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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天气久冷放
晴，艳阳高照，春色无
边，正好爬山登高。

沿着城边永灵山石
阶步道且行且观，沿途
登山者络绎不绝，呼朋
引伴，好不热闹。登山
队伍中最多的是家长带
娃爬山。大人、小孩的
手机似乎被雄伟壮阔的
大山和明媚春光所屏
蔽，平时不离手的手机
也换成花花草草、枝丫
棍棒，看到小孩疯劲和
快乐，才能真正理解到
什么是出笼的小鸟，他
们眼里有春光。我想这
就是大自然的神奇力
量，什么手机网瘾、忧郁

焦虑，家长、孩子的对抗情绪，在大自然的美好
面前和亲密接触下，什么都能治愈。

登山步道后程全是社会热心人士自发修
建，石板、碎石块简单铺就，距离很长，且岔道
多条，迂回包抄，给人更多风景。

登山途中，偶遇朋友和几个孩子，大家正好
同行。开始，因为和孩子不熟悉，孩子们也略有
拘谨，随后就一路叽叽喳喳、蹦蹦跳跳，像极了
正在争抢暖树的小鸟，快乐在空气中传播。

今年初春的天气一直阴冷，山林间仍旧
残留着冬天气息，野草枯黄，落叶满地。阳光
穿过树枝，洒在马尾松、杉树的枯枝黄叶上，
光影斑驳间，让林间小道别有一番野趣之美。

一路登山，天空不时有鸟儿迅疾掠过，不
远的树丛中也有小动物窸窸窣窣活动的声
响，却不给我们看清楚它们是什么，它们才是
这里真正的主人，我们是造访者。

孩子们活泼可爱，其中一个是朋友的孩子，
所以对她也格外关注一些。她开朗活泼，小眼
镜下透着机敏。林间小道上，她扒开厚厚的松
针、枯叶，我问她找什么，她笑嘻嘻地说找蕨
菜。问她找到没，她说没有，语气中有失望。我
说你打个记号，再过一周又来看看，就会有了。

她扶了眼镜，瞪大眼睛说：真的？那我下
周还来找。

我逗她：周末你不玩手机啊？下次还有
空来？

她讪笑着说：玩，平时家里又不让我玩，
周末就想玩下。

我说你周末要玩手机的话，那满山长出的蕨
菜就白长了，你都看不到蕨菜破土而出的样子。

她沉默了一会，似乎是在和自己斗争。最
后还是坚定地说：我下周还来，看蕨菜生长的样
子。末了还补充说，以后周末有时间我也来。

我说刚刚你扒开树叶没看到蕨菜，还看
到什么不。她摇摇头，笑着说还有黑黄的泥
巴，还有几棵小草。我说你眼里只有蕨菜，其
实蕨菜已在泥巴里开始悄悄地生长了，小草
也是蕨菜的朋友，你只喜欢蕨菜不喜欢蕨菜
的朋友，小草会很失望的。

她被我的话逗笑了，连说都喜欢、都喜欢。
充足的阳光下天地更为通透，视野将远山

拉近，极目远眺，眼尖的孩子们能清楚看到藏在
远山里的野花，远方风景变得触手可及，与常说
的“山不来见我，我便去见山”形成反差，原来，
山也是可以随心而动的。与薄雾轻曼、云山雾
罩的山景相比，我更喜欢这种毫无保留的山景，
豪迈而坦荡。山道两旁，红叶石楠树没有刻意
修剪，参差不齐，高低相间，虽是人工栽种，但却
劲道十足，没有整齐划一的呆板和拘谨，有种野
蛮的原始生机。新叶老叶相互夹杂，新绿旧墨
中写满季节的更迭，展示着春天的蓬勃力量。

我对孩子们说，不要小看这树，这可是号
称天下第一景观树，高的矮的都有，是我们国
家应用最为广泛的景观植物。孩子们好奇地
掏出电话手表就去拍照识别，但是没识别
出。我用手机搜出红叶石楠，给她们科普了
一下这树。孩子们记不记得住不重要，起码
这个过程是有探索欲望的，我始终认为培养
点探索意识比记住几个知识点更重要。

一路欣赏着周围的风景，边走边聊，讨论
着各种话题。我随口称赞了孩子们热爱大自
然，探索未知的良好习惯，她们脸上洋溢着满
满的自豪。每个孩子心中都有明灯，但是更
多时候，我们是以我们的认知和传统观念熄
灭了孩子心中的明灯。

下得山来，没有一个孩子说累，也没有大
人们絮絮叨叨地说着坚持就是胜利的大道
理。让孩子置身其中，山中的风景，要自己去
看；脚下的路，终要自己去走，自己体会克服困
难后的成就感和愉悦感，胜过很多无效说教。

人是自然的人，从钢筋水泥混凝土的世
界里走进山里的时候，人的状态是放松而舒
畅的，尤其是孩子。去大山里呼吸新鲜的空
气，去听虫鸣鸟叫，看各种花草树木，那些不
能用言语表达的美感，才是家长带给孩子最
宝贵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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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小城乌尔姆的春天来得晚，四月的风
还带着几分寒意。

站在女儿家的窗前，眺望远处，阿尔卑斯山
在云雾中若隐若现。触景生情，我不禁想起女
儿小的时候，总爱趴在我肩头，指着窗外的云朵
问：“爸爸，山的那边是什么呀？”

那时，我怎么也想不到，多年后，她会翻过
那么多座山，漂过那么宽的海，来到万里之外的
异国他乡工作和生活。

回首往昔，女儿十五岁那年，便远赴省城读
高中，踏上逐梦的漫漫长路。

临走那天，她背着塞满书本的旧书包，站在
车站朝我们挥手，阳光把她单薄的影子拉得很
长，我的眼眶不禁湿润了。

那是她第一次离开家，也是我第一次体会
到什么叫“揪心”。

后来，她远渡重洋奔赴德国留学，地图上那遥
不可及的距离，在无数个无眠的夜晚无限拉长。

我守着手机，盼着那跨越时差、跨越重洋的
平安消息，脑海中浮现的是她在异国街头迷茫问
路的模样，是她埋首图书馆、与孤灯相伴的身影。

后来，女儿不负所望，以优异成绩学成回
国，顺利进入华为——那家承载着无数国人骄
傲与梦想的顶级企业。

看着她身着干练的职业装，自信飞扬的模
样，往昔那如影随形的担忧瞬间烟消云散，化作
了欣慰的泪花。

三年职场磨砺，她不仅事业有成，荣获“最
佳新员工”称号，还收获了美满的婚姻。

女婿是她在斯图加特大学留学的同窗，也
是在知识海洋里乘风破浪的青年才俊。此刻，

女婿仍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距离虽远，两颗心
却紧紧相依。

为了爱情和家庭，去年女儿毅然辞去国内
令人羡慕的优厚工作，再度踏上德国那片熟悉
又陌生的土地，应聘到了一家叫 TDK-Micronas
的科技公司工作。

从此，我们与女儿的距离又变得遥远起来。
两年的分离，思念如疯长的藤蔓，在心底肆

意蔓延。无数次，我站在女儿的房间门口，看着
她小时候的照片，回忆着过往的点点滴滴。

终于，在女儿的邀请下，我和老伴飞越重
洋，踏上了这场期盼已久的探亲之旅。

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漫长而又期待。当飞
机缓缓降落在慕尼黑，我的心既激动又紧张。
走出机场，远远地就看到了女儿和女婿的身影。

女儿穿着一套浅灰色运动套装，笑容灿烂，
和记忆中那个小女孩的模样渐渐重合。女婿则
站在她身旁，热情地向我们挥手。

异国的风拂过面庞，暖意如春，血浓于水的
亲情在空气中静静流淌。那一刻，所有的思念
和牵挂都化作了泪水。

在德国的这段日子，每一天都充满了温馨
与感动。

我们一家四口一起做饭，面包的香气、咖啡
的醇香，弥漫在整个房间里，温馨而又幸福。女
儿还是和小时一样，喜欢下厨，她做的每一道菜
都色香味俱全，让人垂涎欲滴。

我们一起逛街，漫步在德国的街头巷尾，感
受着异国的风情。

她指着哥特式钟楼，向我们讲述其沉淀百年的
厚重历史；她驻足红砖墙老建筑前，细说这里从旧时

邮局到网红咖啡馆的时代变迁；她停在叮咚作响的
喷泉边，绘声绘色说起那段流传已久的浪漫传说。

那神色，就像小时候我牵着她的手，带她认
识这个世界一样。时光悄然流转，当年那个懵
懂的孩童，如今已能带我领略世界的万千精彩，
用她的视角，为我打开一扇全新的窗口。

我们一起逛超市，女儿亲昵地挽着我的胳
膊，像回到小时拉着我逛集市的模样。

穿梭在摆满异国商品的货架间，她用流利
的德语与店员交谈，精心挑选各种物品。女婿
则在一旁耐心讲解德国商品的特色，偶尔穿插
几句德语逗乐大家。

那一刻，我望着他们，心中满是岁月静好的
安然。亲情在他们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语间静
静流淌，在充满烟火气的日常里悄然升温。

休息日，我们一起去春游。
多瑙河畔，微风轻拂，波光粼粼。我们沿着

河岸漫步，欣赏着两岸的美景。远处的城堡若
隐若现，宛如童话中的世界。我们坐在河边的
草地上，听女儿讲述她在德国的生活趣事，阳光
洒在身上，温暖而又惬意。

我想，这大概就是幸福的模样吧，一家人在
一起，简简单单，却充满了无尽的温暖与爱意。

春日里，女儿女婿还带我们参加了同学野
炊聚会。

阳光暖暖地洒在斯图加特郊外的草地上，
樱花树轻轻摇曳，粉色花瓣随风飘落。女儿拉
着我们的手，不断向同学介绍：“这是我爸妈，特
意从国内来看我。”

为了这次聚会，女儿可下足了功夫。她特
意跑去亚洲超市，买了花椒、藤椒油等调料，又

挑了新鲜鸡肉和蔬菜。回家后一头扎进厨房，
切鸡肉、煮配菜、调汤汁，捣鼓了大半夜。

野炊时，她端出一大盆钵钵鸡，红亮的汤汁
里泡着鲜嫩的鸡肉、脆爽的藕片，勾得人直咽口
水。同学们尝了一口，眼睛都亮了，不停地说

“绝了！”“这手艺能开店了！”
听到这此起彼伏的赞叹声，我忽然想起，她

小时候，总爱系着小围裙在厨房捣鼓，如今这个
曾经的小丫头，早已成了留学圈里人人称赞的

“美食能手”。
昨天，是女儿的生日。一大早，老伴就系着

围裙在厨房忙活开了。她一边忙碌，一边念叨
着，虽然在国外，闺女的生日也要热热闹闹过。
不多时，厨房里便飘出阵阵饭菜的香气，那是家
的味道在空气中弥漫。

这时，女婿笑盈盈地捧出一个精美的蛋糕，
女儿亲手插上蜡烛，火苗“噗”地蹿起来，暖烘烘
的光一下把整个屋子都点亮了。

熟悉的生日歌旋律缓缓响起，轻快而温情，
仿佛是岁月酿就的佳酿。女儿缓缓闭上双眼，
虔诚许愿，跳动的烛光温柔地映照着她的脸庞。

“许好愿啦！”不一会儿，女儿慢慢睁开眼
睛，眼眶微微泛红，声音带着明显的哽咽，一旁
的女婿见状，立刻温柔地揽住她的肩膀。

我也忍不住童心大发，调皮地用手指蘸起奶
油，轻轻抹上女儿的额头。当指尖触碰到她脸颊
的那一刻，我的心猛地一颤，那个曾经总爱躲在
我身后，需要我百般呵护的小女孩，如今已长成
遮风挡雨的参天大树了，而岁月的痕迹也悄然爬
上了我的脸庞，不知不觉间，已将我的鬓角染白。

此刻，夜色已深，乌尔姆的街道渐渐安静下
来。我坐在女儿家的窗前，看着窗外闪烁的灯
火，内心满是温暖与满足。

探亲的日子还在继续，我不知道未来还会
有多少这样相聚的时光，但我会将这些美好的
回忆深深铭记在心底。也许有一天，当我再次
回忆起这段在德国的日子，依然会被这份浓浓
的亲情所温暖。

跨 越 重 洋 的 团 聚
居所三迁孟母称，精忠一刺报国门。
截发筵宾封坛退，粗茶淡饭守节贞。
荻杆作笔沙作纸，颜尊如兰礼如伦。
千古贤后孝庄立，满门忠烈百岁征。

母爱如山

“村超”
蹴鞠竞技争高下，红蓝拼抢炫头功。
小城美名响四海，大地劲吹和谐风。

“村BA”
苗岭台盘一夜红，竞技篮球氛围浓。
拼抢不为争第一，健体强身乐无穷。

“村T”
T 台原是赛美地，盛世不缺走台人。
农人农具齐上阵，享誉海外妇孺认。

“村歌”
开嗓自始即能唱，农事闲忙歌绕梁。
侗歌响彻海内外，苗山侗水美名扬。

为“村”字牌叫好

五矗杰阁，千家侗寨，花桥流水田园。
童叟成群，朝耘地夜织棉。
大歌神韵来天外，稻鱼香，极尽清欢。
最和谐，身在桃源，乐在天然。

销魂更待黄昏后，渐星寥月满，风软云闲。
如此良宵，肯将分付孤眠。
行歌坐夜缠绵会，闹鼓楼，歌女弦男。
遇知音，未竟衷情，斜月依山。

高阳台 肇兴侗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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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人民在黔东南地区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
族文化，嘎百福便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作为苗
族口头传统的重要载体，嘎百福不仅是一种娱乐形
式，而且是苗族历史、伦理、审美观念的集中体现。

一、嘎百福《搬出大山幸福来》的当代演绎
（一）传统基因的赓续。嘎百福《搬出大山幸福

来》是黔东南州戏剧曲艺影视家协会近年来创作的
嘎百福经典作品之一，主要以凯里市易地扶贫搬迁
为背景，讲述苗族妇女杨美一家人符合易地扶贫搬
迁政策，从农村搬迁到城市，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
区办厂带领乡亲脱贫致富的故事。该剧以散文体的
说白推进情节，以五言韵文强化抒情，形成叙事张力
的节奏性起伏。如“男甲”的唱段：“老家虽说在山
里，毕竟住了几代人/好不容易修了房，故土不舍又
难离”，以质朴语言传递移民群体的复杂心绪。演员
通过声腔转换塑造不同人物，如“女甲”既扮演杨美，
又以旁白者身份串联剧情，体现嘎百福“说唱一体”
的表演特征。在传统嘎百福“说古唱今”的框架内，
创作者植入了易地扶贫搬迁的当代叙事，完成了从

“祭祀艺术”到“民生艺术”的范式转换。
（二）形式创新的美学。嘎百福《搬出大山幸福

来》的韵散结构呼应着苗族迁徙的历史节奏——散
文叙述如长途跋涉的艰辛，韵文演唱则如在新家园
安顿的喜悦。四角色配置暗合苗族“四方”宇宙观，
男甲女甲的冲突线代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男乙女
乙的合唱部则象征社区共识，突破了传统嘎百福

“智者—民众”的二元结构。
（三）叙事程式的转码。与传统嘎百福“溯

源—受难—解救”的固定套路不同，该剧开创
“困境—抉择—成长”的新叙事模型。一是政策
线，通过杨美之口，将易地搬迁、技能培训、产业
扶持等政策具象化为“安置房结实宽敞”“政务
大厅一站式服务”等细节，使抽象政策转化为可
感知的生活场景。二是情感线，杨美与张志祥
的夫妻矛盾，折射出搬迁群众“离乡”与“留根”
的心理冲突。剧中“男女平等当一回家”的台
词，巧妙融入性别平等议题，赋予传统叙事现代
意识。剧中“死脑筋”丈夫的塑造颇具深意，看
似保守的角色实际承担着文化缓冲器的功能。

“树挪死”在原语境指代迁徙风险，剧中通过女
甲的唱词延伸出“挪活要靠电商直播”的新解。
最具突破性的是对“家”概念的重新定义。传统

唱本中“九代同堂”的吊脚楼意象，被置换为“三
室两厅”的安置房空间叙事。

二、从文化标本到社会触媒
（一）产业融合的“双螺旋”模型。嘎百福

《搬出大山幸福来》在黔东南地区引发的连锁反
应构成独特的“艺术—经济”双螺旋结构。截至
2024年底，以该剧目为蓝本发展的“非遗工坊”
已孵化出17个衍生品牌，形成“前店后厂”的新
型业态，有的品牌还在‘村超’‘村 BA’‘村 T’上
展示。杨美带动社区移民群众近 200 人就业，
人均年收入增加约1.5万元。

（二）传承机制的量子跃迁。“双语传承人”计
划开创了人才培养新范式，要求学员同时掌握苗
语唱腔编码和数据分析，开发的“嘎百福数字基
因库”，运用机器学习技术对传统唱腔进行解构
重组，已生成符合年轻审美的21种新唱腔变体。

三、黔东南曲艺突破
（一）类型学意义上的突围实验。在黔东南

多元文化共生带中，嘎百福《搬出大山幸福来》
呈现出独特的“跨界态”。时间维度上，该剧创
造性地压缩了传统嘎百福“三天三夜”的展演时
长，采用“15 分钟单元模块”（调查显示现代观
众注意力集中阈值为17分钟）。每个模块包含
完整的“起承转合”，如剧中“搬迁争议—培训创
业—订单高潮”三幕剧结构，实则是三个独立成
篇又环环相扣的叙事模块，“碎片化完整性”与
当今短视频的传播逻辑不谋而合。

（二）当代转型的范式突破。“杨美原型”的
跟踪调查揭示出惊人数据：其现实人物在凯里
市上马石移民社区带动形成的“文艺—产业”复
合体，使家庭年收入从搬迁前 1.2 万元增至 5.8
万元，艺术赋能的经济转化率达到 1:4.3，远超
普通产业扶贫项目。

四、主题深度与社会价值
（一）共同体意识的叙事建构。叙事策略与

脱贫攻坚中“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的现实逻辑
形成互文，构建了超越血缘的地域性共同体想
象。当苗绣车间成为多民族协作的文化生产
场，当订单网络串联起不同村寨的发展诉求，文
化认同的边界被重新界定。

（二）性别维度的赋能实践。杨美从家庭主
妇到厂长的蜕变轨迹，勾勒出乡村振兴中女性
主体的觉醒轨迹。在“乡村振兴巾帼行动”的政
策框架下，缝纫机成为打破性别桎梏的生产工
具，厂房取代了火塘成为新的社交空间，隐喻着
传统性别角色的解构。

苗族嘎百福《搬出大山幸
福来》的艺术实践，证明非遗
曲艺完全可以在现代语境中
焕发新生。该剧的成功实践
揭示出文化传承的深层规律：
真正有效的保护不是将传统
供奉在神龛里，而是让它持续
参与当代社会进程。

嘎百福《搬出大山幸福来》的艺术多维解析

春风初起时，通往羊排的山道便浸
在馥郁里。各色山花沿着蜿蜒的小径铺
陈开来，远望去，恍若将缀满星辰的夜空
揉碎了，洒落在苗岭褶皱间。黛青色的
村落宛如古老的磨盘，静静镶嵌在层峦
叠嶂中，连时光的脚步都不自觉放缓。
村庄四周，油菜花如金色的潮水漫溢，在
春光里翻涌，将天地染成一片璀璨。风
似通晓万物的灵者，轻轻掠过山野，吹散
了残冬的雪意，唤醒沉睡的草木。于是，
巍峨的苗岭大地，便在这温柔的吹拂中，
一寸寸褪去寒色，重焕生机。

我与羊排的缘分，始于赴黔东南州
丹寨县参与乡村振兴驻村帮扶工作。这
方天地，是山水浸润的世外桃源，亦是承
载着厚重历史的少数民族传统村落。苗
语中，羊排意为“做活路不会累”，虽仅辖
1 个自然寨、3 个村民小组，却聚居着百余
户近千苗族后人。

漫步羊排古寨中央，马家大院群、马
家公馆与马家银库等古建筑巍然矗立。
秀美的花窗上，阴阳鱼仿佛仍在流转，诉
说着往昔的繁华；坚硬的马头墙上，梅花
孔密布，阳光穿过，在幽深的院落里洒下
斑驳光影，暖意氤氲。

入春后，云上丹寨烟雨朦胧，龙泉苗
岭褪去冬日的蜡黄，渐渐泛起嫩绿。田
野间，金灿灿的油菜花簇拥着村庄，羊
排的村民们披着蓑衣，踏入田间，开始
翻土备耕。稻田那头，耕农悠长的吆喝
声穿透山谷，在云雾间回荡。古寨里，
层层叠叠的木楼依山势而建，一阶阶向
半山腰延伸，修长的吊脚楼悬于青石巷
尽头，宛如一首立体的诗。羊排自古便
是交通要冲，寨头那座圆柱形碉堡，历
经岁月侵蚀，墙体爬满青苔，杂草丛生，
累累弹痕诉说着曾经的烽火岁月。它如
忠诚的卫士，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暖
阳倾洒时，羊排仿若蒙上一层柔光。俊
俏的苗家姑娘和媳妇儿们，倚坐在吊脚
木楼二层的闺房外，细语呢喃，时而笑
声朗朗，时而静默无声，仿佛在编织着
独属于她们的温柔故事。苗家女子擅蜡
染、精刺绣，家家户户的美人靠上，晾晒
着五彩斑斓的染布条与绣片，风起时，
它们轻轻翻卷，灵动之姿胜过草原上的
经幡。

丹寨籍著名苗族作家韦文扬先生曾
对我说：“羊排，就该是这样的美，才对得
起它的厚重。”与韦先生多年的忘年之
交，情谊深厚。寻访羊排的路上，他镶铁
的拐杖敲击青石山道，那细碎的声响，如
古老的音符，飘落在马家大院幽深的角
落，久久萦绕心间，成了我记忆中难以磨
灭的回响。

寻访羊排

□ 李田清

□ 杨胜章

□ 刘燕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