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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山歌感谢党

今年深秋的一个日子里，兴国县长冈乡石燕
村，一群老红军、老党员一起正在收看中共十九
大文件资料。老红军、兴国山歌传承人徐盛久难
掩心中的激动之情，即兴演唱了一首兴国山歌，
铭记党恩，颂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兴国是山歌之乡，也是著名的将军县、烈士
县、苏区模范县。在革命战争时期，兴国山歌在
发动群众扩红支前、参军参战等方面发挥了特殊
的宣传动员作用，留下了“一首山歌三个师”的
佳话。

101岁的徐盛久，是文化部确定的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也是赣州市唯一
入选的民间艺人。

徐盛久曾读过几年私塾，后迫于生计，14 岁
开始学打铁，15岁时召入位于兴国县古龙冈镇寨
上村的中央红军兵工厂寨上分厂，成为兵工厂里
打制刺刀的小铁匠。1931 年入选苏区蓝衫团，成
为红军宣传队里的山歌手。

“哎呀嘞，我的锣子一打响洋洋，我们苏区的
山歌我来唱一唱，我们兴国的振兴五周年，到处
搞得很漂亮，新农村建设也搞得好，关心老人也
很舒畅，对待文化也很重视，交通建设也很坚
强，特别是照顾我们老干部，党员干部来采访，
两学一做都实现，兴国做出了好榜样，我要发扬
苏区干部的好传统，两年就要实现上小康，我们
全县人民的生活很好，你知不知道这就是我关心
的，我要感谢领导感谢党！”

本报记者刚到石燕村采访，就看到老红军徐
盛久精神矍铄，向在场的人员唱响新编的兴国山
歌。他用一百多年的岁月积淀和丰富经历，向我
们讲述着他所经历的时代巨变和美好生活的来之
不易。

不得工钱也高兴

人称“歌师”的百岁老人徐盛久演唱山歌的
历史有 60 多年之久，从苏区时期到解放战争时
期，从改革开放时期直到今天。他说：“我从小就
喜欢唱山歌，越唱越有味，越唱我越喜欢唱。”

兴国是著名的山歌之乡，对于兴国民众来
说，唱山歌谁都能唱上几句。1916 年，徐盛久出
生在兴国县长冈乡石燕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石
燕村有喜爱唱山歌的传统，那时，全村有三百多
人，会唱山歌的竟有二百多人，在田野，在山
岗，到处山歌飞扬。

徐盛久的家人虽算不上歌手，但他们极喜
爱唱山歌。在这种环境中，徐盛久从小就受到
传 统 艺 术 的 熏 陶 ， 很 小 就 学 会 了 一 些 启 蒙 山
歌，并且喜欢上了唱山歌，每天放牛、砍柴、
割猪草时，总会跟着大人唱个不停。由于徐盛
久的嗓音好，村里很多人都爱听他唱歌，小孩
子们也都跟着他唱山歌。如今的徐盛久不仅是
一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还是红军烈士后代 （父
辈也是红军）、失散红军。

寂寞的打铁生活磨不掉他想唱歌的念头，
每当夜幕降临，徐盛久便跟着村里唱山歌的能
手走村串户进行演唱。不得工钱，他也觉得心
里格外高兴。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当地第一支山歌是
徐 盛 久 唱 出 ，“ 解 放 后 后 来 搞 合 作 ， 有 山 歌
对 、 文 工 团 。 组 织 开 会 比 赛 ， 打 擂 台 。” 他
说，我随便拿一个报纸，我看一下，就知道唱
山歌，叫我唱什么就唱什么。改革开放后唱共
产党的胜利，解放前的苦，吃树 根 草 根 、 牛
皮，永远忘不了。

1952 年，徐盛久被推荐参加江西省民政厅
疗养院艺术团，在那里一住就是半年。当时，
他既要为伤残老红军、老战士演唱歌曲，又要
指导艺术团演员们的表演和化妆技巧，努力的
工作受到一致好评。上世纪 60 年代，全省社教
工作组在兴国县良村学习，徐盛久作为文艺工
作者代表作报告。80 年代起，兴国县不定期举
行重阳山歌擂台赛，徐盛久次次参加，获得多
次优秀歌手称号。

“曾记否，那泥泞坑洼的天路，今已遍地坦
途；曾记否，那进风漏雨的土房，今已坚固宽
敞；曾记否，那昏暗微黄的灯泡，今已锃光瓦亮
……虽只有短短五年的时光，但苦难的日子却已
从生活中远逝，幸福的日子已同群众深情相拥。”
老人深情地唱道。

为了培养兴国山歌人才，兴国县非常重视，
大力扶持。早在 1986 年，《兴国山歌选》 已正式
出版，选取了在民间流传的部分经典曲子，内容
分为爱情篇、祝赞篇、苏区篇等等，到目前已经
出版了第三编。现在政府有组织地创作山歌万
首，整理山歌五万首，一年一度的山歌会选拔人
才，通过一场场擂台赛，一批原生态的山歌手脱
颖而出，从单一的独唱、对唱到联唱、合唱、小
演唱等创新形式，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将山歌表演舞台化

百岁的徐盛久老红军，精力充沛，腿脚灵
活，一点也不显老。

同记者一见面，这位老人最高兴的一件事就
是和小儿子一起，拿出去年百岁时照的全家福像。

徐盛久老红军先后娶了三个妻子，生有 15个
孩子。已有儿孙四十多个的徐盛久老先生的家，
是从山脚往山顶层层扩展的一排红砖房。可以想
象得出，这位子孙满堂的老人的生活，目前过的
真是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妻子年轻时也是个山歌手，这位 70多岁的老
妻，细腻白润的皮肤容光焕发，和丈夫一样一点也
不显老。看见这对老夫妇有如此好的精神状态，记
者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是个很有福气、家运极好的
人家。

徐盛久 21岁时投师学艺，学会了一整套山歌
表演。师傅朱先昭就是本村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入选要求是上要有师
承渊源，下要能带徒传艺的民间艺人，徐盛久就
是符合这样条件才在过五关斩六将的层层筛选中
入选的。

徐盛久夫妇与 4个儿子、两个女儿及其孙子、
曾孙一家四代都会唱山歌。徐老颇为感叹地说，我
的这些业余爱好，没有想到是我们祖国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能得到政府这么高度的重视，我一定会把
这门技艺很好地传承下去。

“应该对山歌进行改善改编，将唱山歌舞蹈
化、舞台化，加上很多的动作，不要只是干巴巴
地唱。可以组织几班人，统一学习化妆、表演等
技术，让懂得的老师去指导。兴国山歌这一具有
鲜明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们手上应
该被保护和挖掘。”徐老还有许多对兴国山歌传承
和发展的具体看法。

如今，徐盛久每天仍然坚持练嗓子、搞创
作，有空还去深山中瞻仰一下红军当年的兵工
厂。他在期盼中坚守，期盼兴国山歌可以长久
传承。他坚守着对兴国山歌深情的爱，一直到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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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厦门：别称鹭岛，简称鹭，福建省副
省级城市、经济特区，东南沿海重要的中
心城市、港口及风景旅游城市。

1650 年，郑成功驻兵厦门，成为日后
收复台湾本岛的重要基地。晚清时期因

《望厦条约》的执行，迫使厦门地区成为半
封建半殖民的公共租界。1949年 10月厦门
解放。1980 年设立经济特区后，厦门经
济、民生水平不断提升。新世纪以来，厦
门先后获批开发开放类国家综合配套改革
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已成为两岸新
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合作示范区、东南国
际航运中心、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和
两岸贸易中心。

厦门由本岛厦门本岛、离岛鼓浪屿、
西岸海沧半岛、北岸集美半岛、东岸翔安
半岛、大小嶝岛、内陆同安、九龙江等组
成。进入 21世纪，厦门逐渐成为现代化国
际性港口风景旅游城市，拥有第一批国家
5A级旅游景区——鼓浪屿。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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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32年前，我来到厦门工
作，当时是到这里来担任副市长。那
天，正好是我32岁生日。现在捻指算
来又过了32年。当时的厦门基本上没
有什么高楼大厦，晚上的灯光是非常
稀疏的，外国商人和游客也很少见。
如今，又一个32年过去了，海风海浪
依旧，厦门却已旧貌换新颜。一座座
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夜晚到处是灯
火辉煌。抬头仰望是清新的蓝，环顾
四周是怡人的绿。勇敢坚毅、吃苦耐
劳的当地人民，乘着改革开放的浪
潮，用自己的双手把厦门变成了一座
经济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对外
交流密切的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火
红繁茂的凤凰木、一飞冲天的白鹭
鸟，都是这座城市开拓进取、敢拼会
赢精神的象征。

——摘自习近平在为金砖国家和新兴
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受邀国领导
人及配偶、嘉宾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讲话

（2017年9月4日。根据央视视频整理）

百岁红军唱山歌百岁红军唱山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陆培法陆培法 文文//图图

本栏目主持人：严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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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这是一群不老的传奇：他们身
上，有对死生的坦然无畏，对信仰的坚定纯粹，对生活的乐观豁达。他们，
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红军。

本报记者今年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了当年的中央苏区江西省兴国县，
就碰到了这样一位令人难忘的老红军。

现年已经101岁的徐盛久老红军，一生一直坚持用他熟悉的方式，执著地
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感受编撰成山歌，在新时代继续用当年红军的
那股激情，向世人宣讲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家乡的腾飞巨变。

近日的一天下午，微风习习，孔博的
“密农人家”淘宝网店正在直播“甜蜜薯开刨
了”的收获场景。只见起种机过后，红薯被
翻出地面，表皮还粘着湿湿的泥土，主播随
手捡起一个红薯掰断，只听“咔”的一声，
黄色的薯瓤露出来，隔着屏幕都能闻到它的
香甜。

直播中的网店老板孔博是北京密云人，
2012 年返乡创业，是当地最早从事农业电
商的大学生。他勇于开拓，用新理念革新
农业模式，依靠大数据发展订单农业，打
造了密云农产品“优质新鲜”的品牌。他
的成功带动性很强，目前，北京一半以上
的 农 业 电 商 聚 集 于 此 ， 农 业 发 展 风 生 水
起，一改过去当地优质农产品低价贱卖的
局面。

近日，笔者约见了孔博，他的皮肤被夏
天的太阳晒得发红，戴着眼镜，谈吐斯文，
笑起来腼腆又真诚。

身为“85 后”，出身农村，在“三十不
惑”前，凭着一股韧劲儿，回农村干出一番
事业。当时村民嘲讽地说：“好不容易考出
去又跑回农村，这不是有毛病吗？”孔博
说：“过程很苦很累，但很享受”。那时，他
和妻子早上 4 点就出去订菜拉菜，上午打包
下午发货，期间轮班盯守在电脑旁发帖回
复，常忙到深夜 12点多。好在苦尽甘来，现
在，他家店铺会员近 10万，2016年销售额达
2600 万，已连续 4 年销量位居“淘宝网蔬菜
类目”首位。

“用户思维”“数据”和“市场”是交谈
中孔博提及最多的词，也是他的经营之道。

“即便做农业，你要比顾客更了解他们喜欢什
么，投其所好，用户才会买单”，孔博说。
2014 年起，他仔细研究用户数据发现，客户
以年轻妈妈为主，70%分布在京津冀，喜欢偏
甜、绿色、纯天然的食品。随后他推出更符
合顾客口味的产品，“栗面贝贝南瓜”是爆款
之一，因口感更香甜，2015 年刚上市就被抢
购一空。8 月 9 日顾客“大 5”在网店评论区
分享到：“非常好吃！面面粉粉的，有栗子的
香气！”

谈到扶贫理念时，孔博有些激动，“有
时农户产品滞销是因为市场不需要，盲目地
发善心帮他解决销路，非长久之计”。他更
青睐“订单农业”的做法，靠数据指导农民
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让农民更体面地增
收。直播中的“甜蜜薯”也是他的扶贫项
目，这个红薯的特点是节水、省工、性价比
高，符合当地贫瘠的土壤条件，预计每亩收入 4800 元，比原来种

玉米增收近10倍。
“做农业电商要仰望星空，更

要脚踏实地”，入行 6 年来孔博深
有感触，“这两年农业电商火热，
很多人一腔热血进来，却悲壮地倒
下”。他认为，农业电商既要紧跟
市场，又要到乡野了解农民，写字
楼里写不出成绩。

图为老红军徐盛久图为老红军徐盛久 图为老红军徐盛久(左)在劳作图为老红军徐盛久(左)在劳作

老红军徐盛久在教孩子们唱歌老红军徐盛久在教孩子们唱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