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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晚饭花每到日暮时，就露出了红
扑扑的笑脸，带着淡淡的香，给略显冷清的
小屋增添了几分生机。

去年，妻子从外面捡回一粒晚饭花籽，
随意把它埋进一个废弃的花盆里，想起时给
它浇点水。它随意地长着，我平素也没有留
意它。倏忽间，它蓊蓊郁郁长满了一大盆，
开了无数朵像小喇叭一样的红花，着实令我
惊喜。它疯了一样地长，不断地开花不断地
结籽。由于屋里有暖气，花一直开到了冬
天。它开得太盛了，家里阳台又小，妻子嫌
晾衣服碍事，便把它连根拔了出来。

没想到遗落在花盆里的花籽，今年又在
我家生根发芽了。管它呢，它愿开就开吧，
反正又不需要太多的精力去管。晚饭花，在
我老家叫打碗花，房前屋后到处都有它的身
影，蓬蓬勃勃一堆一堆地开着。

七月份，好友森说他闺女过几天要来，
参加某区卫生防疫站的招聘考试。我听了
特别高兴，他闺女若考上了，说不定以后要
落户石家庄了，我又多了一位亲人。这样想
着，我的心里便如吃了蜜一般。

森与我早在初二时就认识了。这三十
多年来，无论我身在何处，我俩的交往从没
中断过，早已成了人生知己。人生旅程已过
半，身边有多少朋友走着走着就散了。我在
胡张上学时，记不清有多少次吃住在他家，
他母亲与他从没嫌弃过，有啥吃啥，我从不
客气。住校时也粘在一起，形影不离，总感
觉与他有说不完的话。

后来，他结婚了，我还是经常去他家。
女主人由他母亲换成了他媳妇，对我的热情
丝毫不减。那时，他闺女与儿子还小，去邻
村上小学，姐姐驮着弟弟。他闺女八九岁的
样子，一脸稚气。

那年正月我去森家串门。他闺女还有
几个月就高考了。我在他家的半天时间，她
一直在另一间小屋安静地学习。森夫妻在
炒菜，不免有锅碗瓢盆的碰撞声，我们不断
地说着话，她始终不受我们的影响，依然认
真地学习。就是吃饭，也是匆匆吃几口，便
又去了那间屋。

张家有女初长成。他闺女好像在不经
意间就长成了大姑娘。她第一次来我家是

七月份。我的工作很平常，却总是在忙，很
少有时间陪她。她来时我妻子去高铁站接
她。来我家没住两天，又去市里一家培训机
构学习了五六天。

她来我家时特意带来了老家特产——
馉圈。我一推开门就闻到了一种亲切的气
味——花椒叶的香。老家人烙饼或烤馉圈
时喜欢把切碎的花椒叶掺进去。馉圈是故
乡的味道，是日思夜想的味道。我一年多
没吃过了，这下可以美美地解馋了。

我依然是上午走下午回，每天与她待在
一块的时间不多。但我每次见她，她都在学
习，不是在背题，就是在翻资料。她刻苦学
习的样子令我感动。在这个人人离不开手
机的时代，她竟然能沉下心来，把每分每秒
用在学习上，太少见了。她有自己的目标，
始终不离不弃。看她埋首苦读，我有一种预
感，她肯定能考上。

次日清晨，妻子与她五点半起床，打车
去了考试地点。妻子也佩服这孩子的学习
劲头，不住地夸她。离考试还有几分钟了，
她排在长长的队伍里，别人在说话，她低头
在背题。

她考完后要回老家，妻子又把她送到火
车 站 。 妻 子 始 终 在 关 注 着 孩 子 的 考 试 成
绩。今天中午，妻子告诉我孩子考上了。我
听到消息后很开心。孩子的努力终于有了
回报。我相信越努力越幸运！

吃了饭，我习惯性地走到阳台，看着这
盛开的晚饭花，夜是安静的，花也安静地开
着，遂想起了好友的闺女。

晚饭花
■■谷树一谷树一

记得那是一个冬日的早上，我到一所
乡村小学进行为期一周的作文辅导。第一
次辅导时，当我走进三年级教室，一眼就
看到一个穿得脏兮兮的小男孩窝在墙角的
座位上，那没洗干净的脸上流露着自惭形
秽的神色，目光闪闪躲躲、游移不定。看
到 他 ， 我 不 由 自 主 地 想 起 自 己 苦 难 的 童
年，当时我心头一震，觉得应当为他做点
什么。在讲解中，我向他投以热情而鼓励
的目光，我知道他在用心听讲，因为我看
到 了 他 与 我 的 眼 神 交 流 。 开 始 作 文 练 习
时，我走到他跟前，抚摸着他的头，关切
地说：“这位同学，你身体不舒服吗？”说
着就把他扶了一下，他没有吭声。但是身
体不由得坐正了。我充满怜爱地注视着眼
前 这 个 学 生 ， 看 到 他 用 手 抠 着 蓬 乱 的 头
发，面上显出作难的神色。显然没有要动
笔的意思。于是我亲切地问他：“有困难
吧？写不下去，是吗？”他惶惑地看着我，
低下头，用手搓着衣角，没有吭声。我接
着说：“你能根据老师讲的内容先说说你的
想法吗？”他看样子想说不，可是又不好意

思，嘴唇抖动了几下，最后努力地挤出两
个字说：“好吧。”刚开始他声音很小，说
话结结巴巴，后来越来越流畅。他说完之
后，我点点头，说：“不错嘛！”然后又根
据他选的素材，耐心地给他做了指点，之
后我说：“我们一起试着写下来，好吗？”
只见他眼里闪过一道亮光，咧嘴一笑，好
像脑洞大开，很快地抓笔写了起来……

第二天，我在校园里碰到他的时候，
看见他发生了一些变化：他的头发看上去
平服整齐多了，脸蛋也洗得干干净净。他
看见我，嘴张了张，似乎想问好，又害羞
地低下头。我笑问：“作文难不难？”他抬
起头，看着我，小声说：“不难。”我鼓励
他说：“你只要努力写，就一定会越写越好
的。”他高兴地点点头，依依不舍地走了，
在快要进教室的时候，还特意回头望了我
一眼，脸上漾起明亮的笑容。

后来，我向一个老师了解这个学生的
情况，那老师说，他家境贫寒，再加上父
母 都 在 外 地 打 工 ， 家 里 没 人 管 教 。 在 班
上 ， 因 为 性 格 孤 僻 ， 同 学 们 也 不 多 和 他

玩。了解到这些情况，我心里有一种说不
出的滋味，只觉得有责任从精神上多关爱
这个学生。没想到在我后来辅导的几篇作
文中，他一篇比一篇写得好。他的代课老师
发现，他上课能专心听讲了，作业写得越来
越工整了，并且和同学也能打成一片了。老
师非常惊讶，忍不住对我说：“这娃怎么一下
就变了，不管是从外表形象还是学习态度上
就像换了个人。”我更没想到，在我辅导的第
五天上午，我从村里吃过早饭返回房间，他
竟在凛冽的寒风里守候在我的房门口，手里
捧着一枚剥开皮的橘子，非让我吃不可。我
看着他清瘦的脸，明白他更需要这橘子的滋
养，可看着他眼睛里流露的诚恳的神色，我
又怎么忍心拂逆了孩子的心意？我剥下一
瓣，余下的留给他。我慢慢地咀嚼着那瓣橘
子，不禁心头发热，眼里发潮，鼻根发酸。这
哪里是在咀嚼橘子，分明是在咀嚼孩子那纯
真而朴实的感情啊！此时，我深深地被感动
着，同时也意识到一个教师肩头担子的沉
重，面对这样的学生，教师不尽心尽力地去
辅导，能对得起他们吗？一个教师如果能对
特殊群体的学生多一点关爱，也许就可以
改变他们的人生，成就他们的梦想。

当晚，我在日记里深有感触地写了这
样 一 段 话 ： 如 果 说 一 个 教 师 对 学 生 的 情
感，是一轮太阳的话，那么，她燃烧的热
能，就是教师高尚的道德、神圣的使命、
不可推卸的责任与担当！就算自然界的太
阳，尚有照不到的阴暗角落的话，教师情
感太阳的照耀，绝不能遗留任何角落！

一 枚 剥 开 皮 的 橘 子
■■郝全亮郝全亮

有“中国西部歌王”之称的王洛宾
先生的歌曲，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甚
至大多数人都会哼上几句，如：《达坂
城的姑娘》《半个月亮爬上来》《康定情
歌》《在那遥远的地方》《阿拉木汗》《掀
起你的盖头来》《玛依拉》等。先生创
作或改编的众多优秀音乐作品，被人
们传唱了几十年而经久不衰，有些还
传唱到了国外。然而，王洛宾先生与
我们运城的一段情缘，可能了解的人
就不多了。

王 洛 宾 先 生 一 生 可 谓 是 命 运 多
舛，经历波折，他曾因莫须有的“共党
嫌疑”罪名被国民党特务抓捕入狱 4
年；也曾在特殊年代里蒙受不白之冤
达十多年，但无论身处顺境或逆境之
中 ，唯 一 不 改 的 是 他 的 音 乐 创 作 初
心。即使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他仍能
创作出十余首囚歌来。

一首《大豆谣》，与河东儿女有了
不解情缘。

今年已 85 岁高龄的康杰中学退
休教师罗力立，是革命烈士的后代。
她父亲罗云鹏是黑龙江人，早年参加
革命，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后，被
分配到陕北公学工作，1938 年初被中
央派往兰州任中共甘肃工委副书记。
她的母亲樊桂英是安邑人，西安助产
学校毕业后留在学校附属产院工作。
1938 年，住院产妇刘群先介绍她到陕
西泾阳安吴堡青训班学习，其间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学习结束后，被组织
派往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化名张英。
报到后被分到甘肃工委所属妇委会，
由此与罗云鹏相遇并一起工作。组织
上为掩护罗云鹏身份和工作需要，经
谢觉哉提议并与夫人王定国牵线介
绍，张英与罗云鹏结为夫妻。1939 年
9 月 17 日，他们的爱情结晶——一个
可爱的女儿降生了，父亲为她取名“罗
俐丽”，寓意聪明美丽。（后来，父亲在
狱中给她改名罗力立，寓意长大后挺
立有力量）。然而当小力立出生不到
8 个月的时候，厄运突然降临。1940
年 6 月 6 日，甘肃工委遭到破坏，罗云
鹏与正在他家开会的两位省委同志一
起被国民党警察局抓捕，第二天，张英
和 8个月大的女儿也被抓捕了。

因为当时还处在国共两党合作时期，国民党为掩
盖其罪恶行径，数次转移，最终把他们关在兰州李家
湾东侧一处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设立的“特种政治犯
看守所”，俗称“沙沟秘密监狱”。在这里，他们偶遇了
因莫须有的“共党嫌疑”罪名关押的王洛宾先生。

沙沟监狱的牢房分大号和小号，所谓“小号”，即
是在一个大牢房里隔出 12 个“牢笼”，排成两排，一边
为单号：1、3、5、7、9、11；一边为双号：2、4、6、8、10、
12。罗力立母女关在 6 号牢笼里，王洛宾关在对面 5
号牢笼里。转移到沙沟监狱时，罗力立已两岁了，是
监狱里唯一一个可以活动稍自由一点的“小囚犯”。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小力立长得身小头大，狱友们都
亲切地唤她“大头”。力立从小就活泼可爱，常常从牢
笼递饭的小窗口里爬进爬出，深得众狱友喜爱。住在
对面 5 号牢笼里的王洛宾更是对小力立疼爱有加，经
常把她叫过去，教她唱歌、跳舞，小力立学会了不少歌
曲和新疆舞。狱友们还教她识了不少字，26 个英文
字母她都能记下来。可恶的狱警不许她称呼狱友“叔
叔”“阿姨”，聪明的力立就用英文字母来叫他们，她叫
王洛宾为“W”。

8 个月大就进了监狱牢房的小力立，从认知世界
开始，面对的就是一群衣衫褴褛而意志坚定的“囚犯”
和面目狰狞穷凶极恶的国民党特务、狱警。吃的方面
就更谈不上了，狱警曾因她是小孩，以不是“囚犯”为
理由克扣了她的口粮，是父亲带领狱友们绝食斗争后
才给她争得了吃饭的权利。一日放风时，力立从墙角
里捡到几粒蚕豆，尝过后，高兴地跑到放风的狱友和
王洛宾跟前，问他们“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好吃？”在大
家答出“巧克力”“馒头”“红烧肉”等时，这些都是小力
立从没见过的，她一边摇头一边着急地把藏在口袋里
的东西掏出来高高举着，神气地说“是大豆”。母亲听
到后转身掉下了心酸的眼泪，王洛宾听了也是心潮起
伏、感慨万千。回到牢房随即一边哼唱，一边记写，创
作了一首儿歌《大豆谣》：

蚕豆秆，低又低，
结出的大豆铁身体。
力力对囚徒夸大豆，
世界上吃的数第一，
世界上吃的数第一。

小力力，笑眯眯，
妈妈转身泪如雨。
街头上叫卖糖板栗，
牢房里大豆也稀奇，
牢房里大豆也稀奇。

小力力，有志气，
妈妈的哭声莫忘记。
长大冲出铁大门，
全世界大豆属于你，
全世界大豆属于你。
这首儿歌在监狱里传唱了许久，并教会了小力

立，激励罗力立受益终生。
1944 年，王洛宾被保释出狱，去了青海。
罗力立母女在 1946 年 2 月 22 日罗云鹏被国民党

杀害后，也获释出狱。按照罗云鹏临刑前的遗愿，本
是要“回家”到延安去，无奈当时国民党军队正在疯狂
围剿延安，难以成行，辗转两年后，她们回到了已经是
解放区的运城老家。

从此王洛宾与罗力立母女天各一方，失去了联
系，但彼此都在关注着对方。

1994 年 3 月 10 日，年逾 80 岁的王洛宾和电影《往
事歌谣》摄制组一行来到运城，专程看望他当年的小
狱友罗力立。在运城康杰中学教师宿舍里，王洛宾和
年过半百时已退休的罗力立时隔 50 年后再次相见
了。他们相拥而泣，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大豆谣》。此
行，王洛宾还特意给罗力立带来一包大豆，他们一边
吃着大豆，一边回忆着监狱里的往事。遗憾的是，当时
罗力立年过 80 的母亲樊桂英中风失语，瘫痪在床，已
认不出人来。当王洛宾俯下身子告诉她“我是王洛宾，
住在 5 号，您和力立的对门”。瞬间的记忆闸门一下子

被打开了，已失语多年的樊桂英突然放
声大哭起来。这里也许是勾起了她对丈
夫罗云鹏和诸多同事的思念；也许有对
当年的难友王洛宾时隔数十年来看望她
的感动；也许包含了对她一生坎坷经历
的感伤。

在罗力立夫妇的陪伴下，王洛宾游
览了解州关帝庙，第二天返回西北途经
西安古城时，又专程看望了罗力立在西
安工作的女儿罗兰，向她讲述了外祖父
罗云鹏在监狱里英勇斗争的事迹，勉励
她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努力工作。

一曲《风陵渡的歌声》，原来早已与
运城结缘。

今年以来，我们市延安精神研究会
与景雪变工作室合作，以罗力立老师讲
述的亲身经历故事为原型，携手编创红
色革命题材蒲剧《大豆谣》。因为剧中要
用到王洛宾的 《大豆谣》 原创歌曲，在
罗力立老师介绍下，我与王洛宾的儿子
王海成先生取得了联系。王先生对运城
把 《大豆谣》 搬上蒲剧戏曲舞台表示大
力支持，回复说，“宣传红色文化是我们
共 同 的 责 任 。 如 果 有 需 要 我 一 定 相
助”。随后，又通过微信给我发来了“中
国著名音乐家王洛宾艺术年表”“王洛宾
和他的囚歌《大豆谣》”“王洛宾和他的

《风陵渡的歌声》”等珍贵文史资料。
由 此 我 才 了 解 到 早 在 抗 战 初 期 ，

王洛宾先生就与我们运城结缘，到过风
陵渡，且有一段战斗经历，为抗战事业作
出过贡献，同时还创作出了一曲《风陵渡
的歌声》。

根据王海成先生的记述：1937 年
冬天，王洛宾跟随丁玲领导的八路军

“西北战地服务团”从临汾前线转移到
风陵渡，他和战友们在这里参加了搬运
物资、转运伤员的工作。风陵渡黄河渡
口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一处战略要
地，它的北岸是山西的风陵渡，南岸是
陕西的潼关。当时黄河上没有桥，两岸
来往的人员和抗战物资全靠木船来摆
渡。这里每天都有从前线上撤下来的伤
兵从风陵渡过河，再送到潼关野战医院
去救治。王洛宾和战友们每天都忙碌在
渡船上，他们把前线撤下来的伤兵装船
转运到潼关。再把前线急需的炮弹和手
榴弹从南岸装船转运到风陵渡。

那些在黄河激流中来回摆渡的木
船，还要冒着被日本飞机的轰炸和扫射
的危险，它们随时都会被炸弹击中，造成

船毁人亡。王洛宾作为一名爱国文艺战士，他虽然没
有真刀真枪地上过战场，却在黄河风陵渡经历了生与
死的考验。

他用歌曲记录了风陵渡的抗战历史，用潼关老腔
的旋律为英勇无畏的黄河船工谱写了一首抗日战歌

《风陵渡的歌声》：
哎咳，哎咳哟/我们是为了来抗战哪/咳哟！
大家齐上肩哪/搬运手榴弹哪！
伙伴们莫偷懒哪/咳哟！咳哟！
掌好你的舵呀/拉紧了你的帆呀/咳哟！
我们是为了来抗战哪/咳哟！
大家多流汗哪/我们是为了来抗战/咳哟！
大家多流汗哪/哎咳，哎咳哟！
1993 年，王洛宾应邀前往台湾讲学。一天傍晚，

他在台北公园散步，遇到了一位同样满头白发的老
人。闲谈中，才知道老人是一名退伍的国民党老兵，
当年曾在山西娘子关抗击过日寇，后来他的腹部受伤
才撤下火线，经风陵渡过黄河，到潼关后方医院疗过
伤。王洛宾当时恰在风陵渡帮助运送过伤兵。一说
到风陵渡，两个素不相识的人聊得热火朝天，王洛宾
激动地说：“老弟，如此说来，也许当年我还背过你
呢！”退伍老兵也笑着说：“我刚刚还在想呢，当时背我
的是不是你这白胡子老汉呀？哈哈……”

为这次两个抗日老兵的邂逅，王洛宾写了一首短
诗《两岸》：

半个世纪之前
在黄河两岸
我曾背运过伤员
头上敌机
脚下狂澜
心中只是想
让亲人提早进入医院
多少白天
多少夜晚
从潼关划到风陵渡
从风陵渡再到潼关
从来未感到黄河还有两岸
今天
漫步台北公园
一位拄杖的老人
走过来搭讪
说他年轻时
据守过娘子关
挂彩了才退下火线
我猛然想起往事——
说不定我背过他
说不定就是他的鲜血
染红过我的衣衫
我俩紧握着双手
默默无言
心中暗想
不该再有什么“两岸”
1994 年运城团聚之后，罗力立一直渴望再次与

她狱中的“W”叔叔相会。1995 年 12 月 28 日，讲
述王洛宾的大型纪录片 《往事歌谣》 首映式在北京
举行，罗力立应邀出席。原想这是与王洛宾见面的
一个机会，遗憾的是王洛宾当时去了新加坡，并未出
席首映式。1996 年 3 月 14 日，也就是王洛宾先生看
望罗力立离开运城两年后，因患胆囊腺癌医治无效，
在原兰州军区总医院不幸去世，享年 83岁。

当罗力立闻知王洛宾墓碑落成暨骨灰安放仪式
5 月 28 日在北京金山陵园举行消息时，因母亲重
病，她无法前去参加悼念活动，便撰写了一副挽联

“一生为民歌，名扬中外垂千古；千里送英魂，三晋
母女泪垂襟”，托北京友人将挽幛和花篮送到了洛宾
叔叔墓前，表达了一对河东母女对王洛宾先生深切
的怀念和哀思。

斯人已去，歌声依旧。王洛宾先生离开我们已
快 40 年了，然 《大豆谣》 和 《风陵渡的歌声》 依旧
在传唱着，王先生的这段河东情缘也必将为人们所
熟知和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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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假期的一天清晨，我在稷山县城民
乐园旁逛早市，道路两旁水果蔬菜摊，一家
接着一家，叫卖声此起彼伏，十分热闹。忽
然，一阵叫卖红薯的男子声音吸引了我的注
意力：

红薯（fu）——
世界上（she）/最/面的红薯/又来（li）啦。
干面干面的；
干面干面的。
明（mie）个 下（ha）雨/不 来 啦 噢 ，快 些

（xia）！
今（ji）个赶快买个红薯，快点！
驻足聆听，我觉得十分有趣，便循声

而 去 ， 也 不 时 有 路 人 赞 叹 道 ： 说 得 真 好
听。到了跟前，是一个小伙子靠着三轮车
卖红薯，叫卖声是提前录制好的，通过小
喇叭循环播放。我跟他攀谈起来：“你的广

告词说得真不错。”他不好意思地摇摇头：
“请人说的。”“什么人呀？”我问。他回头
看了看，说：“今个没来，不然的话，你可
以认识认识他，他可会编词啦。”看来，高
手在民间呐。我继续说：“我想买几斤，也
不知红薯到底面不面？”“广告说得好，首
先咱货好，放心买吧，我在这儿扎摊好多
天啦，净是回头客。”说话当儿，越来越多
的顾客凑到车前挑挑拣拣，你三斤，我五
斤，好像在抢购。看来，这叫卖声确实有
效果。

扫了二维码，我提着红薯离开了早市。
红薯——世界上/最/面的红薯/又来啦……
叫 卖 声 渐 渐 消 失 了 。 在 路 上 ， 我 一 直 琢
磨：这民间广告语究竟魅力何在？首先，
它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段，你看，“世界上最
面的红薯”是夸张；“干面”出现了四次，

是重复，不是有句流行语“重要的事说三
遍”吗？“又”字用得极准确，暗示红薯品
质优良。这位高手能抓住顾客的心理，“明
个下雨不来啦噢”是制造悬念，引起购买
的欲望；“快些”“快点”又让人产生了购
买的紧迫感。他还很会把握说话的节奏，
抑扬顿挫，跌宕有致。而“今个赶快买个
红 薯 ” 似 乎 带 有 一 种 殷 切 的 、 善 意 的 提
醒。当然，地地道道的稷山方言是它最大
的亮点，十分亲切。试想，这段叫卖声如
果 改 用 普 通 话 ， 那 该 多 乏 味 啊 。 由 此 看
来，作为一种独特的地方文化资源，方言
随着时代的变迁愈显珍贵，保护和传承这

“古汉语的活化石”愈显重要。
午饭的时候，特意蒸了几根红薯。一

出锅，我便迫不及待地剥皮品尝，嗯，红
薯真的香甜可口，又干又面。

听听那地道的叫卖声
■■王逸群王逸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