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刘 芳 电话 0795-7091077 Email：ycrbzkb2018@126.com2025年4月15日 星期二

文 旅 第 版8

文化· 传真

四

童谣源于民间，传于民间，自然会
受到乡土人情的浸染，成为民情风俗
的载体。

年节是荟萃民情风俗最丰富的时
段，也是孩童最高兴的时光。虽然大
人说“落雨肯落雪，过年肯过节”，孩童
却一心盼过年，盼快乐，盼长大，从年
头就心心念念地数着：“正月揪揪韧，
二月易得尽，三月且且过，四月喊栽
禾，五月龙船鼓，六月胀爆肚，七月滴
滴答，八月摘棉花，九月重阳后，十月
要扯豆，十一月多赚钱，十二月好过
年。”忙完一桩桩农事，过了一月又一
月，含辛茹苦，好不容易近了年关，心
情就更急迫，勾着指头一天天数着：

“二十四打麻糍，二十五泡丸子，二十
六做豆腐，二十七打堂毛灰，二十八杀
鸡杀鸭，二十九样样有，三十夜胀得屁
呱呱。”过了三十夜就是新年，就要欢
天喜地出行，热热闹闹拜年。拜年的
礼俗要晓得：“初一崽，初二郎，初三初
四野姑丈。拜年拜到初七八，两块肥
肉碗舷上搭。”新年花灯多。龙灯、狮
灯、茶花灯……应接不暇。花灯来了
要着发：“牵龙摆龙，火烧鸡笼。半升
糠头半升米，着发龙头耍龙尾。粘米
角哩糯米粑，要谷要米随你哇。”着发，
就是酬谢的意思，可以是钱币，也可以
是实物。童心无忌，却来个“半升糠头
半升米，着发龙头耍龙尾”，我天真，我
怕谁？过年好，过年乐，但是再美好，
再快乐，过年也有尽头，过了正月十五
元宵节烧了门神纸，便算是过完了年，
有道是：“烧哩门神纸，各人想道理，婆
老人纳鞋底，老倌子捡狗屎。”大家各
忙各，该忙啥都心知肚明。但是，元宵
节这天晚上还有节目，男孩寻几柴棍，
在火炉旁摆弄，口中念念有词：“火炉
公公火炉神，火炉公公真有灵……”女
孩们的节目很私密，那就是扛筲箕公
公（也叫“扛灶神公公”）祈求未来婚姻
幸福，其实就是一种扶乩。女孩们藏

于密室，手掇作为乩盘的筲箕念道：
“正月正，北斗星。桃花红，柳叶青。
一块瓦，两块瓦，筲箕公公快上马。上
马上得快，一根红丝带；下马下得快，
一双绣花鞋。”红丝带和绣花鞋，估计
是酬神之物吧。因为是女孩吟诵的，
辞藻略显艳丽，酬神品也带着脂粉
气。那真是：我以今日女红，祈求明天
幸福。

记得小时候，每逢老鼠嫁女的日
子，祖母就会带领我们念道：“老鼠嫁女
远远嫁，莫嫁近邻舍。嫁到近邻舍，打
得你娘们女子提思提。”这种劝告虽带
威胁语气，听着也是天真可爱，孩子气
十足：竟劝老鼠远嫁。“思”是语气词，古
代诗文多用，《诗经》就有“神之格思”

“不可泳思”句，袁州方言常用于强化
数量词语气，如“咯只东西硬有斤思斤
重”“咯里走到那里硬有里思里路远”

“钱都花哩万思万”。袁州民间有端阳
节驱蚊的习俗。一大早大人带领小孩，
以麦秆扎把燃烟，在家中各处薰赶蚊
虫，并念道：“五月五，端阳节，趔（袁州
方言，赶的意思）得蚊虫山上歇，口干哩
吃露水，肚饥哩吃竹叶。”这童谣很有
趣，并未将蚊虫视为死敌，要斩尽杀
绝，而是天真地让它们到山上去歇息，
不要叮人就成，竟还担心它们饥渴，特
意告知解决饥渴的办法，这可能是最
原生最朴素的一种友好型环境观。

五

小时候就觉得很奇怪，经常有些
童谣不知从何而来，比如“摇啊摇，摇
到外婆桥。”“风来哩，雨来哩，麻胡子
带着狗来哩。”“天上咯桫椤木，地下咯
张果老。”我从没在哪听过，也没去哪
学过，本地也似乎没有流传，却常常从
脑子里突然冒出来，多数还不全，只是
只语片言，无论你如何努力去记，都记
不全它。它们究竟从哪里而来？我苦
思冥想也弄不明白，仿佛它们与生俱
来就装在脑子里，一逢机缘便冒出
来。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民族潜意

识、群体无意识，是由民族种群遗传基
因天然赋予的，融入血液里。

中华民族自古就很重视诗的教化
作用。孔子曾说：“小子何莫学夫诗？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
之名。”童谣既然可以溶于血液，世代
相传，也就具有教化功能。袁州童谣
有不少就以简单明了、通俗易懂的语
言，爱憎分明的形象，教育孩童做人的
道理，使得孩童从小就懂得孝敬父母，
讲文明，懂礼貌。比如：“映山红，满山
红，哥哥骑马我骑笼。骑到姐唧门口
过，姐唧哇我有老婆，我劝姐唧莫难
过，再过三年讨一个。有钱讨只红花
女，有钱讨只癞痢婆。癞痢婆，会栽
禾，栽得禾唧深又深，捡只鲤鱼七八
斤。拿得秤来称，称断一匹索，跌伤一
只脚，叫得哥哥寻草药。草药有发芽，
煎得鱼来吃，鱼唧煎得喷喷香，先敬爷
和娘。爷娘脸上笑嘻嘻，夸我有良
心。”这段童谣虽长，也很具童真，但归
根结底是要告知一个道理：即便是“有
钱讨只癞痢婆”，有好吃的也要“先敬
爷和娘”，这是做人的本分。

童谣也有以反面教材来发挥教化
作用的。很多是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
的，如：“黄雀唧，尾巴长，讨了老婆赖
记娘。老婆要钱哪里有？怀里有；老
娘要钱哪里有？有得有。老婆要水哪
里有？缸里有；老娘要水哪里有？河
里有。老婆喝酒哪里有？屋里有；老
娘喝酒哪里有？井里有。老婆吃肉哪
里有？碗里有；老娘吃肉哪里有？栏
里有。老婆吃鱼哪里有？锅里有；老
娘吃鱼哪里有？塘里有。顺妻逆母咯
样差，世上谁愿做娘爷。”就是用一个
讨了老婆忘了娘的反面典型，来教育
孩童不要忘记父母之恩，时刻孝顺父
母。童谣用了一长串对比强烈的叙事
排比，来谴责那种对父母忘恩负义之
人。这简直就是血泪控诉，听者无不
愤慨、无不深思，在愤慨与深思中，也
就潜移默化教育孩童，使他们从小就

懂得这样做是不对的，这样的人都是
坏人。再看这首：“辣椒唧花怜怜，叫
我哥唧莫赌钱。十个赌钱九个输，自
古赌博有好处。赌钱赌塌肠，有钱剥
衣裳。剥括衣裳犹思可，走得回去嫁
老婆。嫁括老婆卖尽田，走高天下落
饭店。你落饭店我不管，背脊上背组
早禾秆，手里拈只裸食碗。你撸被铺
我撸席，你拿扁担我拿尺。东边讨到
西边转，饿得头昏眼花打转转，婶婶姆
姆把一碗。”这首童谣开篇明义：“辣椒
唧花怜怜，叫我哥唧莫赌钱。”然后用
一个反面典型的悲惨下场，来警示人
们戒赌。

当然，也有轻松的。记得还是牙
牙学语时，外婆就教我念：“花、花、花，
去人家。人家不筛茶，不是好人家。
人家不筛酒，不是好朋友。人家不装
烟，是好先生。”简单几句，朗朗上口，
却将农村待人接物的基本礼仪说清
了。这样的童谣从小就扎根在心里，
潜移默化，必绽文明之花。

汪曾祺先生说：“地域文学实际
是儿童文学——一切文学达到极致，
都是儿童文学。”为什么地域文学会
是儿童文学呢？汪先生认为地域文
学多是对家乡的描述和回忆，作者在
描述和回忆中，会自觉流露出拳拳童
心，而这些描述和回忆极易引起读者
的共鸣，这是一种童心的共鸣，一种
返璞归真的共鸣。童谣是一种特殊
的地域文学，它以童心看世界，将繁
杂的世界归结于天真，描述为烂漫，
所以不论何时何地何人，只要念首家
乡童谣，那家乡的温馨、童心的共鸣，
便会令人动情不已。

袁州童谣笔谈（下）

王 莹

宜
春

本报讯 熊志华报道：近日，广州
市江西上高商会和南昌市红谷滩区上
高商会向上高县图书馆捐赠总价值
20余万元的图书3800册，以表在外乡
贤对家乡发展的鼎力支持，助力书香
上高建设。

据悉，此前上高县文广旅局和

上高县红十字会共同发起了一场主
题为“情系桑梓 书香传爱”的图书
募捐活动，旨在通过调动各方积极
性，共同为文化强县贡献力量。活
动的开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
应，不少团体和个人纷纷踊跃捐书
捐款。

上高县图书馆获赠图书3800册

4 月 8 日，上高县新界埠镇
茗达茶场，老师正在给学生讲
解茶文化。

近年来，上高县以茶为媒，
深入挖掘茶文化内涵，积极开展
茶园研学、采茶文化节等活动，
让茶厂摇身变成群众的课堂、旅
游的打卡点，以旅游促进茶产业
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邹利强 摄）

茶园研学

本报讯 记者张梅玲报道：4月2
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原二级巡视员万
一君在宜春市图书馆报告厅为200多
名宜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及爱好者带来了一场妙趣横生、深
入浅出的讲座——“非遗文创的活态
传承与自主创新”。

讲座中，万一君首先指出，在历
史长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像一
颗颗璀璨明珠，承载着民族的记忆、

智慧与情感。他对非遗文创作了深
刻解读并通过大量数据与案例剖析
江西非遗文创现状，客观分析当前
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并以生动事例
提出让非遗文创融入百姓生活的路
径与策略。

讲座通过“理论阐释+案例解码”
的方式，加深了现场观众对江西非遗
及文创的理解与认同，为非遗的传承
与创新指明了方向。

“非遗文创讲座”在市图书馆举行

3月31日，在丰城市文联主席陈款荣办公室，
我见到了一位齐肩背头长发的中年男士。他叫谭
启兴，艺名谭汀。

对我而言，谭汀是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名字。
陌生，是因其定居云南个旧，身为职业画家，开创
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热流蜡画这一全新画种，在艺
术领域默默耕耘；熟悉，则因谭汀本是丰城河洲街
道人，16岁才离开家乡，乡音难改。起初大家用
普通话交流，没一会儿，便自然而然地切换成丰城
土话，氛围亲切热络，畅所欲言，毫无隔阂。

1968年出生的谭汀，初中毕业后前往广州美
院，专门为油画系师生制作画框。凭借精湛手艺，
他成了油画系的“御用”画框制作师，还获得随意
进出教室的特权。踏入油画系教室的那一刻，眼
前的教学场景深深震撼了谭汀。他鼓起勇气询问
老师：“我能不能也学画画？”老师慷慨回应：“这里
的颜料和工具你可以随意使用，也能带回家去创
作。”自那以后，谭汀只要一得空，就一头扎进美院
或是自己的出租屋，沉浸在绘画的世界里。

彼时，房地产业蓬勃发展，带动房屋装修生意
一片红火。谭汀顺势开办了装修公司，然而，公司
经营并不顺遂，几年后，无奈只能关门，外出打工
另谋出路。当时，他心中有三个心仪的打工地：云
南、广西和新疆。

谭汀的首站选在了云南。刚从昆明巫家坝机
场走出，仰头望向澄澈湛蓝的天空，深吸一口高原
独有的清新空气，他内心瞬间笃定，暗自下定决

心：“我就留在云南，哪儿也不去了。”在昆明的装
修公司打工期间，谭汀但凡有机会，就跑去听美术
讲座、观摩画展，不断汲取艺术养分。1998年，一
位德国著名蜡画家在广州美院举办蜡画讲座。谭
汀听闻后，特意跑去参加。这次经历，让他对蜡画
有了极为深刻的感悟。但他也敏锐察觉到，传统
冷蜡画存在明显弊端，极易留下手印和划痕，在高
温环境下还会变形。

2004年起，谭汀毅然投身蜡画蜡材的研发工
作，历经无数次尝试与探索，成功开发出从冷蜡到
热蜡的全新蜡材配方，正式开创热流蜡画这一别
具一格的新画种。谭汀的热流蜡画作品色彩斑
斓、绚丽夺目。画面呈现出独特的凹凸立体感，用
手触摸，触感温润细腻，别具一番韵味。曾有一
次，某市文旅局举办热流画展，一位领导担心夏天
室外高温会让蜡画融化，影响展览效果，为此辗转
难眠。可第二天到现场一看，蜡画在高温下完好
无损，这才放下心来。

在一次画展上，谭汀不小心踩到一位女士的
脚，他连忙诚恳道歉。女士回以微笑，轻声问道：

“你也喜欢看画展？”谭汀笑着回应：“岂止喜欢看，
我还热爱画画，自创了热流蜡画这个新画种，作品
参加过中外十多次画展呢！”这位女士姓梁，是前
来画展采访的媒体记者。两人相谈甚欢，一见如
故。梁女士提议：“能不能找个时间，让我见识见
识你的热流蜡画？”谭汀爽快应下：“行，那就明天
吧。”二人互留联系方式，约定再会。

次日，谭汀左手端着一块50×50厘米左右的
多层木板，右手持喷火枪，高温之下，木板上混合
着矿物质颜料的蜡材迅速融化。他以喷枪为画
笔，精准驱动蜡流，创作出一幅鬼斧神工般的画
作。谭汀的作品独一无二，连他自己都难以复
刻。梁女士看得入神，思索良久后郑重说道：“既
然热流蜡画才是你的专长与热爱，就该果断放弃
装修工作，全身心投入更有意义的蜡画创作中。”

在梁女士的支持与帮助下，谭汀先是在云南
丽江开设热流蜡画工作室，一年后，又在昆明呈贡
新开工作室。一来二去，两人因热流蜡画结缘，喜
结连理，成为幸福伉俪。如今，梁女士辞去工作，
全力协助谭汀，将工作室开到了自己的娘家——
云南个旧。

谭汀夫妇不仅在书法绘画领域独树一帜，而
且热心公益事业。2025年春节前，两人带着一双
儿女走上街头，义务为个旧市民书写“福”字600
多幅。

当下，谭汀已是香港国际艺术家会员、香港国
际艺术家云南省分会会长，同时也是云南省工艺
美术家会员；梁女士也成功加入云南省工艺美术
家会员行列。谭汀表示，他们夫妻俩一定要申请
加入丰城市文艺志愿者协会。

回顾完这段充满波折与惊喜的艺术历程，谭
汀满含深情地感慨道：“其实，我心里一直牵挂着
丰城，盼着热流蜡画这朵艺术新花也能在家乡的
土地上灿烂绽放。”

丰城画家谭汀的热流蜡画传奇
何国华

谭汀的热流蜡画作品

读汪曾祺先生的小说《大淖记事》：
“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
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
翠绿了。”他在书页下方加了一条注解，
解释蒌蒿是生于水边的野草，粗如笔
管，有节，生狭长小叶，初生二寸来高，
叫“蒌蒿薹子”，加肉炒食极清香。所
谓清香，即食时如坐在河边闻到新涨
春水的气味。这样的描述真是既贴切
又美妙，让看的人垂涎欲滴，似乎舌尖
上也沾满了那新涨春水的味道。

蒌蒿，又名芦蒿、藜蒿、柳叶蒿等，
多生长于湖泽江畔，是一种古老的药
食两用野生植物，其茎紫红纤细，碧绿
的叶细长狭小，汁液充盈，有一股浓郁
而又特殊的芳香气味。我国最早的诗
歌总集《诗经》记载：“翘翘错薪，言刈
其蒌；之子于归，言秣其驹”“呦呦鹿
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
昭”。这里面的“蒌”和“蒿”就是蒌蒿，
嫩则可食，老则为薪。屈原的《大招》
曰：“吴酸蒿蒌，不沾薄只。”可见蒌蒿
的美味独特而鲜香。李时珍在《本草
纲目》中说：“蒌蒿气味甘甜无毒，主治
五脏邪气、风寒湿痹、补中益气、长毛
发令黑、疗心悬、少食常饥、久服轻身、
耳聪目明不老。”

大文学家苏东坡是历史上有名的
美食家，非常爱吃这种春季里的应时
野蔬。在前往汝州任职途中，他特地
取道南京品尝蒌蒿，对这种嫩生生的
野菜极为赞赏，曾赋诗云：“初闻蒌蒿
美，初见新芽赤。”他还在《惠崇春江晚
景》中写道：“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
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
豚欲上时。”浓浓的诗意，鲜活的画面，
既让人感受到春水的温暖，又令人想
起蒌蒿和河豚的醇香美味。

蒌蒿的吃法简单，掐去根部老的
部分，摘掉梢上的叶子，把清清脆脆的

嫩茎秆儿截成寸段，在清水中浸泡几
分钟以去除涩味，然后下油锅大火爆
炒，放入适量蒜泥、盐、醋拌匀即可。一
盘绿油油的蒌蒿上桌，趁热夹上一筷
嚼之，外脆里嫩，甘甜无渣，满口春天
的味道和乡野的气息，让人百吃不厌。

蒌蒿炒腊肉，那是荤素搭配的人
间至味，为很多人喜爱。将洗净的蒌
蒿切成段，腊肉切成片；猛火热油，葱、
姜、蒜、干辣椒下锅，煸炒出香味；再倒
腊肉入锅出油后放入蒌蒿段，浇上料
酒继续翻炒至熟，即可出锅装盘。端
上桌来，满屋的浓郁香气便弥漫开
来。腊肉金黄，蒌蒿青绿，辣椒红艳，
堪称一道色、香、味俱佳的菜肴，一入
口就能牢牢抓住人的味蕾。

但我最青睐的做法是蒌蒿炒香
干，即用质地较硬的豆腐干，切成丝和
蒌蒿一起炒制而成。两者要大火快
炒，只需放一点点油和盐即可，不需太
多调料，保持芦蒿和香干本来的那份
自然清新和鲜香风味。当然，喜食辣
的也可加入辣椒油拌一下，这菜格外
开胃爽口，既下酒又下饭，食后齿颊留
香，经久回味。

《红楼梦》第六十一回里也有提及
吃蒌蒿的事。小燕跟柳家的说：“晴雯
姐姐要吃芦蒿。”柳家的忙问是用肉炒
还是用鸡炒？小燕却说：“荤的因不好
才另叫你炒个面筋的，少搁油才好。”
用芦蒿来炒面筋，别有一番风味。先
把一团面和好，揉出筋，再放水里洗，
洗下的粉就是澄面，剩下的便是面筋
了。这面筋再往开水里焯熟后，是水
面筋。把水面筋切丝，芦蒿洗净切成
寸段备用。油锅烧热，将姜蒜爆香，放
入芦蒿、面筋翻炒均匀，加少许盐和香
油调味出锅。芦蒿碧绿香脆，面筋细
腻爽滑。细细品味，给人以美的享
受。晴雯是一个性情刚烈的女子，平
儿说她是“一块爆炭”，正需要芦蒿这
样平抑肝火的保健佳品，食之神清气
爽，身心俱泰。

春水的味道
钟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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