘，这是去年元宵夜田

青老师给村里写的，其中包含了“龙

则”的村名。

田老师和大家一起在村中逛了

一圈，村主任王明贤一路走一路发出

邀请：“老田，明年村里给你盖两间

房，划上半亩菜园子，你来避暑，再养

上一圈鸡，就可以吃鸡蛋了。”

最亲还数盲宣队

“太行山，英雄山，全民皆兵齐抗

战，要把鬼子消灭完……”九日晚，第

一场突围赛开始了，山西歌手张红丽

携左权盲宣队，凭借一曲《建立民兵队》，

赢得了评委的一致认可，顺利晋级。

当主持人请盲宣队主唱刘红权

介绍自己的队伍时，刘红权

说：“我们这支盲人宣传队

成立于一九三八年，最初是

一支抗日宣传队。长期以

来，我们一直以为我们唱的

歌，是用来换饭吃的。自从

二○○三年恩人田青老师

到左权来采风，带我们去北

京演出之后，我们才知道我

们唱的这些曲子，不仅能换

饭吃，而且还是国家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因此，我们决

心要把左权民歌演唱好、传

承好！”

在田青老师发言中，坐

在他身后的观众流下眼泪，

左权人听得懂田青老师的

话，读得懂他的心。

十日，县里安排田青老

师为左权县非遗传承人和民

歌爱好者做一场讲座，他虽

很疲惫，但没有推辞，只是婉

谢了主办方的午饭，而是直

奔盲宣队驻地，他说：盲人兄

弟们在等我回家吃饭！

盲宣队奏乐迎接田老

师 ，满 院 子 的 音 乐 ，满 院 子 的 烩 菜

香。这是个宽敞豁亮的院子，两排房

子，是左权县政府给盲宣队盖的新驻

地，盲宣队从破戏台搬到这里，两人

住一间房，终于有了一个体面的艺术

之家。左权的民歌手们早都在此等

候，石占明、高保利也闻讯来了，大家

陆续给田青老师唱歌。

屋檐上挂着条幅：左权盲宣队喜

迎亲人田青老师回太行。田青老师

对刘红权说：“这就对了，是‘亲人’，

不敢说是‘恩人’！”

是的，一个“亲”字，概括了田青

老师和盲宣队之间的全部感情。十

六年前田青老师在古庙的山墙下听

到盲宣队歌声的那一刻，他就与他们

之间建立了亲密的联系。

那一刻，他思接千载，仿佛与两

千五百多年前的晋国盲人音乐家师

旷相遇，班荆道故。那一刻，他想到

了西方文学的一大源流——盲人诗

人荷马与他的史诗。那一刻，他想到

了八路军和左权将军，想到了国家民

族的百年屈辱和中华儿女艰苦卓绝

的斗争。那一刻，他仿佛陪在先师杨

荫浏先生的身旁，为盲人艺术家阿炳

录制《二泉映月》，又仿佛杨先生一袭

长衫站在他身后，首肯太行山盲艺人

的《光棍苦》。

那 一 刻 ，他 热 泪 滂 沱 ，心 灯 长

明。那是他学术生涯中的重要一刻，

也是他后半辈子的一件大事。

二○○七年，田青老师生了一场

大病，前途未卜。盲人兄弟们知道

了，凑了五千元钱捎到北京，说是给

田青老师治病。他清楚，盲宣队走村

串社，是大家挣的辛苦钱。他想到

盲人兄弟们一个拉着一个在太行山

跨过沟沟坎坎，想到那些让他灵魂

颤抖的歌声，想到盲人兄弟们还住

在戏台里，想到每一位盲人兄弟的

面容和他们滚烫的心。五千元凝结

着太多内容。

中午时分，在盲宣队驻地田青老

师和盲艺人们围坐在一起，吃烩菜，

拉家常，田青老师对他们说：“看到你

们住进新房子、过上好日子，我比自

己搬进新房子都高兴！”盲宣队请人

拓制了左权县的北魏摩崖石刻“佛教

护法神像拓片”送给田青老师，田青

老师说：“知我者，盲人兄弟！”

田青老师还向大家提到前不久

他在中央党校作的《中国人的音乐》

的讲座，讲座中他说：“羊倌歌王石占

明和左权县盲宣队的推出与走向全

国，就充分体现了太行山的文化自

信！”讲座结束，大家报以热烈掌声，

中央党校教授说，一定要把左权盲宣

队 请 进 中 央 党

校唱一唱！二○○三年，田青在左权县听盲宣队的音乐。

清晨刮着风，我沿着北边的小

巷奔跑着，风裹挟着玉兰花瓣落在

头发上、衣襟上，满身芬芳。我想

起了村上春树的《当我跑步时我谈

些什么》。

今年三月，我成为鲁迅文学院

第三十六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的

一员。经过短暂的兴奋之后，惶恐

随之涌来：四个月的学习之后，我

是否能够将丰盛的成果呈现给先

生。在教室门前，在宿舍门前，在

学院的小路旁，在玉兰花丛中，先

生端坐在那里，和蔼地望着我们，

微笑不语。

与其惶恐结局，不如行动。我

分明听见了先生的声音。对，跑起

来！跑，打败所有的犹疑、彷徨。

于是，我在鲁院的春天开始奔

跑，与那些玉兰花、杏花、桃花、迎

春花不期而遇。一边跑我一边回

忆 着 先 生 的 作 品 ，比 如《野 草 题

辞》：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

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

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但我坦

然，欣然……

清晨跑步，上午上课，下午写

作，晚上跑步……我在鲁院的生活

变得无比充实。我常常凝望着先

生的双眸，那目光不是匕首，温和

的笑意从先生的眼角溢出。

六月的那天，沉睡中，两点三

十五分的闹钟响起。铃声格外激

越，冲锋号一般。走出四○一的房

间，我把鞋带紧了紧。大彩从五○

五室出来，米可从六一四室出来，

我们在一楼大厅会合，在先生坐像

前，三人击掌，合影留念。

夜色正浓 ，毛 毛 月 高 挂 在 蓝

天 上 。 一 切 悄 无 声 息 ，思 乡 的

人、劳作的人、疲惫的人、惆怅的

人，已熄灭了他们的灯，进入香甜

的梦乡……而此时，我们精神抖擞

地站在空旷的大街上，我们把自己

交付给午夜。鲁院大门前的池塘

里睡莲无声，水波无漪。世界在午

夜三点零三分。我们将完成一个

约定、一场有特殊意义的夜跑。

我回头看了一眼先生，开跑。

领跑的米可在前面带路，我们

两个女生相距一米，跟在后面，三

人呈三角形布阵。米可稍稍压着

步速，以便我们跟上。

开学初，米可自我介绍说，每

到一个新地方，都会跑步，只有跑

过的地方才觉得是自己的地盘。

女生私下哄笑过，动物世界里，为

了追求雌性、阻止其他雄性争夺，

雄性动物也会一圈圈跑，以此圈上

自己的领地，宣示自己的主权。哄

笑的同时，我们也感叹米可同学的

生猛气可贵。

三点零三分，我开始奔跑。心

无旁骛，专心致志。我想，有时张

牙舞爪的欲望会让人疲累。譬如

一个人活着，非得要活得花团锦

簇；一个人写作，非得要拿到什么

大奖。这些目标太过高远，而我是

一个淡泊随意的人，比如跑步，不

是想超越谁，我热爱的，只是跑在

路上的感觉。

经过一个拐角处，米可回头看

了看我们，大吼一声：加油！寂寥的

街道，回响着这很励志的加油声。

在奔跑途中，米可高高举起他

的左手，在打手势。我们跑过了五

公里、七公里……路途漫漫，这长

跑中的每个节点，都在激励着我们

继续向前的脚步。

又跑了一段时间，我开始感到

累了，双腿疲软，我张大了嘴巴，大

喘着气，一口一口吞着夜风，喉咙

发干，心口快速跳动。假如我此刻

跌倒，或突发阑尾炎、肠炎，我就能

名正言顺地退出这场奔跑。有那

么一瞬间，我这么想着。这样的闪

念，可以用来注解先生所说，先生

曾说，因为中国人太过聪明，“不耻

最后”的缘故，所以中国一向就少

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

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

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

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我知道我犯了长跑的大忌——

乱了心性和定力。我赶忙站住，深

深吸气，再深深呼气，重新调整自

己，再充满力量地加快速度。

跑在前面的米可再一次打出

手势：他的两手漂亮地举过头顶，

食指交叉。哦，我们已跑了十公

里！我的心兴奋地怦怦跳着。是

的，我们已经穿过了长安街，一起

奔向宽阔的天安门广场。

雄壮的国歌奏响了……灿烂

的朝霞将如绮丽的锦缎在天空中

铺展……

黎明，我们来了！梦想成真，

愿望成真！在太阳升起的地方，三

个鲁院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看一

场庄严的升旗。

你
好
，
三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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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林则徐是中国看世界的

第一人，那么，澳门就是中国看世界

的第一扇窗口，连接澳门和中山的

岐澳古道，就是从这扇窗口输出、输

入的大动脉。这扇窗口让我们看到

了不同于东方文化的西方文明，也

让西方世界有了一个了解古老中国

的视窗。

可以说，澳门是东西方文明在16世

纪以来碰撞的产物，历史选择了澳门

作为这样一个文化的结合点。传说

明朝时，当雄心勃勃的葡萄牙人踏上

中国的土地，他们不知道叩开的是怎

样一个色彩斑斓抑或扑朔迷离的国

度，操着葡萄牙语的西方人遇到了当

地渔民，指着前方，问道：“这是什么

地方？”渔民告诉他们：“这是妈阁，就

是妈祖庙。”从此，这个地方就被称为

MACAO（澳门）。

中国人用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去理

解西方人，西方人也用自己的思维去了

解中国人。香山县是广东古县，历史上

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这么传奇，作为一个

滨海小县，这里诞生了一个特别行政

区——澳门、一个经济特区——珠海，

一个地级市——中山，这里自古人才

辈出，古香山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

上都是极其特殊的，而其特殊的根

源，就源于澳门。没有澳门在 400 多

年前的开埠，就没有之后的西方文

明、基督教文化的进入，没有后来的

出洋风潮、留美幼童，包括后来的南

方革命策源地和孙中山领导的民主

革命，也因此受到很多影响，而我国

改革开放以来，珠海经济特区的设

立和中山经济的腾飞，更是让我们

看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的巨

大活力。

经过 100 多年东西方文化的碰

撞，使澳门成为一个风貌独特的城

市，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澳

门及岐澳古道，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

影 响 深 刻 而 深 远 。 一 是 澳 门 开 埠

早。澳门比香港早了近 300年。古香

山人很早就有和澳门交往的历史，在

明末汤显祖的诗里可以看到很多对

澳门以及西方人的描写。比如《香塞

贾胡》，写在澳门居留的葡萄牙商人：

“ 不 住 田 园 不 树 桑 ，琅 珂 衣 锦 下 云

樯。明珠海上传星气，白玉河边看月

光。”写得活灵活现。二是澳门具有

重要的地位。从史料可以看到，澳门

在明末就成为西方人进入中国的“舢

板”。许多西方传教士第一站就来到

澳门，经过短暂的学习中文和中国文

化后，进入中国内陆。明清时期的澳

门，是天主教在东方的传教中心。在

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过程中，利玛窦、

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等一些西方

著名传教士，以及与他们合作的中国

学者徐光启、李之藻等都做了较大的

贡献。东方第一所西式大学是在澳

门设立的圣保禄学院，中国第一所西

式医院是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设立

的，西方的制炮技术是传教士从澳门

传到我国内陆地区的。三是澳门设

立的原因。澳门的设立更多的是商

业目的或者是作为中转码头，是葡萄

牙商人同明朝地方政府协商的产物，

澳门与中山、广东，与我国内陆地区

更多的是平等互惠的关系，更容易促

进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自然流动。

岐澳古道一头连接中山的老城

区石岐，另一头连接澳门关口，其间

跨越了莽莽的五桂山。从石岐码头

坐上轮船，可以直通南方最重要的城

市广州。这样一条湮没在历史中的

岐澳古道，不仅是连接中山与澳门的

通道，更是一条连接古老中国与近现

代文明的通道，一条连接东方传统与

西方文明的通道，一条连接大陆文明

与海洋文明的通道。短短一条岐澳

古道，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印

记，更见证了封建王朝的日渐衰弱和

近代中国的变化与变迁。

如果说澳门是东方海岸孕育的

新生命，岐澳古道就是中国与西方世

界连接的一个重要通道。那个时代，

很多有远见的中国人都从这个通道

上或多或少地汲取了现代文明的养

分。也正是由于这条通道的存在，一

大批为了讨生活的香山人把大量农

产品运到澳门的同时，也把西方的产

品和西方的文化带回了香山。正是

因为可以近距离地观察、

了解西方世界，使得香山

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开

明、更具有闯荡世界的开

拓精神。香山人既不盲

目地仇视西方人、抵制西

方文明，也不盲目地仰视

西方、妄自菲薄，这就是

贸易带给人们的公平观念。他们通

过这条古道，非常自然地同澳门人以

及葡萄牙人进行各种贸易，潜移默

化，润物无声，既从中获利也暗中不

断学习，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近现

代香山能出这么多优秀的人才，我

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是香

山人。

如今岐澳古道在历史的烟云中

渐渐荒芜，但正是因为有了澳门和岐

澳古道，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演变脉络

也更清晰、完整。澳门是中国近现代

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最

重要的桥头堡和窗口。

进入 21 世纪，站在发展的潮头，

在建设“一带一路”、大力推进大湾区

建设的今天，我们要重新审视澳门

和中山的关系，重新挖掘湮没于荒

草的古道，重新定位大香山地区的

文化，要意识到澳门开埠和岐澳古

道的历史价值和重要意义，更要追

念古代香山人的胆识和眼光，重拾

我们探求未知、弥合东西、筑梦天下

的勇气和精神。

（作者系中山市作家协会会员，

“时代湾区”专栏特邀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