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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湘声声叩心扉
◎季健

走过四季
◎吴有涛

秋风起，柿子红。早晨的红旗巷开始
活泛起来，生煤球炉的烟与叫唤孩子起床
的声音交织一起，给小巷增添人间烟火气。

该起身去学校了，小辉却还趴在窗台
上，眼睛盯着窗外小巷。窗外是一条碎石
路，路面的露水还没有完全干透，碎石缝
隙间的小草已经微微发黄，仍然倔强地挺
直身体，显示它顽强的生命力。

巷子那头传来蹦蹦跳跳的脚步声，一
个女孩的身影出现在小辉的视线里，小辉
紧张地直起腰。女孩一身时下流行的穿
着，浅蓝色大开领列宁装外套，桃红色毛
线衫，藏青色长裤，显得老成、矜持；两条
扎着蝴蝶结的羊角辫随着跳跃的步伐左
右摆动，流露出青春活力与少女娇态。

女孩是小辉的同座同学，是小辉懵懂少
年梦里常常出现的对象，可他从没跟她说过
一句话，甚至没敢抬眼正面看一眼，只有在
她上学路过他窗口时，躲在窗后偷窥几眼。

这会儿，小辉手里攥着一块布团，布团
里有只黄澄澄的柿子，这柿子是对面水仓
巷一户高门大院里的柿子树上掉下来的。

每当秋风响起，柿子熟了，充满阳光
的柔情蜜意，诱惑着人们的视线，更诱惑
着孩子的馋虫。但柿树主人看护得很紧，
不让邻里孩子靠近一步，更别说偷摘一只
了。往往，柿树主人没等柿子发红，就用
钩子将柿子钩下来，带青切成小块，放置
在石臼里捣烂，挤出柿子汁，扣在缸里沤
一年，再拿出来染布。用柿子汁染出的
布，每一块颜色都不一样，却都布满阳光
的味道。

也许是天意，小辉居然在院墙外捡到
一只红艳艳的柿子，可能是鸟啄下来的
吧。他将柿子捧在掌心，红艳艳的颜色让
他联想起肉嘟嘟、红艳艳的嘴唇。他小心
翼翼地把柿子放进口袋，转身回家，去等
待一个霞光明媚的早晨。

蹦蹦跳跳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小辉的
心几乎跳了出来。近了，近了。小辉把手
中的布团往窗外一扔，立刻缩回到窗后。

布团滚了几滚，在一双小巧玲珑的
塑料底布鞋前停住。女孩弯下腰，捡起
布团，好奇地打开，看看四周，眼光停在
面前的窗台上，好像忽然明白了什么，脸
庞立马被柿子映红了。藏在窗后的小辉
从窗帘缝里看到女孩重新裹好布团，迟
疑了一下，珍重地放进书包，心里比吃了
柿子还甜。

女孩有没有吃了那柿子已经不重要，
重要的是，从那一刻起，女孩的心里埋下
了一颗甜蜜的种子。

半个多世纪后，小辉回想起这段青涩
的往事，心里依然甜甜的。

红旗巷已经恢复它原来的名字冯旗
杆巷，西南营与寺街一起，以历史文化街
区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那一幢幢凝固
的诗篇，那斑驳的时光倒影，那散落在各
个角落的记忆，都被重新捡回来。但在小
辉心里，那红艳艳的柿子，那油盐酱醋茶
的味道，那街头巷尾的烟火气，才是最值
得珍藏的人生记忆。

在南通的西北部，有一座被誉
为长寿之乡的诗意小城如皋。它
就像一颗温润的明珠，镶嵌在长江
与黄海交汇的三角洲平原上，不仅
拥有着如诗如画的水乡风光、底蕴
深厚的历史文化，更是莲湘舞这
一独特民间艺术的发源地。

稍上年纪的如皋人，谁不知
道如皋的莲湘舞？谁能忘记那激
动人心的场面？当熟悉的节奏响
起，“踢、哒，踢踢哒哒，踢、哒，踢
踢哒哒……”这声音如同清晨的
第一缕阳光，瞬间点亮了整个城
市。老幼妇孺纷纷从四面八方汇
集到莲湘舞队经过的道路两旁。
一时间，欢笑声、喝彩声与清脆悦
耳的打莲湘声交织在一起，在村
镇乡野久久回荡。

追溯莲湘舞的起源，有一个
令人唏嘘的传说。很久前，如皋
有一位美丽的农家女子，名叫莲
湘。因家境贫寒，她被卖给员外
家为奴。员外见色起意，强纳莲
湘为妾。不久，莲湘为员外生下
一子，却被员外无情地赶出府
门。若干年后，其子科举及第，
衣锦而归，却因家族隐瞒身世，
不知自己的生母正流落街头。
隆冬时节，天降大雪，衣衫褴褛
的莲湘手持一根嵌着铜钱的竹
竿，边敲边唱，沿门乞讨，那悲戚
的歌声倾诉着失子之痛和饥寒
之苦，闻者无不潸然泪下。后人
追怀孤苦无告的莲湘，遂创作出
了这别具风情的莲湘舞，让这段
悲伤的故事以一种独特的艺术形
式流传下来。

作为莲湘舞发源地的如皋，
这里的莲湘舞有着独特魅力。其

舞具由一根或两根一米多长的竹
竿制成，人们精心削去两端部分
外壳，再用若干铜钱穿嵌其间，并
系以彩绸。舞者舞动竹棒，或打
击地面，或碰撞两臂，又或相互对
碰，那清亮而有节奏的音响便随
之响起。随着音响的节拍，舞者
唱出应景捧场的莲湘词，或是流
传民间的小曲，构成了一个有声
有舞、有情有景的立体画面。

莲湘舞尤为注重手、眼、步的
统一，整个舞蹈节奏明快，舞姿多
彩，造型奇特。特别是双棒出场
的“拔棍扭断腰”，舞者们身姿矫
健，动作刚劲有力，竹棒在他们手
中挥舞出一道道凌厉的弧线，其
声激越，舞姿酣畅淋漓，常常将莲
湘舞推向高潮。每到此时，观者
忘情动容，不少人甚至随声唱和，
手舞足蹈，沉浸在这热烈欢快的
氛围之中。

所谓“打莲湘”，实际上以唱为
主，以打为辅。它既可以由“旦、
末”表演莲湘剧，也可在花鼓中出
现。如皋莲湘舞最初为单棒，在历
史的长河中，它不断吸收腰鼓、京
剧亮相等动作技巧，逐步发展成
单、双棒相结合的完整群舞形式。

岁月悠悠，古老质朴的莲湘
舞曾给如皋的市民百姓、乡野之
人带来了无尽的慰藉与欢乐。
1949年2月，如皋县城二次解放
后，如皋师范学校音乐教师杨冰、
马振贤在原有莲湘舞动作的基础
上大胆创新，增加了转打、对打、
朗诵、快板等形式，并进一步发展
了双棒动作，在全校组织起了近
百人的莲湘队伍。此后，但凡遇
到各类庆典、游行，一队队打莲湘

者手持莲湘棒，载歌载舞，成为活
动中最亮丽的风景线，莲湘舞也
因此成为人们赏心悦目的节目之
一，享誉大江南北。

在苏北民间艺苑中，打莲湘
与跳马夫是两支分外艳丽夺目的
奇葩。跳马夫为男性群舞，带有
浓厚的宗教神话色彩，凝重而刚
健；打莲湘则男女皆宜，且更富世
俗的民间风情，活泼而清新。它
似乎更适于表现女性的妩媚和少
年的稚趣。从孩提时起，我的姐
姐常常牵着我的手穿梭在拥挤的
人群中，去街头观看莲湘舞表
演。后来，我的两个姐姐也分别
加入了学校莲湘队。每逢莲湘舞
队伍在街头巡游，我都会睁大眼
睛，在翻飞的彩绸和舞动的莲湘
棒中急切寻找姐姐的身影。当发
现姐姐挥舞着莲湘棒，身姿轻盈
地跳跃、旋转，脸上洋溢着灿烂的
笑容时，我总是兴奋不已，两只手
也不由自主地跟着节奏摆动，嘴
里还不住地欢呼。那一幕幕充满
温情与欢乐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
目，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

如今，每逢春节等重大喜庆
的日子，走在如皋的大街小巷，依
然能看到莲湘舞的身影。它不仅
是一种艺术表演，更是如皋人民
生活的一部分，承载着他们对家
乡的热爱、对传统文化的坚守。
在龙游河畔广袤的土地上，莲湘
舞的节奏依旧明快，新一代如皋
人正踏着这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
节拍，昂首阔步地走向光辉灿烂
的明天，让莲湘舞这颗民间艺术
的瑰宝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耀眼
的光芒。

季节是多彩的
时光是有色的
红，立春的梅
白，大寒的雪
三代人的步履
像时针划过年轮的印记
人影铺成诗行
用韵脚弹奏节气的琴弦

孩子的笑声是惊蛰的雷
劈开了清明
撒下了谷雨
小辫子甩出春分的彩虹
妈妈的臂弯似小暑的溪流
溢出女儿踩碎雨水的童趣
外婆的手掌像夏至的梧桐树叶
托起大暑与蝉鸣的博弈
霜降在外婆的鬓尾

绘就了一幅禾谷成熟的立秋
贴

立冬后，她们衣角沾满寒露
轻轻一抖，落下冬至的小雪

当大寒的月光浸透征途
立春那盏灯又在前面点亮
四季轮回，年复一年
在时空中走成圆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