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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四川盆地南缘的高县，隶属于

四川省宜宾市，从唐代置县算起，距今

已有一千余年历史。县城坐落在长江

支流南广河畔，北宋诗人黄庭坚曾逆南

广河而上抵达高州（今高县），留下了

“流水已矣乾坤在，高兴之州日月长”的

赞誉。

如今，一批德艺双馨的文化名家，

应邀担任高县五十个村的文化扶贫·乡

村振兴第一村长。他们把艺术带进乡

村，让乡村焕发出新的活力。

一

从 可 久 镇 团 包 村 ，传 来 了 悠 扬 的

笛声。

那天籁般的乐声，追逐着微风，飘

过稻田、竹林，如同袅袅薄雾，弥散在田

间地头，让树上的鸟儿都忘了啼鸣，让

院里的鸡鸭都忘了觅食，侧耳倾听的乡

亲们，更是听得入了迷。

这 笛 声 来 自 团 包 村 新 任 第 一 村

长——著名竹笛演奏家、上海音乐学院

教授唐俊乔。

第一次走进团包村，首先映入唐俊

乔眼帘的，是那房前屋后郁郁苍苍的竹

林，在晨光的沐浴下，青翠欲滴。还有

那依山势而建的一户户民居，一层层农

田，掩映在竹林之中。这勾起了唐俊乔

无限的遐想：这么美丽的地方，怎样才

能帮助到这里的人们呢？

唐 俊 乔 想 到 了 她 的 专 业 —— 竹

笛。中国的竹笛历史悠久，它短小，携

带方便，声音悦耳，算得上是中国百姓

很熟悉的乐器之一。在唐俊乔看来，竹

笛还特别能拨动人的心弦，触动藏在每

个中国人心底的乡愁。当竹笛一响，人

们就能跟着旋律哼唱起舞。于是，唐俊

乔决定，要通过竹笛艺术，为团包村村

民的生活带来惊喜。

不久之后，唐俊乔带着上海音乐学

院竹笛艺术中心的师生们来到高县，为

当地群众送来了精心准备的音乐表演。

其实，中国的传统乐器和传统音乐

文化本身就来源于民间。只不过随着

时代的发展，后来成立了专门的学校，

对 其 进 行 了 规 范 化 的 整 理 、研 究 。 如

今 ，让 竹 笛 艺 术 从 音 乐 学 院 走 到 乡 村

去，实在是一件合适、自然的事。用唐

俊乔的话说，这就好比是竹笛艺术“回

娘家”。

除了送来音乐表演，唐俊乔还与高

县政府部门商讨，打算将竹笛和其他民

乐文化带进团包村，将绘画、文学等引

进 农 村 书 屋 ，丰 富 群 众 的 精 神 文 化 生

活。同时，帮高县打造竹乐器。他们还

打算结合上海音乐学院正在实施的“文

化润边”工程，做一些远程的艺术教育

帮扶项目，为高县的孩子们学习音乐提

供平台和桥梁，为高县培养音乐人才，

助力全县的文化事业发展。

现在，在艺术家们的帮助下，音乐

艺术正在润泽着高县人的心灵。

二

作为高县罗场镇天堂村的第一村

长，舞蹈理论家冯双白第一次到高县，

他的心不经意间就被一个孩子拨动了。

那天，身为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的

冯双白，代表中国舞蹈家协会党组来到

高县。庆岭镇桥坎村第一村长——四

川 省 舞 蹈 家 协 会 主 席 王 玉 兰 恰 好 也

在。一行人在天堂村寻找着帮扶的思

路，怎样才能让舞蹈艺术助力天堂村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呢？

他们路过村里的“童伴之家”七彩

假 期 课 堂 ，看 到 孩 子 们 正 在 教 室 里 玩

耍、学习。

“ 这 些 娃 娃 都 是 村 里 的 留 守 儿

童，他们的父母都在外面打工。”当地

人介绍。

孩子们看到有人来了，好奇而又害

羞地看着这些陌生的面孔。

冯双白走过去，主动与孩子们交流

起来，还与孩子们一起跳起了欢快的舞

蹈。孩子们跟着步伐，边学边跳，时不

时被自己的动作给逗笑，羞涩的表情在

脸上一点一点地消失了。

“冯老师，这是我画的画。”跳完舞

后，一个小女孩捧来一幅画，画上，用稚

嫩的笔迹写着“远方的朋友”五个字。

冯 双 白 双 手 接 过 画 ，认 真 地 欣 赏

起来。

“送给您！”小女孩十分真诚地说。

那一刻，一股暖流涌上了冯双白的

心头。“谢谢你，我一定好好珍藏这份珍

贵的礼物！”冯双白郑重地对小女孩说。

后来，冯双白常常回想起这一幕。

在他眼里，孩子们是那样的天真、热情、

活泼、充满活力。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

艺术家，也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而舞

蹈能够给孩子们带来欢乐，通过美育可

以让他们更加快乐地成长。作为中国

舞蹈家协会主席，同时又是天堂村的第

一村长，冯双白下决心，要让舞蹈在这

片土地上发挥作用，帮助孩子们更好地

成长。

于是，一项计划在冯双白心里谋划

开来。他要为中国舞蹈家协会和高县

牵线搭桥，一起携手把高县打造为“新

农村少儿舞蹈美育工程”5G 远程教育

试点，让美育进入高县农村校园，补齐

当地农村学校舞蹈教学的短板，让贫困

地区的孩子们能够通过这一平台走上

更大的舞台。

“我希望通过帮扶，让农村的孩子

们，特别是家庭贫困的孩子们，也能在

舞蹈中快乐成长。让所有热爱舞蹈的

孩子通过这座桥梁，达到自己生命中美

好的境地。”冯双白动情地说：“那是一

群多么可爱、有潜力的孩子啊，他们只

是缺少机会和托举。我愿意在他们心

中种下艺术的种子。”

这颗“艺术的种子”至关重要，一旦

播下了，它就将生根发芽。

三

来高县之前，沈铁梅从未想过会担

任丛木村的第一村长。但是，现在每当

人们喊她“沈村长”时，她会觉得特别亲

切，特别接地气，同时又感到肩上多了

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那 天 ，著 名 川 剧 表 演 艺 术 家 沈 铁

梅来到高县庆符镇丛木村。当得知第

一 村 长 来 了 ，村 民 们 兴 奋 地 聚 到 了 党

群 服 务 中 心 门 口 迎 接 。 这 样 的 场 面 ，

对于常年活跃在舞台上与聚光灯下的

沈 铁 梅 来 说 ，其 实 经 历 过 很 多 次 。 但

这一次有所不同，沈铁梅说：“这一次

更 有 回 家 的 感 觉 ，因 为 我 也 成 了 丛 木

村的一分子了。”

当初收到邀请的时候，沈铁梅也犹

豫过。“当时，我有点意外，也有点激动，

更多的则是忐忑不安。说实话，我没有

一口答应，而是考虑了两天。因为我觉

得，答应了，就是一种责任、一种承诺，

需要用心去关注、去帮扶，来不得半点

儿敷衍。”沈铁梅回忆道。

第一村长能为丛木村的村民们做

些什么？能不能做好？这是当时沈铁

梅心中最大的疑惑。

百 姓 摆 脱 了 物 质 生 活 的 贫 困 ，但

在 精 神 文 化 方 面 ，还 有 很 大 的 提 升 空

间 。 文 化 帮 扶 慰 藉 的 正 是 心 灵 ，不 管

是 一 首 歌 、一 场 戏 ，还 是 其 他 表 演 艺

术，只要是真正好的艺术，总会带给人

们 情 感 的 共 鸣 ，甚 至 是 精 神 的 洗 礼 。

身 为 艺 术 家 ，有 能 力 也 有 责 任 用 自 己

擅长的艺术形式，为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 出 一 份 力 。 经 过 两 天 的 思 考 ，沈 铁

梅想明白了，欣然接受了这项任务。

可 是 ，怎 样 把 川 剧 艺 术 与 脱 贫 攻

坚、乡村振兴结合起来呢？沈铁梅带着

一批艺术家，就此在丛木村展开走访调

查。转了好些天，答案在她心中渐渐清

晰起来。

“川剧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做好川剧等非遗文化的传承，可

不可以在农村贫困地区，发掘一些对非

遗文化有兴趣、有天赋的孩子，我们对

他们进行培养。如果一个家庭中，有一

个孩子培养出来了，那么这一家人的命

运也会因此改变。”沈铁梅说。

沈铁梅看过高县当地的文艺演出，

感觉朝气蓬勃、充满活力。而川剧恰恰

是老少皆宜的艺术，川剧中有很多经典

剧目，村民们都非常喜欢。这些都是她

开展帮扶工作的利好因素。沈铁梅有

信心，一定可以在高县培养一批爱好川

剧的人，让他们唱起来，快乐起来，进而

影 响 更 多 的 人 。 沈 铁 梅 还 计 划 ，接 下

来，他们将在当地挑选有艺术天赋的孩

子，进行川剧艺术的专业训练。另外，

还要带领丛木村的村民挖掘、培育“乡

村文化”，并延伸到乡村旅游、产业发展

等方面。

艺术的歌声回荡在高县的乡村，文

化的馨香熏陶着高县人的心灵。今天

的高县，真的被艺术给点亮了。多姿多

彩的艺术，似乎点亮了人们的生活。人

们的心情更加舒畅了，乡村的生活变得

丰富了。

压题照片为四川省高县可久镇团

包村。 胡泽荣摄

艺艺术点亮乡村术点亮乡村
佘佘 飞飞

车过架锅山，公路两边，是一溜儿

水果摊。

这些果子，带着露水，带着土香，踩

着节气的拍子，把大自然酿造的酸酸甜

甜，带到了烟火人间，沁入人们的心田。

公路旁的这个小小村庄，是远近闻

名的水果基地，近年来，悄然升级成一

个以赏桃花、摘桃李为主打项目的田园

观光之地。一到阳春三月，桃花杏花李

花闹哄哄地开，开成了一片花的海洋，

引得山外的人们呼朋引伴，纷至沓来。

我与架锅山的缘分，却无关花果田

园。这小小的山村，是我的重生之地。

几年前的一个元旦，迎着新年的阳

光，我开车路过架锅山，却在这儿遭遇

一场意外。一辆大货车将我的车追尾，

在撞断一根电线杆后，我的车侧翻，悬

在坎边。

从昏迷中醒来后，我听见了一个男

人在呼喊：“快快快，搬石头来，找绳子

来，把车子固定住，赶快救人！”

不一会儿，呼喊声又起，是很多声

音，好像都在说着如何救人……

这声音让困境中的我精神一振。

我挣扎着，用额头撞击车门，发出求救

的声音。

救护车到时，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已

经把我扶上了公路。村里的医生给我

做了简单的包扎处理，有人还给我的身

上裹上一条毯子……

春暖花开时节，已经出院的我，揣

着几包香烟，拎着几瓶酒，来到这小山

村，寻访救命的恩人。一位大哥说，那

天雾大人多，七手八脚的，他也没插上

手。一位大爷说：“咱村子在大路边，人

来人往的，谁遇见了这种情况都会搭把

手，哪还说什么恩不恩的，难不成咱还

能见死不救？”他继续挥挥手说：“男的

都天南海北的在外面打工，女的都在果

园里忙活，你呀，也忙你自己的去吧。”

那以后，我换了一份工作。每一个

早晨和黄昏，我驱车往返于山区小镇和

滨江小城。当车过架锅山时，我常常停

下来，驻足，站立，久久张望。远处，是

小桥流水人家，安静得如一幅恬淡悠远

的水墨画；近处，公路边是弯腰劳作的

农民，怎么看都像是我的亲人。不知道

他们当中，哪一个搬过石头，哪一个拿

过绳子，哪一个给我盖的毯子……

在这样的眺望中，眼睛便会无端湿

润。危难之中，帮助我的，是一群素不

相识的人。如今再想寻着他们道个谢，

虽然近在眼前，却又似乎找不到他们的

身影。既然无法报答，那就多买点儿水

果吧。

车过架锅山，四季之景变换，小摊

的色彩也跟着变换。每每瞅着路边又

摆了新果子，我便停车下来，买上一点

儿，给家人和朋友也捎上一点儿。

架锅山的人善良，和气，爱笑。小

摊 主 也 大 气 ，你 买 不 买 ，都 客 客 气 气

的。一下车，十几张笑脸都绽放着。我

买的不多，也不还价，今天买这个摊，明

天买那个摊，挨个儿买一遍，买完第一

遍，再买第二遍。

久而久之，也都熟了脸。对我，除

了姓名不知道，他们似乎什么都知道。

知道我是山里人，种过田，教过书，在城

里工作，上下班天天路过架锅山。

一位年轻的母亲听说我教过书，便

带着娃来找我，要我就在路边给娃解解

疑难问题。看看太阳还没落山，我便在

小摊前给小女孩圈了些句子，从头到尾

讲了一遍。

初冬时节，路边常常有挥手的乡

亲。只要不是雾天，只要不赶时间，只

要有人挥手，我一般都要捎带一程。

那天时间有点紧，车过架锅山，水

果摊边的几个人一齐挥手。我一看，居

中的是一位大娘，人都急得哆哆嗦嗦。

一位搀着大娘的大嫂说：“她老伴晕倒

了，估计是脑梗。可是班车要个把小时

才到呢。您可以救个急吗？”我说：“人

呢？快点上来，这就往医院去！”

到了医院，下车时，大娘递给我一

百元钱，我说：“不要钱，架锅山的人救

过我的命……”

又是春暖花开时节，我陪着朋友来

到这个小山村观光。本想只看看风景，

没想到又遇见了那位大娘。

她苍老了许多，弓着背，颤巍巍挪

着脚。我躬身跟她打招呼，问她：“大爷

还好吧？”

她眯缝着眼打量我，突然咧嘴一

笑，叫了一声“好人”。接着，摸出一个

小包，层层打开，拿出一张百元钞票，递

给我说：“欠您一个情……”

那一刻，我的泪水控制不住涌了上

来……

车过架锅山，春华秋实，演绎着四

季的更替、乡村的物语、大地的深情。

这 个 时 候 ，我 会 减 了 油 门 ，张 望

两边风景，或者干脆下车，一个人，静

一静。

我走走停停，只是想把这一路的风

景和人，把这方水土的美好与温情，一

一收纳，珍藏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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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梅迎春开，飞雪伴年来。家乡的

年味，是从烤酒、打扬尘、蒸花馍、炸年

糕、备年货开始的，到了写春联便忙开

了。乡镇的文化站、小广场，就有下乡

的当地书法家义写春联。桌子一字排

开，书法家挥洒笔墨，周围则人头攒动。

一位中年男子拿出已选好的春联内

容，请当地的书法家来写。只见书法家挥

洒笔墨，几副春联瞬间写成。龙飞凤舞，

字字遒劲，引得围观的人们连声叫好。广

场周围还挂满了售卖的春联，烫金的，凸

凹印刷的，琳琅满目。买春联的人们一边

仔细挑选，一边跟卖家讨价还价。

红红的春联，在腊月的风里哗啦啦

飘动，映红了即将来临的年。

过去，每到春节，乡亲们再省也会

买几张红纸，写上一副红红的春联，然

后贴在大门上，期盼着来年的日子红火

起来。父亲那时候是民办教师，放了寒

假，就开始为乡亲们义写春联。那时候

全村最穷的要数顺子爷家。然而，顺子

爷 性 格 开 朗 ，再 苦 的 日 子 也 是 有 说 有

笑。他识字不多，却爱说顺口溜，而且

押韵，常常惹得大伙捧腹大笑。他家的

春联都是他自己编的。

一年春节，我家围在桌前吃团年饭

的时候，顺子爷才把一张皱皱巴巴的红纸

拿来。他说，等到卖红纸的剩下最后一张

“下脚料”，他才拿红薯给换来的，有个红

春联，年就红了。父亲放下碗筷，急忙给

他裁纸、写春联。待字干了，顺子爷拿起

春联，给父亲、母亲道了谢，匆匆地走了。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全村

喜 获 大 丰 收 ，乡 亲 们 乐 坏 了 。 又 到 春

节，家家户户买了很多红纸，能贴春联

的地方都贴上了春联，大门、小门、窗

户，牛圈、猪圈、鸡圈，就连牛角、羊角也

缠上红红的春联。顺子爷家的粮食收

得最多，坛坛罐罐都装满了，喜得他逢

人就说：“联产承包就是好，懒汉变得勤

劳了。汗水洒进责任田，丰收粮食吃不

完。”他买了十张红纸，早早来到我家，

请父亲帮忙写春联。春联的内容是他

自己拟好的。大门的春联是“党的政策

就是好，责任田里揽金了”。父亲说，意

思很好，但这不是对联。顺子爷说，就

按这个写。父亲拗不过他，照他的意思

给写了。顺子爷拿起写好的春联看着，

脸上乐开了花儿。

一 晃 ，如 今 顺 子 爷 已 经 八 十 多

岁了。身子硬朗的他走到哪儿，歌颂新

民风的话就说到哪儿。只是我父亲去

世后，他家的春联变成了找当地义写春

联的书法家写。

今年，他早早地来镇上打听，书法

家们到中心广场写春联不？义写春联

用 的 是 墨 汁 ，还 有 宽 窄 一 样 的 印 刷 红

纸，顺子爷瞧不上，他自己已经备好笔

墨和纸张。

这一天，广场上里三层外三层围满

了求写春联的乡亲们。卖大红灯笼的

也 来 赶 热 闹 ，红 彤 彤 的 大 灯 笼 挂 满 广

场，它们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着，摇出春

的 风 姿 。 空 中 的 红 灯 笼 、地 上 的 红 春

联，到处都是红红的一片，乍一看，好像

人群在红云里穿梭。

顺子爷好不容易挤进桌前，他拿出

备好的笔墨和裁好的纸，铺在桌上。然

后笑嘻嘻地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上面

写着密密麻麻的对子。顺子爷指着这

一句说，这是一楼大门的，又指着那一

句 说 ，这 是 二 楼 大 门 的 。 他 接 着 解 释

道：“咱识字不多，都是照自己的心声编

的，请您照着纸上的写。”书法家点了点

头，蘸饱金粉水写就：“河水清清绕村

流，背依绿山白云走。”“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精准扶贫富裕千家万户。”

放眼望去，到处是红红的春联、红

红的灯笼，它们映照着红红的日子，红

红的年。

红红的春联，红红的日子
张朝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