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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诗词读

“老师，这个转音怎么唱？这

个韵调对吗？”寒假里，面对学生的

提问，吉珍妮经常在网上在线指导

他们学习黎族民歌。

黎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

民歌文化灿若星河、名声在外。

2008年，黎族民歌被列入第二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吉珍妮来自黎乡乐东黎族自

治县，父母是天生的歌者，家中不

时响起美妙的黎族民歌。从小生

活在这样的环境，她对黎族民歌有

着最天然的感情。

“黎歌包罗万象，很多民歌都

是有感而发的。生活中的一切，

都能用歌声来表达，音律古朴粗

犷，曲调悠扬，朗朗上口。”吉珍妮

说。

然而，近些年来，原本口耳相

传的黎族民歌却遭遇传承困境，甚

至面临失传的危险。

上大学时，吉珍妮就开展过

相关调研。她发现，那时，不少

“90后”“00后”黎族孩子已经不

会唱黎族民歌，甚至没听长辈唱

过。这让吉珍妮痛心不已，“如果

无人普及、传承，民族文化该如何

延续？”

2013年，吉珍妮大学毕业后，

来到乐东思源实验高级中学担任

音乐教师。2014年，她组建起学校

第一支黎歌队。

“一个孩子，就代表一份希

望。”吉珍妮不遗余力地在学校里

培养黎族音乐人才。在课堂上，她

结合孩子们的年龄特点，准备有趣

的音乐教学内容，邀请黎族民歌非

遗传承人来校上课，不断拓宽孩子

们的视野。

要保持黎族民歌的原生态特

色，黎歌队演唱歌曲时不配备伴奏

音乐。“刚开始有的学生不太认真，

上了几节课，他们逐渐找到感觉，

越来越爱唱了。”吉珍妮说，可能是

黎族孩子与生俱来的天赋，她稍稍

点拨后，他们的演唱技巧都有所提

升，进步很快。

黎族音乐教师吉珍妮：

田野放歌 美在“思源”

寒假到了，作为从来没有见过
雪的海南“小椰子”，我回到位于吉
林省吉林市的东北老家。一下火
车，我体验到的第一个字就是

“冷”，切实感受到了寒风刺骨的真
正含义。终于见到雪了！我的眼
前是过去一直心心念念的雪，让我
想起了毛主席的词——“北国风
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满地的雪给大地盖上一层厚
厚的棉被。我踩在雪上，发出“嘎
吱、嘎吱”的响声。我不禁好奇地
抓起一把雪，手立刻像被针扎了一
样。我凑近雪，闻了闻，又尝了尝，
原来是无色无味的。我又跟雪来
了一次亲密接触，直接躺在雪中，
再摆上一个大大的“大”字姿势。

经过短暂的休息，我又去了吉
林乌拉冰雪奇幻乐园玩雪上项
目。我体验了雪圈、雪地摩托、爸
爸小时候玩过的抽冰尜（陀螺），真

是不一样的体验。
我最喜欢玩雪圈。一开始，站

在高高的滑梯上，我有点心惊肉
跳。爸爸带我玩了一次，感觉并不
像我想象的那么可怕。我鼓足勇
气，决定自己一个人去玩雪圈。刚
站在滑梯上，我的心脏响得好像敲
鼓一样。我坐上雪圈，安全员推了
一下雪圈，呼啸寒风便从我耳边跑
过，吹得我的脸像被小刀割了一
样。

我玩得很开心，但还是有一点
小遗憾。因为我没有见到雾凇景
观。希望下次回来过年的时候我
能见到。

欢迎大家到我的老家吉林来
玩，让我们一起相约在冬季。

［作者系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
滨海校区二（1）班学生］

有人说，寒假是绚丽多彩的；也
有人说，寒假是趣味十足的。而寒假
里的我，刚刚和古人进行了一场穿越
千年的心灵对话。

立春时节，我最喜欢的一代文豪
——苏轼主题文物展在海南省博物
馆展出。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全家都
很兴奋，恨不得立刻飞去博物馆观
展。爸爸以最快的速度在手机上进
行预约。那一夜，我差点失眠了。

第二天，晨光熹微，我们就来到省
博物馆。刚步入1号厅，一股深邃、厚
重的文学气息扑面而来。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一段解说苏轼一生的文字，寥
寥数语，便将苏轼跌宕起伏的一生勾
勒于纸上。苏轼一生被贬多次，最落
魄之时“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
友，冬无炭、夏无泉”。然而，生活越是
困顿，他的诗词愈显张力。东坡先生
的坚毅让我感动。能够这么近距离地
一睹课本里的诗人真迹、感受诗人的

一生，那种感
觉真是妙不可言。

继续往前走，千年历史画卷清晰
展现。众多书法珍品中，我最喜欢苏
轼的字。他的字风格独特、自由洒脱。

走着走着，我看到一个玉制雕刻
品，仔细一看，原来是苏轼和友人在
赤壁游玩的场景。他们坐在一条小
舟上赏月，旁边还有一个小童在划
桨，这个场景被清代雕刻家雕刻得惟
妙惟肖。这个时候的苏轼已经被贬
黄州，但他似乎丝毫不在意，依旧游
山玩水，并写出了《赤壁赋》这首千古
名篇。

走出省博物馆，阳光灿烂、万里无
云。苏轼的一生，高山景行。他的坚
毅让我感动，他的自由洒脱让我敬佩，
他积极向上的精神更值得我学习！

［作者系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
西海岸校区五（6）班学生，指导教
师：刘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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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五首居儋词

娱情 忆旧 思亲
■ 阮忠

苏东坡晚年北归途中，在江苏镇江的金山
寺写了小诗《自题金山画像》，说自己平生功业在
黄州、惠州、儋州。这话说得委婉，因为三州是他
的流贬地，事功难以具言。但他在三州喜欢写
作，所作诗词文也是他功业的一部分。

东坡词在北宋别开生面，不仅在传统婉约词
风的基础上生出豪放词风，而且无事不可入词，让
本不言志的词从此言志，与言志的诗并驾齐驱。

东坡的“三州词”以黄州词最盛，有60多首；
其次为惠州词，有10余首；再次为儋州词，只有5
首。其中的缘由想来有二：一是当时东坡年事已
高，作词的趣味渐淡，居儋时更好写诗，尤其想在
儋州完成“尽和陶诗”的夙愿；二是他在儋州用心
于“海南三书”（即《书传》《易传》《论语说》）的撰
写与修订，在词的创作上用力甚少。

今传东坡居儋词（又称海南词）共五首：《减
字木兰花·春牛春杖》《减字木兰花·海南奇宝》
《踏青游·改火初晴》《千秋岁·岛边天外》《西江
月·世事一场大梦》。这些词的题材可分为三类：
娱情、忆旧、思友或思亲。

娱情
东坡的娱情词很欢快，最突出的是《减字木

兰花·春牛春杖》：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一作

‘与’）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

卷起杨花似雪花。”
这首词又题作“立春”或“己卯儋耳春词”，作

于元符二年（1099年）。立春正是春耕时节，春
风徐来，春花灿烂，难言的快意寄托在无限的春
风里。东坡身在天涯，浑然不觉是天涯，而儋州
的杨花居然像北方的雪花，比喻中隐约透出他的
怀乡之情。

《减字木兰花·海南奇宝》，词序为“以大琉璃
杯劝王仲翁”。王仲翁是绛州（今山西新绛）人王
公辅，时居儋州城，人称“百岁翁”。好酒却不善
酒的东坡，席间劝酒时填了这首词：

“海南奇宝。铸出团团如栲栳。曾到昆仑。
乞得山头玉女盆。

绛州王老。百岁痴顽推不倒。海口如门。
一派黄流已电奔。”

词中的“海南奇宝”，指喝酒时使用的大琉璃
杯。东坡以神话传说中的玉女石盆比拟大琉璃
杯之大，然后说王仲翁年迈能豪饮，喝起酒来仿
佛是黄河之水奔流入海。东坡戏谑之词，满是娱
情之乐。

忆旧
东坡居儋已是暮年，怀旧是常态，《踏青游·

改火初晴》因怀旧而生：
“改火初晴，绿遍禁池芳草。斗锦绣、火城驰

道。踏青游，拾翠惜，袜罗弓小。莲步袅。腰支
佩兰轻妙。行过上林春好。

今困天涯，何限旧情相恼。念摇落、玉京寒
早。任刘郎、目断蓬山难到。仙梦杳。良宵又过
了。楼台万家清晓。”

这首词上阕描述朝廷宫苑的景象，“上林春
好”以汉武帝的上林苑代指北宋王室的宫苑，春光
和熙时节，王孙仕女出游。下阕说自己困居天涯，
念往昔，旧情萦怀。但是，东坡并不消沉，最后道
出“楼台万家清晓”，增添了未来生活的亮色。

思亲
东坡居儋，因担心连累朋友，少与外界联

系。他的《千秋岁·岛边天外》“次韵少游”，是在
海南唯一的唱和词：

“岛边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泪溅，丹衷
碎。声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一万里，斜阳正
与长安对。

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君命重，臣节
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吾已矣，乘桴且
恁浮于海。”

秦观是苏门弟子，他的词《千秋岁·水边沙
外》诉说自己春寒之际对东坡的殷殷思念，以致

“离别宽衣带”“镜里朱颜改”。东坡的和词，不同
于秦观主要说朋友情谊，主要诉说自己不为朝廷
所用，虽身退却忠心不变。只是“旧学终难改”，
若生不逢时就漂泊江海、独善己身。

东坡在《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写道：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

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

孤光。把盏（一作“酒”）凄然北望。”
这首词的创作时间和地点素有争议。石声

淮、唐玲玲编《东坡乐府编年笺注》，引用清人王
文诰的说法，认为它写于元丰三年（1080年），
寓黄州而思君，并引宋人杨湜《古今词话》为
证。南宋胡仔则在《苕溪渔隐丛话》中疑此词写
于元丰三年，作于钱塘（今杭州），为思念身处睢
阳（今河南商丘）的弟弟苏辙而作。海南苏学研
究专家林冠群在《新编东坡海外集》中认为这首
词作于绍圣四年（1097年），东坡居儋，因思念贬
在雷州的苏辙而作。还有一说认为这首词作于
绍圣二年（1095年），东坡时在惠州。

诸说并行，笔者认为以林冠群说的一南一北
（即一儋州、一雷州），与词中的“北望”最为契
合。这首词伤老而叹孤独。但是，东坡善于从这
种情绪中走出来，让自己的生活重归安宁平和，
所以会在北归前夕，高歌“我本海南民”“兹游奇
绝冠平生”。

东坡居儋词虽少，但它们都具有难以磨灭的
光彩，在东坡《海外集》中占有一席之地。

盘着头发，精致的银饰在头上
明晃晃的，十分耀眼，吉珍妮笑意
盈盈，唱起歌来，像一只百灵鸟。
作为黎族民歌省级非遗传承人，她
说话间，总会情不自禁吟唱几句。

2013年，黎族姑娘吉珍妮来
到乐东思源实验高级中学担任音
乐教师。10余年来，她组建的校园
黎歌队，陆续培养出上百名热爱甚
至精通黎族民歌的学生，让非遗文
化在不断咏唱中得以传承。

在今年1月底举行的全省两会
上，吉珍妮作为省人大代表，在会
场里吟唱了一曲自编黎族民歌，余
音绕梁，惊艳众人，再次引发了人
们对黎族文化和民族音乐教育的
关注。

“仅仅在课堂上教学是远远
不够的。”吉珍妮说，为了不让黎
族民歌的传承止于中学，她还鼓励
学生们把黎族民歌带入自己就读
的高校，让更多年轻人能接触、了
解黎族民歌和黎族文化。

乐东思源实验高级中学学生
叶警考入华侨大学后，在一次军训
拉歌时，凭借一首黎族民歌给同学
们留下深刻印象。他唱歌时，总有
很多同学过来围观，静静地坐在旁
边听。

在大学里，叶警和几位志同
道合的同学组成黎族民歌兴趣爱
好小组，“这些同学之前都没接触
过黎族民歌。我教他们唱歌时，
就用一些汉字谐音帮助他们记住
歌词”。后来，他们排练的民歌节
目，在福建和全国大学生艺术展
演中都获得了佳绩。

在乐东思源实验高级中学里，
吉珍妮还推动学生“传帮带”，让高
年级学生指导低年级学生。“如此一
来，学生们就真正做到了‘知行合
一’，不仅掌握了黎族民歌的唱法，
还有能力将其教授给其他人，将黎
族民歌和文化不断传承下去。”

十余年来，从乐东思源实验高
级中学黎歌队走出去的学生有上
百名，其中有不少学生大学毕业后
又回到乐东，继续“接力”黎族民歌
传承。

“民族文化的传承，要从娃娃
抓起。”吉珍妮认为，非遗教育应该

“沉下去”。未来，她将带着黎族民
歌走进我省更多中小学、幼儿园，

“在教育的潜移默化下，非遗传承
的涓涓细流终将汇成大海，民族文
化将永远焕发生机”。

为了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
吉珍妮还把音乐课堂搬到大自然
中。

这些年，排练黎族民歌《赶鸟
歌》时，吉珍妮带着孩子们走进田
野，砍下一些竹子，再捡来稻草扎
成稻草人。在亲手制作演唱活动
道具的过程中，学生们更深刻体会
到黎族民歌的质朴之美。

“2014年，我们的《赶鸟歌》参
加第三届海南省青少年校外活动
中心文艺展演，获得了声乐类第一
名！”吉珍妮激动地说。她更想不
到的是，接下来的第二年、第三年
……连续好多年，他们都斩获了省
里多项文艺比赛一等奖。2019年，
德国一个合唱节主办方向他们发
来演出邀请函。但是，由于疫情防
控，他们未能前行。

这些成绩，让孩子们进一步感
受到了黎族民歌的魅力。

“最初，黎歌队里只有5名学
生。”吉珍妮回忆道。后来，每年开学
时，都有学生主动“缠”上她，“老师，
我爱上黎歌了，我想向您学唱歌”。

“在黎歌队唱歌，比我们平时
上的音乐课更好玩。”乐东思源实
验高级中学学生邢然说。他回家
后，会把在学校里学到的黎族民歌
唱给父母听，父母连声称赞“很好
懂，很好听”。

在吉珍妮看来，学生们不仅要
在学校学习语数外等学科知识，还
要接触书本外的优秀文化，这样才
能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黎歌队
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增
强自信心的舞台。

刘坤是学校第一届黎歌队队
员。加入黎歌队前，他没有登台演
出的经历。“一开始很不自信，我真
的能唱吗？”刘坤还记得自己第一
次当众演唱时的情景，“嘴巴紧张
得都抽筋了”。

“大胆唱！”在吉珍妮的不断鼓
励和引导下，刘坤越唱越好，曾多
次作为主唱登上舞台。“加入黎歌
队，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更重要
的是我变得越来越阳光、越来越自
信了。”刘坤说。

““我的寒假我的寒假””征稿选登征稿选登
投稿信箱：3507581896@qq.com

■ 本报记者 邱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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