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17年9月13日 星期三

副刊投稿信箱：fkbdqrb@126.com
州庆征文州庆征文州庆征文州庆征文州庆征文州庆征文州庆征文州庆征文州庆征文州庆征文州庆征文州庆征文州庆征文州庆征文州庆征文州庆征文州庆征文州庆征文州庆征文州庆征文州庆征文州庆征文州庆征文州庆征文州庆征文州庆征文州庆征文州庆征文州庆征文州庆征文州庆征文

网址: http://www.xgll.com.cn（香格里拉网）

本报由迪庆日报彩色印务中心印刷 本报地址：香格里拉市康珠大道208号 邮编：674499 纠错投诉电话：8224019 传真：8289000 记者部：8222759 编辑部：8223550 副刊部：8226346 广告部：8230970 印务中心：8881620 网络部：8881015

秋收过后，大地开始归于宁静，夕阳把最后一
抹阳光洒在山顶上，天气有了一丝凉意，我和几个
同伴背着书包嬉戏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迟迟不愿
归去。

“那是什么？”其中一个同伴忽然惊叫起来，我
们朝他指点的方向望去，一个骡队正朝我们村子
方向走来，远远地看见头骡脖子上栓着大铃铛，

“好像是放电影的”，“放电影的来了，放电影的来
了”。我们各自向自己的家飞奔而去，目的是要把
这一重大消息第一时间里告诉家人，当我喘着粗
气，上气不接下气地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时，我母
亲正提着桶喂猪食。“真呢嘎？”我母亲脸上露出了
惊喜的笑容，那笑容在秋天的傍晚显得格外的好
看。

“你快点吃东西啦，把位子去，晚上看电影
去”母亲催促道，我还哪有心思吃东西，心早已飞
到了放电影的坪坝上，进屋拿了两个洋芋就朝着
村公所跑去。村委会门口早已云集了很多孩子，
他们用石头、木板各自为家人圈地把位子，那些位
子排列有序，界限分明，好像有人专门指挥过一
样，把着位子的孩子们，守在那里，一步也不愿离
开。要是被其他人侵犯，难免会发生一场“战争”，
这一天很多孩子都没有回家吃饭，在期盼与等待
中坚守在那里，等待着天快点黑起来，等待着自己
家人的到来。

放映队在几个热心村民的帮忙下，张罗着放
映前的准备工作，不多时，坪坝上竖起两根碗口粗
的圆木头，挂起了正方形的白色荧幕，白色的银幕
在秋日的傍晚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起风时，荧幕
轻轻地飘动起来，沙沙作响。那时的电影是免费
的 ，由政府公益放映，宣传政策和科普知识，很多
人特别是小孩子一年就只有看上这一回电影了，
别说有多高兴。

太阳终于完全沉在了山后，天渐渐黑下来，劳
累的人们忘记了疲惫，扛着板凳、椅子，穿着军用
大衣、棉衣，有的拖儿带女、有的牵着很少出门的
老人陆续向电影场赶来，小小的坝子上早已是人
山人海。当时村里没有电，电影队发起了柴油发
电机，轰轰作响，那声音并不觉得刺耳，反而像一
首很好听的歌曲，坪坝上亮起了灯，人们看到了久
违的电灯光亮，我在那个光亮中，捕捉到了许多简
单而朴实的脸庞。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胶片上了放映机，熄灯
了，放映队长开始发话了，沸腾的人群突然间鸦雀
无声，一切归于沉寂。放映队长首先是开场白，接
着宣传防火知识，宣讲各种党的政策，讲话时间虽
然只有30分钟左右，但人们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的
漫长，有些调皮的年轻人耐不住性子，打起了口
哨。终于讲话结束了，但还不能进入正片，首先放
映的是科普片，这不能引起人们多大的兴趣，人们
更期待的是接下来的故事片。

终于故事片上映了，当鲜艳的五角星伴着嘹
亮的军歌出现在荧幕上时，全场沸腾了，人们知道
这样的片子绝对是战争故事片，这不仅是大人们
的愿望，更是小孩子们最关注和期待的片子。那
时的片子一般故事情节单一，人物性格分明，好人
眉清目秀，坏人面貌狰狞，一眼可分辨是非，在农
村电影人物说成“我们家的人”和“他家人”，或许
那个年代更是一个爱憎分明，崇尚真、善、美的年
代。很多人虽然看不懂电影故事取材背景，但电
影情节总能打动很多人的心，在电影场不乏有流
泪的人，小孩子虽然不能够完全理解故事情节，在
乎得更多的是战争场面。根据模糊的记忆，后来
我在网上根据故事情节搜索，那晚上放的应该是

《烈火金刚》，荡气回肠的电影情节，在光与影中，
带着人们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电影在人们的内心
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那晚的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当曲终人散，荧幕
上出现大写“完”时，意犹未尽的年轻人高呼“再
来一场”、“再来一场”，当然反映员不会违反放映
纪律而去满足村民的要求。

散场了，上百人散场那是一个很有趣的场面，
不小心踩着脚的，高呼的，孩子哭闹声、欢呼声，
一束束手电筒的光亮，有的人家点起了早已准备
好的火把，人群慢慢地向各自家里走去，剩下的
只有放映员收拾设备，沸腾的村庄沉入了寂静
中，劳累的村民眼前浮现着电影情节，在浮想联
翩中渐渐进入梦乡中，那晚大概很多人的梦与电
影有关吧。

村里有一群人错过了电影，那就是在牛场上
放牧的人，那时候我们村里人几乎不外出务工，
牧业是村里人的主要收入来源，很多年轻人四季
在牧场上。第二天，村里放电影的消息才在各个
牧场上传开了，人们又欢喜又遗憾，欢喜的是他
们可以下牧场来看一场电影，遗憾地是他们错过
了头天晚上的电影。于是，牛场上的人在激动与
期待中会早早地忙完各种牧活，年轻人会拿出自
己平常舍不得穿的衣服，精心地打扮一番，他们
成群结队下山了，他们当中很多年轻人除了看电
影外，还有一个更大的期愿——能遇见自己久别
的心上人。

第二天晚上，看电影的人更多了，小小的坪坝
上人山人海，外村的人都不顾路途遥远跑来看电
影，很多人没有位子干脆把披毡垫在地上盘腿而
坐，全神贯注地盯着银幕。人们的内心跟着电影
的故事情节感动着、激动着、愤怒着、沸腾着，人
们 度了梦一样的两天后，放映队要到其他村去
放映了，人们最关切地会问：“什么时候又来放
映？”人们目送着放映队渐渐离开村里，期待着来
年放映队的归来，村里的很多年轻人不甘心，跑
到十里八村去看早已看过的电影，电影像一块石
头投在了人们平静的心湖，荡起了无限涟漪，成

了人们很长时间内茶余饭后的谈资，
后来，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村里

也有了放电影的个体户，放映院就在他们家的
院子里，不过门口有专门的收票人，起初为 0.25
元每人，后来涨到 0.5 元，每晚放映两场。但是
那个物质高度匮乏的年代，很多家庭还缺茶少
盐，父母亲也不可能每晚上给孩子们看电影的
钱。傍晚时分放映人家把大喇叭里的音乐放得
老高，那音乐回荡在村子的上空，似乎催促着、
召唤着人们去看电影，最难熬的时间莫过于父
母亲不让去看电影的夜晚，我们小孩想象着放
映的场景和电影情节，久久不能入睡。最开心
的事情就是村里有结婚或搬家客等喜事，主人
家除了跳锅庄外，还会包场电影，免费答谢村
人，那是多么幸福开心的事情啊，过年期间，家
里的经济再拮据，父母亲也会让孩子们看上五、
六天晚上的电影。

虽然看电影是一件很奢望的事，但电影给我
们的童年增添了无限的欢乐，从黑白电影到彩色
宽荧幕，从战争片到武打片，《闪闪的红星》、《地
道战》、《花枝稍》、《少林寺》、《白龙剑》、《阮氏三
雄》等影片记忆犹新，故事情节历历在目，永远刻
在了内心最深处。

随着时间的推移，村子里有了几家录像厅，后
来电视进入了各家各户，露天电影终于消失在广
阔的乡村。

居住在城市，每晚看电视成了幼小儿子的专
利品，他手握遥控自由地点击着喜欢看的《奥特
曼》、《超级飞侠》等动画片。看着他全神贯注地
盯着影片，我似乎觉得他目光呆滞，从不流露出
惊喜，为此突然很怜惜他，没有经历过看露天电
影的青涩年代以及影片带来的欢乐。在“一网天
下”的年代，我只要拿起手机或在电脑屏幕上点
击鼠标，就可以轻松地观看各种战争片、武侠片、
好莱坞大片，但那么多年里，其实我没有完完整
整地认真看过一部影片或电视剧。我总觉得现
在的电影或场面宏大内容少，或过于夸张，或过
于矫揉造作，总觉得这些影片好似乎少了什么，
在我的印象中没有一部影视如当年那样感动过
自己，于是回看过去的电影，试图找出小时候的
那些影视记忆，但看的过程中总找不出当初的味
儿。

2016年秋天的某天，我回到了村里，当太阳西
斜的时候，我沿着那个熟悉的小路来到了村里放
电影的坪坝上。村委会早已搬到了其他地方，那
个小小的坪坝早已成了私人宅所，建盖起了漂亮
的新房子。站在那里，秋风习习，物是人非，眼前
又浮现起了小时候看露天电影的那些情景。我
最终明白自己怀想的不是电影本身，怀念的其实
是那些在岁月流失中沉淀消失的、欢乐愉快的无
忧青涩岁月。

郑志强是我1973年9月上高中时的同学，
我们是中甸一中的第二个高中班。班里的同学
除一中本校的初中毕业生外，还有来自其它中
学的初中毕业生。郑志强便是从三中考上高中
的，为此之前我们并不认识。但郑志强到了一
中上学后，他的名字很快就被人记住了，因为那
个时代天天都是讲突出政治，而“郑志强”仨字
和“政治强”同音，所以同学们似乎对他并不陌
生。

那时学校的条件很差，全班男同学都住一
个大宿舍，床铺是按入学先后自行挑选的。不
知道郑志强是不是最后一个报到的，还是他选
择床铺的心理和别人不一样，他的床紧挨着宿
舍门边上，而一进门便能看到他床头上挂着的
一把三弦。那时学校里很多同学都会玩乐器，
但都是些笛子、口琴和二胡之类的，像三弦这样
大个的乐器还不曾见到，所以同学们都在关注
这把三弦，可从开学到放寒假了，见过郑志强玩
其它乐器，却没见他拨弄过这把三弦。

第二年新学期开始了，那时各地都在学习
演唱“陕甘宁边区五首革命民歌”，可学校里没
有专职的音乐老师教授。郑志强得知此事后主
动向班主任请缨，而他确实不负众望，很快让五
首革命民歌在校园中传唱开来，这让同学们不
敢对他小觑。

也就在追逐时尚中，我很想学会音乐简谱，
却又苦于没有基础知识，便主动拜访了郑志
强。起先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我，可后来却又说
要有一个条件。我问他：“什么条件？”他回答：

“帮我买一副三弦上的琴弦。”那时我这才知道
不见他弹奏三弦，是因为那三弦的琴弦早断
了。我问：“多少钱一根琴弦呢？”他说：“琴弦不
卖根，而是卖副。三弦琴弦由高、中、低三根组
成。”我再问：“那多少钱一副琴弦呢？”他回答：

“大概六毛五吧。”听他这话我心里不由一阵酸
楚，因为那时六毛多钱对我来说不是问题，可他
却因买不了琴弦，而一直没弹奏三弦。我说：

“等星期天回家我就给你买来，但你得好好教我
识简谱。”“没问题，我一定教会你。”他高兴地回
答。

很快琴弦买回来了，一曲春风般的乐曲《铁
路修到苗家寨》便从那三弦上拂面开来。循着
悠扬的琴声同学们都围拢而来，大家沉静在美
妙的乐声中。而郑志强不仅能弹奏乐器，还能
边弹边唱，唱出了：“铁路修到苗家寨，青山挂起
银飘带，村村寨寨连北京，红太阳光辉照苗寨
……”的优美歌声。对此有同学们说：“你别叫

‘政治强’了，就叫‘音乐强’多好。”而郑志强却
说：“还叫‘政治强’吧，政治可是第一位的哟。”
闹得大家一阵欢笑，一阵歌声。而就是这副琴
弦，成了我和郑志强的音乐约定。他没有食言，
从“哆来咪”开始耐心地教我学习简谱，从此把
我拽进了音乐的世界。

我没忘记他教我的第一首歌曲是《歌唱咱
们的解放军》，这是当时广播里反复播放的一首
新歌，曲谱虽然简单，但却悦耳动听，我便很快
学会了这首歌的简谱唱法。之后，他怕我习惯
听广播而干扰学习，故意找来了一首还未听到
过的儿歌《小玲玲爱唱北京——地拉那》教我学
习。当时我不解地问他：“你怎么教我学儿歌
呢？”他说：“儿歌乐谱相对简单，等你把简单的
学会了，才能学更深的。”按他的要求，我慢慢能
按照歌单上的数字唱出调了，他很高兴，便又从
新出版的《云南文艺》杂志上，抄录下一首名为

《身背背篓上山来》的歌曲叫我学唱。当我哼过
几遍后能准确唱出曲谱时，他便弹起了三弦为
我伴奏。至此这首“青青高山陡石崖，身背背篓
上山来……”的抒情歌曲，很快在校园里传唱开
来。

一个学年结束了。假期里我买了一把三
弦，可开学都过一周了，却还不见郑志强到来。
后来才从班主任那里得知，郑志强在开学前已

经办理了退学手续，原因是家庭贫困而上不了
学。听这一消息，一种失落感在我心中油然而
生，而我竭力掩饰住心中的不悦，更羞于在同学
面前摆弄三弦，只好在周末悄悄地把三弦带回
到了家中。

此后，我听说郑志强来过一次学校寻找歌
本，那时他是农村文艺宣传队的成员，到州里来
参加文艺汇演。他在舞台上操琴伴奏，还有手
舞足蹈地伴舞。看他那镇定自若地表演，真让
人羡慕。台下的老师对我们说：“郑志强真是个
人才，若让他在学校里当个音乐老师还真绰绰
有余。”当时政策，所有上过中学的城镇户口学
生，离校后都必须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
育”，郑志强虽是退学的，还得到农村当知青。

1975年8月，我高中毕业后和几位同学到了
农村插队落户。过惯了学校生活的我们，劳动
之余总觉得枯燥乏味。于是大家很喜欢凑在一
起，吹拉弹唱上一阵子。而我那时既不会操琴，
也不会吹奏，幸好郑志强教会了我简谱知识，所
以我在知青中还算是“懂音乐的人”。

我们下乡那年，一部新的电影故事片《红
雨》在农村里巡回放映，我们知青便来到大队里
观看这部电影。电影中的主题歌《赤脚医生之
歌》，以优美的旋律、动人的歌词顷刻打动着我
们的心。放映结束后，大家都说想尽快学会这
首歌。也就是为了会唱这首电影歌曲，第二天
收工后，我们一伙知青带上手电和纸笔，步行十
多里路，再到别的村里看这部电影。当时大家
做了分工，由我记录歌谱，其他人记录歌词，要
把这首电影歌曲记下来。这首歌记谱不难，因
为是主题歌，主题音乐多次响起，我便准确记下
了谱子。倒是给记词带来一定难度，因为歌词
在银幕上只出现一遍，尽管每人只记一句词，但
完整的三段歌词，巡回了三次才记下。当天晚
上，我们就整理出这首歌曲，一夜过后，“赤脚医
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
一颗红心暖千家……”的优美歌声就在农村中
传唱开来。歌声让我们知青添了光彩，县文教
局发的简报里还赞许了我们知青。

风吹雨打的农村岁月，青春时代的荡漾歌
声，能让我们忘却劳累的生活，歌声也让我们憧
憬着美好的未来。当我结束三年多的知青生活
时，一起到农村的知青都早于我一年前就回城
工作了，我算是最后走出农村的知青了。可当
我满怀喜悦心情回到县城时，一种失落感却又
油然而生。理想与现实的极度反差，严重挫伤
了我的自尊心。那时我想到过高中同学郑志
强，得知他之前参加工作时也不顺当，因受其父

“历史问题”的影响，他工作单位也不如愿，以后
辗转到了州级中专学校做后勤。我羞于在同学
面前开拖拉机转悠，再则自己没学好乐器，只会

“乱弹琴”，于是便产生了规避音乐的心态，其实
是不愿接受人生舞台上的这一情节。因而不曾
找过郑志强叙旧，久而久之，尽管我适应了现实
的工作，却已经疏远了往日的同学。

以后我经历过多次工作调动，但都无缘于
文化宣传之类的行当。而那让我始终舍弃不了
的音乐，最终还是像幽灵似地缠上了我。于是
我尝试用音乐的感受写作诗歌或散文诗，哪知
这以后一发而不可收。此后，遇上迪庆电视台
正播放着州卫校20周年校庆专题节目，让我欣
喜万分的是，这台节目中优美的团体操《雪莲
颂》是郑志强编排的。由他作词作曲的《迪庆州
卫校校歌》“太阳迎我笑，未来把手招，‘红十字’
凝结着风华英才……”更是以欢快的旋律给了
我启示。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而今我和郑志强都
退休了，当我想再请教他教我乐器时，发现我手
指已不听从音符的使唤了。回首往事，音乐似
乎和我若即若离，我还真回答不出所走过的春
秋是如歌岁月的光阴？还是所经历的时光是曲
如人生的年代……

（一）
塔城戈登小中甸，新旧石器遗址考。①
早在远古汉晋隋，迪庆境内有人烟。
深山处处存古迹，文明星火照幽谷。
灿烂文化蕴沃土，民族精气上青天。
（二）
唐朝贞观八年至，金戈铁马尘飞扬。
吐蕃白浪汉裳蛮，诸族聚居成先祖。②
派兵驻吏治神川，铁桥连通东西城。③
远去马蹄声犹在，藏汉联姻美名扬。④
（三）
雄韬伟略忽必烈，横跨羌塘换新天。⑤
通商立市独克宗，茶马古道增驿站。
糖茶丝绸进藏乡，皮革银器有匠人。
剪刀炉锤铸大成，千年古城放异彩。

（四）
大明太祖朱元璋，初始定都应天府。
十六帝王执国事，二百七十又六年。
木氏进驻羊恼寨，民族家庭添新员。⑥
手工商业汇重镇，人文交融促发展。
（五）
清雍派兵来驻防，高原设立中甸州。⑦
守备千总土把总，承袭区划归云南。
维西中甸阿墩子，州判改立通判制。
岁月沧桑日月城，与世无争桃源境 。
（六）
武昌起义炮声隆，封建王朝被废除。
英雄儿女立新功，辛亥革命载史册。
一九三六桃花开，红军长征过中甸。⑧
红色种子播雪原，万民迎来新曙光。

（七）
一九五零得解放，农奴翻身做主人。⑨
群山众水齐欢唱，迪庆人民感谢党。
社会主义星光道，中华民族复兴路。
各族人民团结紧，心向北京展鸿图。
注：①在香格里拉小中甸和维西塔城戈登村

新旧石器遗址考古证明，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早
期，迪庆境内有人类活动。②即迪庆藏族的先
民。③唐永隆元年（680年），在其宗设神川都督
府，在金沙江上架铁桥，铁桥东西各设东城和西
城。④吐蕃藏王松赞干布迎娶唐朝文成公主。⑤
藏北高原和建塘（迪庆）高原。⑥丽江木氏土司在
羊恼寨（今小中甸）建行宫。⑦指清朝雍正年间的
地方政权设制。⑧迪庆高原桃花盛开的季节。⑨
1950年迪庆全境和平解放。

家乡是哺育我们的地方，我们在这里生息
繁衍，快乐的生活着；家乡是一个与世无争的
地方，是一个淳朴的地方。

我爱家乡，爱她的树木成林，爱她的野花斗
艳，爱她的流水潺潺，但更爱她的人心善良。

对于十年前的家乡，我并没有什么印象，但
家乡近几年的变化是非常显著的。记得五年
前的家乡和现在差远了。那时村里没有水泥
路，每次放学爸爸都是踏着泥泞小路来接我；
那时没车没路，但是日子过得很充实。因为人
们心中坚信：有一天，家乡总会富裕的，定会为
我们开启希望之路。如今，家乡已不再是以前
的那个小村庄了，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各级党
委政府为村里人修好了水泥路，并且安装了路
灯，这条路仿佛是人们的希望之路，增进了人
们的感情，让家乡的人互帮互助，积极乐观，淳
朴善良，也让许多有志向的孩子走出了自己的
家乡，走上了理想的求学之路。来到了香格里
拉这块文化的圣地、旅游的仙境里尽享学习的
乐趣。让我获得了“阅读之星”、“朗读者”的称
号，让我看到了迪庆的发展，家乡的变化。不
仅这样，因为村里怀有一颗努力向上的心。现
在，家家户户都有了自己的交通工具，小洋楼
也建起来了，各具风格。精美的乡村新屋、家
乡的景色让我陶醉！

我爱家乡，我还爱它的麦田片片，爱家乡的
蜻蜓点水，但更爱它的碧绿生机。

听说过去的家乡树木青翠茂密，但后来由

于人们乱砍滥伐，树木倒下了，家乡不再美了，
森林里的小动物也走了。但是后来家乡的人
们渐渐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们开始植树
造林。现在的家乡树木丰茂，在村民的房前屋
后都是果树，等到果子成熟的季节，人们不仅
可以品尝到可口的果实，还可以将果实拿到集
市上卖，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呢！这也让家
乡的人更加富裕。

我爱家乡，还爱家乡的清晨。当我每一次
亲近她的时候，我的心便悄悄地钟情于她。我
常常漫步于乡间的小路上，家乡的清晨总是那
么宁静安详，那是令人向往的的梦里家园！站
在家乡的山顶，俯视着家乡的变化，想象村民
的辛勤劳作，我的心中默默地希望：家乡如此
大的变化，缘于村民们远大的理想，辛勤的劳
作。我要更加努力，等将来有了条件，将我的
家乡建设得更美丽更富饶！

我爱我“善变”的家乡，我为我“善变”的家
乡而自豪！

萦绕心灵的露天电影萦绕心灵的露天电影
●陈义

回 忆 音 乐回 忆 音 乐

“善变”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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