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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迷山歌
抄录歌书歌单成瘾

最早关于山歌的记忆，李荣弟说是
在童年时代。那时，乡下人虽然穷，但
精神愉快，动不动就唱山歌、对山歌。

最开始，他觉得十分好奇，常常问
父母，“你们唱的啥子呀？”由于他当时
年龄尚小，父母一时半会儿给他说不清
楚，也没理会他。但李荣弟对山歌的好
奇心却与日俱增。“我没读过多少书，因
为家里穷休学早，十五六岁时就回农村
务农。”李荣弟坦言。在那个年代，李荣
弟和乡亲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
生活，艰辛而快乐。

李荣弟回忆，每当到了万籁俱寂的
夜晚，他都要在柴桌上放一张小石板，
点燃从山林里松树上摘来的“松苞”（松
果），在微弱亮光下，把能找到的、借到
的山歌歌书或歌单，当作半饥饿状态下
的精神食粮，看了一遍又一遍。但这根
本满足不了他，他又跑去找会唱山歌的
邻家大爷大叔学唱山歌，吼上几曲。为
了记得更牢靠，他将歌词一字一句地记
在小本本上。

自娱自乐
“背老二”编唱山歌

李荣弟家有六姊妹，和父母挤在3
间窄小的五柱土墙房里，家庭条件十分

艰难。
“我才学干农活时，每天只能挣2.5

分的工分，既饱不了肚子，更撑不了腰
包，经济上的困难是现在莫法想象的
……等过年时，我们几姊妹轮流等妈扯
三四尺白布，用染膏漂色后缝新衣。”回
忆起以往的困难生活，原本开朗乐观的
李荣弟表情沉重。他告诉记者，是生活
的“苦”把他推向了“背老二”的行列。

刚开始时，他和一帮大哥大叔把大
竹河的农产品背到万源，一个来回要走
150多公里山路。几个“背老二”兄弟
为了自娱自乐，一路唱山歌解乏。后
来，为了不至于“单面放空”，他们背货
物进城后，又托人找关系为本地供销社
往回背“工业百货”，每50公斤50公里
路5块多钱，还要交12%的管理费。“我
当时只有十八九岁，只能背50公斤重
的货物，后来逐渐增加到60公斤、75公
斤。那些大哥大叔们劳力好，一次就可
以背两三百斤重，一个来回可以挣30
多块钱……”

下苦力期间，李荣弟特别能吃，一
顿能吃0.5公斤包谷籽儿，吃饱喝足后
就编唱山歌。虽然大家五音不全，唱腔
各异，但发自内心的激情使得歌声铿锵
洪亮。

后继乏人
担心山歌被时光掩埋

改革开放前的万源，大部分乡村信
息闭塞，交通不便，农民在瘠薄的土地
上弯腰劳作，编唱山歌是他们怡情养
性、宣泄表达的重要方式。山歌也以其
真切、质朴、易唱易学的地域文化特点，

口口相传。
“正月是新春，搬家上老林，山又高

来路不平，冤家害死人；二月百花开，洋
芋还未栽，情郎急切来帮忙，气都还在
喘；三月清明早，洋芋要吃饱。留郎吃
饭莫啥吃，把郎怠慢了……”应记者之
邀，李荣弟唱了一首《洋芋歌》。以前的
万源农村，由于生产条件十分艰苦，洋
芋是主粮之一，这首山歌唱出了农民上
山开荒种洋芋，从播种、管理到收获的
全过程，唱出了山里人生活的艰辛、苦
涩和快乐，以及十二个月的生活状态。

山歌诞生于大山，是山里人生活的
真实写照，全面地反映了山里人的心灵
世界。其内容涉及乡村生活生产、时令
节气、人情往来、农家婚恋、尊老爱幼
等，所涉题材几乎包罗山民生活的方方
面面。比如，人们在行路、砍柴、放牧、
割草劳作时或民间歌会上，为了自娱自
乐，都可以唱节奏自由、旋律悠长的山
歌。就歌词而言，有的略显粗俗，有的
诙谐幽默，有的大气豪迈。

地处偏远乡村的山里人对山歌都
十分喜欢，尤其是出生在上个世纪五六
十年代的人。“我们年轻的时候唱山歌
的瘾很大，那时记性好反应也快，能一
边唱一边想词儿，几乎看到啥就编啥唱
……”沉默良久，李荣弟表达出了他的
担心，“现在的年轻人觉得山歌‘俗’，根
本不愿意学。其实山歌也可以随着时
代的发展，赋予它‘雅’的内涵。”

都说“山歌好比春江水”，我们不难
看出李荣弟“水断流”的担忧。李荣弟
真心希望“泛黄”的山歌作为一种独特
的文化现象，不会被时光掩埋。

“山歌王子”李荣弟：唱出心中喜与乐

□沈宏 特约记者 黄晓宇
摄影报道

“会唱歌来一脸笑，不会唱歌心也焦
……”说来也巧，走拢李荣弟家门口，他
刚从建筑工地回来，正唱一口山歌。

近花甲之年的李荣弟在万源市大竹
镇钟楼坪村生活了几十年，拿他的话说，

“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和乡亲们这块‘巴掌
大’的地方”。由于受父辈的影响，他从
小耳濡目染，对山歌情有独钟。

梁启超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
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是祖国的未
来，也是不断推动社会发展的希望，而从小
培养他们的创新发明意识显得尤为重要。

今年11岁的陈俊延就是其中的代表
之一。一年前，尚读通川区第一小学四年
级的他见使用的卷笔刀都是手动的，经常
容易断芯。“能不能做个电动的卷笔刀，通
过匀速转动解决断芯的问题？”这个想法当
即让陈俊延乐坏了。

可怎么做呢？从未想过“发明”的陈俊
延怀揣不安向父母请教。在得到父亲的肯
定后，小俊延充满了信心，和父亲一道准备
做电动卷笔刀原材料：小型小动机、蓄电
池、电路板、轴承杆、电源连接线……

由于是第一次做，小俊延动作难免笨
拙，但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及无数的实验
后，一个全新的电动卷笔刀终于诞生了！

“只要将待削铅笔插入卷笔筒内，按下开关
就可以了，削的铅笔又快又好。”小俊延抑
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小发明”终于问世了，接下来的事情
让小俊延更是兴奋。学校科技小实验家社
团指导老师陈正权知道后，准备将其推荐
到市少年科学院参评。在老师的帮助下，
小俊延又完成了近5000字的论文写作。
后来，该作品又被推荐到省及全国参评，最
终受到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的接见及答辩，他个人也被评为“中国少年
科学院预备小院士”。

“别认为这些小孩想法简单，他们是很
有天赋的。”通川区第一小学副校长李本华
说，学校除组建了科技实践基地外，还有机
器人、飞叠杯、科幻画、DV影响工作室等
多个社团。2008年以来先后培养小实验
家3人，小院士1人、预备院士2人、研究员
4人；机器人及创意设计和创意闯关项目，
先后有20多人获全国机器人竞赛一等奖，
100多人获全省一等奖，并在2010、2011年
代表大陆参加在台湾举行的两岸三地仿生
机器人总决赛，获得金牌。

同样被评为“预备小院士”的王浩儒发
明的是日晷。日晷指的是人类古代利用日
影测得时刻的一种计时仪器，又称日规。
这种利用日晷计时的方法是人类在天文计
时领域的重大发明。至今，随着科技的发
展，日晷的计时方式被各类钟表所替代。
小浩儒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复原古人的发
明并创新用于日常生活中？经过数月的资
料收集和实验，一个小巧的计时器诞生了。

当然，来自这些小发明家的小发明、小
制作远不止这些，门类也很多。李本华介
绍，这既有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如安全蚊香
盒、安全信封、粮食分类器等，还有纯科技
创新领域的地震报警器、太阳能风车等，均
在全国、省、市中获奖。

今年10岁的王雯宜告诉记者，加入社
团活动前她动手能力特差，连如何拧螺丝
都不会，进入社团活动后，动手能力变强
了，学习的积极性也更高了，“因为从中学
会了团队合作，也很有成就感。”

瞧，这些“小发明家”
□本报记者 李道全 摄影报道

李荣弟一边拔草一边唱山歌

太阳能风车

带耳朵的干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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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泥创作大赛

薛智文、陈俊延、王浩儒
参加全国小院士交流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