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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自治区第十三次
党代会精神，如何将音乐创作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不断与时俱进、丰富创新，如何在
音乐作品中体现中国人民强烈的文化自信和文
化自觉？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这是必须思考的
问题。

文化艺术是民族精神的“脊梁”，新时代文艺
工作者更肩负着“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
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和自
治区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都对如何做好文化艺
术工作做出了决策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的优秀作品”。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会强调，要

“打造文化兴盛沃土”“努力建设新时代文化
强区”。

国家、自治区对文化艺术事业给予高度重
视，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笔者倍感振奋、备受鼓
舞。特别是前段时间，宁夏在第十六届精神文明
建设“五个一工程”评奖中有 4 部作品获奖，取得
了骄人成绩，充分说明小省区也能做出大精品。
作为音乐工作者，最重要的是要用作品说话。推

出更多讲好宁夏故事、展示宁夏形象的精品力
作，我们义不容辞。

2019年全区重点文艺作品奖励扶持项目，由
刘新圈作词、笔者作曲并演唱的歌曲《看大戏》，
将传统艺术秦腔与现代流行音乐完美融合，将秦
腔铜锤花脸、秦腔旦角唱法与说唱结合，加上独
特的高亢激昂的方言唱腔，更是直击人心。民族
打击乐、古筝、板胡等民族乐器，与电声乐队碰撞
出黄土摇滚的悲凉和沧桑，地域特色鲜明突出，
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又适应了时代潮流，
是一首有温度、有力度、创意十足、特色鲜明、赋
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时代内涵的精品力作，旨
在弘扬传统艺术，致敬历史文化，讲好中国故
事。歌曲一经推出，受到各方关注，荣获中国当
代歌曲创作精品工程——“听见中国听见你”
2020年度优秀歌曲；荣获中国文联、中国音协“百
年征程·时代华章”群众最喜爱的一百首歌曲；荣
获第十九届群星奖宁夏回族自治区一等奖。笔
者也多次受邀参加 CCTV-17 农业农村频道

《2021 全国农民新年音乐会》及 CCTV-11 戏曲频
道《一鸣惊人》等央视及地方卫视的节目。

近期，笔者又创作完成了由刘建飞作词、笔

者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六盘春官送福来》。春官
词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一种民间口头创作的
歌谣，类似七绝，通常为四句七言，以方言形式表
现，说词合辙押韵、通俗易懂，乡土气息浓郁，具
有独特的民间艺术风格。常以比喻、拟人、夸张
等不同的修辞方式和幽默诙谐的段子给老百姓
送上新春祝福，并承载礼仪道德、社会公德、家庭
美德、个人信德等教化育人的知识。2020年，“六
盘山区春官送福”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扩展项目名录。歌曲《六盘春官
送福来》将“六盘山区春官送福”这一国家级非遗
文化与流行音乐相结合，主要表现宁夏人民迈向
幸福新生活所展现出的精神面貌和取得的巨大
成就。风格方面，春官词抑扬顿挫、铿锵有力，与
摇滚音乐风格高度契合，两者结合带来新奇、震
撼的听觉体验。创作方面，歌曲以宁夏民间音乐
调式及秦陇语系（关中西府话）为基础，现代西洋
创作技法及流行音乐的编曲配器，融入非遗文化
六盘春官说唱议程、秦腔、山歌、眉户等丰富的西
北音乐元素制作而成，节奏逐步推进，最终让听
众达到激情澎湃、热血沸腾的状态。配器中运用
西北民族乐器，如：唢呐、板胡、古筝、中国大鼓等

表现当地音乐文化特色。主题方面，这首歌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描绘黄土高原上的当
地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奋力推进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等战略目标，表现了“眼前一亮天地宽”的积
极生活态度。这首歌将流行元素与民间艺术进
行融合，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并爱上传统
文化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让古老非遗展
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在当代社会获得更为广泛的
关注。

我们的故乡宁夏有深厚的音乐历史文化底
蕴，经过几代音乐人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探寻实
践，如今的宁夏本土原创音乐已经形成区别于其
他地区音乐文化的特色，音乐人不断用旋律诠释
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聆听宁夏本土音乐能深深
感受到大漠长河、塞上江南的多彩风光和朴实厚
重、宁夏人热情豪爽的性格。这些厚重又丰富多
彩的民间历史音乐文化值得每一位宁夏原创音
乐人去重视、挖掘、梳理和传承。恪守这样的美
学宗旨，深深扎根于民间文化传统是每一位音乐
工作者的责任，我们将坚定不移用音乐弘扬我们
的民间传统文化。

作者简介：周建军，固原一中音乐教师，唱作人。

恪守民间传统音乐文化的美学宗旨
□ 周建军

翠柳青青遍凤城。斜飞双紫燕、剪
枝型。遥思去岁碧湖亭。轻挥泪、折柳
送君行。

离别倍思兄。俊郎常入梦、眼含
情。传书鸿雁寄心声。春风至，喜鹊报
归程。

小重山·春归
□ 马利明

当微风吹开记忆的闸门，
我又回到那万山丛中，
白云缭绕在峰顶，
苍鹰翱翔在天空，
岩羊在山涧跳跃，
马鹿在林中穿行。
山花绽放在初春的雪中，
柳莺鸣唱在夏日的夜空。
那苍翠欲滴的云杉林，
秋风起时松涛阵阵。

当高德展开中国的地形，
俯瞰状如奔马的贺兰山，
连阴山挽昆仑，
隆起在蒙古高原。
高耸的脊梁造就了宁夏平原，
坚实的胸膛蕴藏着丰富的矿产。
抬望眼，
你与黄河依恋，
山河无恙，
谱写着壮歌一篇。

魂系贺兰山
□ 陈学锋

肯定有一个人是没有安睡的
和我一样
就这样看着天上的月亮

谁能说人间的一切虚空或虚无
星辰是星辰，灯光是灯光

没有隐藏身形的东西
或飞翔，或奔跑，或安静地坐着

我只求像一缕月光
住进一个人的眼睛里
没有任何的疼痛

从来处来，到去处去
我想起春天的花朵和蝴蝶
该摇曳的摇曳
该舞蹈的舞蹈

正月十五的晚上
□ 王凤国

如果说唐诗是浩
瀚星空闪耀的群星，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
夜》则格外璀璨夺目，
是孤篇冠全唐的千古
绝唱。

《春江花月夜》是
歌行体的乐府长诗，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极具韵律美、意境美，
以景抒情，构思玄妙，
思念悠长，值得慢慢
品读。不同的年龄
段，不同的阅历，能读
出不同的感受。

初读唐诗三百首
中的《春江花月夜》时，
年少的我拍案叫绝。
每当看到天空一轮明
月，会情不自禁地吟诵
这首诗，仿佛自己就是
那个江畔月下之人。

品读《春江花月
夜》中的经典名句：

“江畔何人初见月？
江月何年初照人”，会
看到江畔有月、天上
有月、人仰明月、月俯
照人，人和月构成微
妙的对衬，然而，何时
有月，又何时有人？
是盘古开天就有月，
是何时江畔有人？又
是谁发现了月？诗人
以辗转连珠、循序渐
进的手法描写，读起
来颇有环环相扣的
妙趣。诗作从江月
美景的平缓自然中，
引出月下之人无尽的
遐想。

诵读《春江花月
夜》，感受到的是一种
浑然天成的画面美和
情景美。全诗以“无
我”的精妙构思相统
领，使每个读此诗作
的人，似乎都成了那
个月下的“我”，可谓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我们也可以把全诗每四句分为一幅
小图画来欣赏，这样算下来，共有九幅，每
一幅画的意境既相互关联，又各不相同，
每幅小图画都有不同的美感。诗，为画增
添意境之美；画，为诗增添情景之美。

年龄渐长，再仔细品读《春江花月
夜》，我发现，这部诗作颇有诗经中《蒹葭》
的风采：“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
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
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萋萋，白露未
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
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两
首作品在构思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因而我
推理作者在创作《春江花月夜》时汲取了
《蒹葭》的灵感，并且在此基础上有自己的
创新。苏东坡创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
有？把酒问青天……”这首名作时，也许
也从《春江花月夜》中获取了一点灵感。

而立之年后，再细品《春江花月夜》中
的句子“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
人？”又会有不同的感想。江畔之人、天上
之月、人与月，它们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
系似乎更深了一层。不由想到朱熹“问渠
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精妙；
亦可用苏东坡“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
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
山中”辩证的思维方法来鉴赏，会发现《春
江花月夜》中蕴含着不同层次的审美：诗
与哲学的审美，诗与艺术的审美，诗与生
活的审美；同时，也能感受到王之涣“欲穷
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豁然开朗。

而今年迈，再次细品《春江花月夜》全
诗和经典名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
年初照人”“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
月轮”的美景时，又有不一样的感悟，感觉
这首诗作颇有王维“深林人不知，明月来
相照”“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禅意，
字里行间散发着自足与了悟。

《春江花月夜》值得一生反复品读，
读得多了，便能读出一种“源头之美”，
无论在什么年纪，这首诗的美好，都在
我们心里。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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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典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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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月
夜
》

□

蔺

圆

我的家乡在西海固大山褶皱里。那里是典
型的黄土丘陵沟壑地貌，土质多为黄沙土和红
土，保湿性较差，而且气候极度干旱，年平均降
水量不足蒸发量的五分之一。曾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吃水问题一直是困扰着乡人们的大难
题。村口崖下流着一股细小的清泉，但却是咸
水，由于含碱量过高，十分的苦涩，驴骡喝完都
直摇头。

记得小时候，村里人吃水主要依靠水窖，但是
因为水泥价格及运输成本较高，人们太过贫穷，即
便是劳力充沛，也没有能力多打一眼水窖。所以
一户人家仅有一个水窖，甚至有些两三户共用一
个。其中，少数农户还使用着先辈遗留下来的红

胶泥老窖。
因为技术落后，打建的水窖大都比较窄，而且

也不够深，储水量十分有限。窖水主要来源于雨
水和冰雪，仅能供各家饮用和做饭。而洗衣服和
牲畜饮水都得从村口的咸水泉眼挑担。雨水丰沛
之年，各家的水窖能够盛得满一些。但如果遇上
旱灾之年，很多人只能从咸水泉眼里挑担一些苦
水，与窖水一起掺着食用。

为了解决吃水问题，乡亲们冬天还会收集一
些积雪倒进水窖。但如果是个缺雨少雪之年，只
能另辟蹊径，跑到河里打取一些冰块，用架子车拉
运回来，倒进水窖里慢慢融化。

记得读小学的时候，县里推广修建抗旱水

窖——混凝土盖碗水窖。政府提供水泥、钢筋、铅
丝和窖盖等物资，并给予技术指导。乡人们只需
出劳力，分别按照技术指导一步步完成扶贫水窖
的打建任务。可以说，修建盖碗水窖的政策让山
区百姓得到了巨大实惠，每家每户都挖建了一眼
容积很大的水窖。只要夏季雨水丰盛，只要冬季
大雪纷飞，储水不再成问题。吃水困难一下子得
到了大缓解。

再后来，人们的经济条件渐渐变好，自己有能
力挖建更多的水窖，每家的大、小型水窖达到了两
至三个。在雨水丰盛的年份，不但吃喝用水不愁，
而且洗衣、拖地、牲畜用水也足够，甚至连浇菜园
子也能供给一些。

“十三五”时期，随着脱贫攻坚“五通”政策的
大力实施，户户通自来水被全县列为头号民生实
事来抓，通过建设宁夏中南部城乡饮水安全水源
工程，将由固海灌渠流入海原县南坪水库的黄河
水扬送到县城高位蓄水池，引入全县自来水管。
家乡人多年的心愿终于如愿以偿，家家户户都通
上了自来水。这个曾经让农村人羡慕不已的自来
水，已经通到了各家厨房。

这几年村里又迎来了福音。中部干旱带海原
县西安供水水源工程开工建设，通过建设 4级扬
水泵站将固海扬水七干渠里的黄河水提级扬送到
这块被江河遗忘的山区高地。不久的明天，宝贵
的黄河水将会涌入家乡的良田。

人们常说“共产党好，黄河水甜”。这些年来，
党始终把为民办实事、谋福祉作为奋斗目标，实行
了一系列惠民政策，让这股“涌动的清泉”长流不
止，不断浸润和滋养着百姓，让大家过上了幸福美
满的好日子。

清 水 涌 动 的 幸 福
□ 马 欢

退休后我就占领了家里的厨房阵地，每天
吃什么、怎么吃我说了算，时常照着网上的方
法、视频学着做些美食。昨天在超市买了牛
肉，按照网上视频，做了卤牛肉，每一个步骤都
严格按要求操作，晚饭时凉切了一碟牛肉片让
老公品尝。

老公看到碟子里的牛肉片，有些不相信，“这
是你卤的牛肉？竟然能切成这么薄的片？跟餐
厅做的一样。”我得意地点点头，让他尝尝味道。
他夹起一片放进嘴里，嚼了几下，“这牛肉真香，
切成薄片都不用多嚼，有入口即化的感觉。你这

水平确实提高了一大截呀！”他边夸边大口吃着，
我也兴致十足地吃着。

过了一会儿，他有些哽咽地说：“唉，要是父
母还在，他们吃到这样的牛肉，一定很高兴……”
我看着他红红的眼眶，沉默了。

我们的父母都已经去世。父母健在的时候，
我们都忙工作，忙着带孩子。我们自以为对父母
还是很尽心的，只要下班回家，我们都尽力去做
家务。当时年轻，我们吃得香的东西，父母咬不
动、嚼不烂，我们怪他们不好好用假牙。这时，公
公会发脾气，而婆婆总是笑笑说，人老了就是牙

口不好了。
四位老人中婆婆是最后一位离开我们的。

那时正是新冠疫情流行时期，婆婆因基础病复
发，病情加重去世。这样的离开让我们难以接
受，至今仍时时思念。

这思念融入生活的点点滴滴里，节日时更加
强烈，每逢节假日吃饭时没有了要请上座的老
人，我们心里感到失落，觉得父母在时有很多事
情没做好，很遗憾。

也许这就是生活，愿我们能在平凡的生活中
感受到平凡的快乐。

点点滴滴的思念
□ 王 建

春光 （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