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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狼出没，差不多是爷爷

辈的事。当年，一般胆小的人

都不敢走三只羊乡的夜路，即

便喝酒壮胆，走村串户，也是三

五成群，很少会撞上狼。真不

走运，表叔还真撞上一回。

那年冬，风雪来势凶猛。

表叔蜷在四面透风的石楼，龟

缩了两天，饿得天昏地暗、乏得

晕晕乎乎，却做了个噩梦，一只

饿狼龇着利齿，向他扑来……

他吓出一身冷汗，醒来却是一

片茫然，用力捂着心口，长吁短

叹。不料，他发现屋里荧光一

闪：是见鬼了吗？揉了揉眼，黑

暗中有两豆大绿光，极为瘆

人。他下意识撸起烧火铁棍，

横扫去，只听嗷的一声，那怪物

撒腿逃了。表叔追出门，撵了

很远……从那天起，光棍表叔成了打狼英雄。

早年，表叔是柴门村里的兽医，治好过很

多牲畜。他身体没有问题，偏偏就眼角高，对

媒人牵线搭桥的姑娘挑三拣四，挑得久了，他

就剩下来了。

表叔秃顶那年，刚过56岁，随村里人去市

火车站当临时搬运工。

有一天路过站外一处垃圾堆，忽然听见婴

儿啼哭，觉得蹊跷，揭开脏包一看，是个女婴，

已经生命垂危，他顿时心软了，说：“天送的，我

收养了。”最后牢牢地抱了回去。

转眼十年过去。养女吃着百家饭、纳着百

家福长大了，而表叔已不经熬，刀耕火种，骨瘦

如柴，又害眼疾。为了养女上学，他必须多攒

点钱，上山采药又摔伤腰椎，差点见阎王。

当年表叔家日子过得实在太苦，餐餐清汤

寡水，顿顿眼泪水泡饭。父女俩去赶集，村民

指指点点。有夸他行善添寿，有骂他窝囊造

孽，自己吃不饱肚，还捡个小孩养……表叔听

过苦笑一声，默不作声，照旧当成亲生的养。

最近几年，乡政府抓精准扶贫，划拨出专

款补贴，鼓励村民自筹资金，到乡里建洋房，表

叔拿不出足够自筹款建房，一直与山相依、以

水为伴，蜗居在村里。

以往，村里人能关照则关照他，如今人畜

搬走，他就成了单身独户，住在村东山脚下一

栋毛南族干栏石楼，上面住人、下面养牛。逢

上刮风下雨，烧瓦裂缝漏雨，房梁摇摇欲坠，有

时还掉落下蛇鼠，住得人心惊肉跳，要是没人

气支撑，楼早就塌了，要是没客人走动，死了也

没人晓得。好在乡干部经常提点香牛肉和米

酒来慰问，又帮他落实了贫困户补助金、五保

供养金、农村低保金，生活改善了，心坎压的石

头也落地了。

由于村上生源少，小学教

学点早就撤销，邻近村小学和

初中合并为乡九年一贯制学

校。方圆20多公里内的小孩，

都得走路去乡里读书。表叔家

去乡小学，步行至少一小时。

要穿过雾气笼罩的莽莽森林，

途中有一段险滩，还要从悬崖

巨石间挤过去。这里山高水

深，荒无人烟，却一点也不寂

静，鸟鸣兽啸，连大人都惧怕，

更何况小孩。所以，家境好的

小孩转学，家里没钱的小孩，有

的就辍了学。女儿想退学，表

叔对她说：“凭一口气，点一盏

灯，有我吃就有你吃。你要念

好书，争口气！”然后，卖掉了家

畜。从此，天麻麻亮养女就出

门上学，放学又随着星辰到家。

有一天傍晚，养女放学路过老坟山，乌鸦

乱叫，她看见一堆新坟的招魂幡下，猛窜出一

只白兔，吓得背脊发冷，中邪似的絮絮叨叨一

晚胡话。另一夜，一群野猪又把表叔家稻田拱

得颗粒无收，父女俩被彻底吓坏了。打那以

后，表叔为给养女壮胆，想出一个护身秘法，并

教会她：学狼叫。

过了这么多年，又听见狼叫了。三只羊乡

的农民们说，这事就古怪了，这里的狼早就灭

绝了，狼从哪来？

记者们驱车到了乡里探秘，哪有狼的半点

痕迹。

表叔的女儿牵牛出门，记者好奇地问：“山

里有狼，你不怕吗？”她苦笑答：“不怕，我有办

法对付狼。”记者问：“你长大以后想过干嘛？”

她鼻子有些酸，说：“去打工赚钱，照顾爸爸。”

在一旁的表叔听了，搂住女儿，无声地抹泪。

父女俩目送着记者出村口。记者们蔫头

耷脑钻进密林，喘气爬上磐石，忽听见山崖背

后“嗷呜——嗷呜——”的哀声与风声从极远

之地呼啸而来，在人迹罕至的山谷间激荡，那

声浪足以将人掀下山崖。

记者们走后，清明阴雨来了，断断续续，没

放晴过，偶尔还打几个炸雷，震得表叔耳朵嗡

嗡乱响，屋顶上的烧瓦被震落下来，门前一株

古树也被雷劈开了花。万幸的是，石楼没塌，

父女俩又躲过了一难。

表叔更没想到，过完分龙节不久，乡政府

忽然安置他去了一家养殖场帮忙，还为他的养

女找到了寄养家庭，是一对没有孩子且富裕的

中年夫妇。

终于，三只羊乡里，再也没有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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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1日至2018年1月14

日，中央民族歌舞团2017年冬季欢乐周

为观众呈现包括歌唱晚会、音乐会、舞蹈

晚会等10台精彩的剧目。赫哲族歌舞剧

《拉哈苏苏》、民族精品音乐会《雅乐汇》、

舞剧《夕照》、童声合唱《春天来了》、蒙古

族舞剧《蓝印》、声乐专场音乐会《梦圆故

乡》、舞剧《木楼古歌》、新年音乐会《中华

民族一家亲》、少儿舞蹈晚会《花儿笑·星

星跳》及少数民族舞蹈晚会《舞彩缤纷》陆

续上演，为冬日的北京带来了一场民族文

化盛宴。

黑龙江省同江市歌舞团的赫哲族歌

舞剧《拉哈苏苏》带领观众领略了东北三

江流域的自然风景和历史文化，拉开了演

出周的帷幕。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的

舞剧《夕照》用优美的肢体语言讲述了一

个传统经典的爱情故事。以声乐、器乐为

主体的民族精品音乐会《雅乐汇》，演绎了

许多民族的经典音乐，如器乐合奏曲《快

乐的啰嗦》《赶街》、马头琴独奏《万马奔

腾》、热瓦普独奏《天山之春》、丝弦五重奏

《欢乐的夜晚》等。少儿合唱团的小天使

们唱响了天籁之音《缤纷雪花夜》，汇报了

一年来的学习成果。东乡族歌唱家张平、

满族歌唱家沈利、维吾尔族手鼓演奏家伊

力亚尔等也与孩子们同台献艺。

声乐专场音乐会《梦圆故乡》是中央

民族歌舞团创编人员以十八洞青年支书

龚海华为创作原型，首次将情景剧与音乐

作品跨界融合推出的民族风情音乐会，将

十八洞村在党的关怀下成功脱贫的故事

搬上舞台。音乐会一改以往歌会的单一

模式，通过独唱、领唱、对唱、重唱、小组

唱、弹唱、小合唱和大合唱等多种演唱形

式，运用情景表演剧的方式，借由舞台中

灯光、布景等舞美艺术手段，还原少数民

族的生活环境及人文风情。藏、回、苗、彝

等近十个民族的演员演绎东西南北中14

个民族的酒歌、情歌和流行歌曲，在传统

民歌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展现新时代年轻

人的青春气息。

由都匀市歌舞剧团出品的大型水族

原创舞剧《木楼古歌》用绚丽曼妙的舞姿、

撼动人心的剧情和华丽大气的舞美，演绎

了一场在抗日战争年代水族儿女保护、传

承水书文化的精彩故事。剧中也穿插了

水族人民马尾绣技艺、染布和祝酒歌等优

秀传统文化表演。

舞剧《蓝印》由来自草原的青年舞者

表演，他们试图用一场精彩的舞蹈表演探

寻“归”的真谛。这是这部蒙古族舞剧时

隔近两年的时间再次登上民族剧院的舞

台。剧情由一个普通的蒙古族青年的生

存现状展开，古老的文化带领他重新回到

了阔别已久的故土。舞剧中呼麦、长调、

马头琴与电子音乐的奇妙融合，表现出率

真与强烈的生命力。

以“中华民族一家亲”为主题的中国

少数民族新年音乐会，是中央民族歌舞团

一年一度的重头戏。本次除了集合中央

民族歌舞团的优秀音乐人，还特邀了被誉

为“红色文艺轻骑兵”的内蒙古苏尼特右

旗乌兰牧骑表演队以及由多民族演奏家

组成的云南聂耳竹乐团。苏尼特右旗乌

兰牧骑的表演具有鲜明的草原民族风格

和地域文化特色，充满了时代精神和生活

气息。女高音歌唱家刘媛媛、藏族青年歌

唱家阿旺·洛桑顿珠、蒙古族青年歌唱家

阿云嘎、维吾尔族艾捷克演奏家阿地力·

阿不力孜、阮咸演奏家马兰花等联袂登

场，带领观众开启了2018年的崭新航程。

2018新年过后第一场演出的主角是

可爱的孩子们，1月7日，少儿舞蹈团的小

朋友们将用活泼的舞姿奉现一场少儿舞

蹈晚会《花儿笑·星星跳》。

1月14日的中国少数民族舞蹈晚会

是一台由中央民族歌舞团与中央民族大学

共同倾力打造、具有浓郁民族风格、鲜明地

域特色和强烈时代精神的舞蹈专场晚会。

缤纷灿烂的色彩，青春靓丽的演员，风格多

样的舞蹈作品将让观众体会到独具魅力的

民族风情。

（民 讯）

中央民族歌舞团

2017年冬季欢乐周好戏连台

大海是很多河流的母亲。很多河流像个四

处流浪的孤儿，散在大地的各个角落，行色匆匆，

碰到了一起才知道自己是个被母亲遗弃的孤

儿。同是天涯沦落人，大伙儿便汇合在了一起，

又急急忙忙往前跑，奔向遥远的母亲。

山里的小河很调皮，在山间欢快地跑着，弯

弯曲曲地绕着山坡，像是在跟谁捉迷藏，并没有

直直地冲出去，急切地找到母亲的怀抱。山里每

个偏僻的地方，它都要去转一转，看看那里的哪

一棵树孤独了，自己便绕过它的身旁，叮叮咚咚

地唱一首动听的歌来安慰它。或者是哪朵花伤

心了，便拍打着溅起水花朵朵，染湿那些神情黯

然的花。

我的家乡就有这么一条小河，是千山万弄

积的雨水汇成的。它知道，山坡上的花草树木

离不开自己。山里土壤干燥，十天半月不下雨，

那地就干燥龟裂。若是根扎得深的，可以从大

地深处吸一口口水来解渴。但有些小草小树刚

刚长出，枝疏叶稀，受不了这酷热的天气，慢慢

地就枯黄了。

河流的潺潺歌声袅袅而来，从身边涓涓而

过。我弯下身，猛吸一顿，精神就抖擞了，望望那

当空的烈日，不再觉得酷热。看看河边的花草

们，也情不自禁地舞动起来，像是一场歌颂小河

流的盛大舞会。

河流所过之处，两岸草木葱茏，生机勃勃。

春天来时，百花盛开，灿灿烂烂地红了整个山坡，

把那可爱的河流也染得浑身粉红，把河流装扮成

像是要出嫁的新娘。鸟儿吱吱喳喳地跑来祝贺，

连蜂儿蝶儿也过来凑热闹。渐渐地，河边升起了

缕缕炊烟，清澈的河流边响起了汲水的叮咚声和

捣衣声，是河流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

东方微曦，轻轻的几声鸡鸣，谁家勤快的媳

妇挑着桶“咣咣”地从茂密的树林深处钻出，互相

嬉笑着，打破这里的一片宁静，将一只只空桶投

进宁静的河流，“哗”的一声提起来，荡起圈圈波

纹。接着，颤巍巍的老太太、调皮的小孩都纷纷

地来了。河流变得热闹了，夕阳夕照，河流波光

粼粼歌声笑语融成一片。在田间地头干活的人

们晚归了，洗脚的，洗脸的，弄得河流哗哗作响，

还有小孩戏水戏得浪花四溅。河流哗哗地笑了，

它很满足这一番宁静和朴素。

村里的那些年近古稀的老人常常到河边的

石头上，久久地在那里静默。什么时候这条河便

绕着村庄哗哗而过，他们也记不清楚。只记得有

年大旱，很多地方的人都跑来这里汲水，河流是

村庄涌动的大动脉，源源不断地输送着生机。村

里的人一代一代地老去，河流依旧年轻，充满活

力。

这些养人养物的河流跑着跑着，有的最后把

自己跑没了。家乡的小河就是这样，从深山老林

里跑出来，突破了山石的重重阻挡，跑到平坦的

原野上，无意中看到前面有一条深深的沟，便毫

不犹豫地跑了过去。那是家乡人挖开的引水

渠。小河一路奔跑，呼呼地跑进一块农田。那干

裂的泥块，像是张开了一张张血盆大口，初长的

禾苗被太阳晒得蔫蔫的。河流咕咚咕咚地流进

这些被撕裂的口子，干裂的土块吸着河水滋滋有

声。渐渐灌满了田地，水波荡漾，禾苗恢复了精

神。

村庄前面这片宽阔田野，在没有引来小河之

前，只能种些玉米和红薯等耐旱作物。小河的水

丰盈而充沛，哗哗地流掉真让人可惜，村里人就

造起了简陋的水车，把这小河拦住，然后在一排

一排的田亩前挖了一条条细细的水沟，让溪水涓

涓地流进每一块田地里，滋养着庄稼。

小河就这样被殷勤的水沟引导着。春天来

了，山上的花草树木还没醒来的时候，村前的田

野上便涌动着种子膨胀发芽的声音。那些芽儿

嫩绿嫩绿的，像是给大地涂上了一层亮亮的油

漆，接下来的日子更是姹紫嫣红了。在每一块被

溪水浸润的土地上，植物都争先恐后地长着，把

有些冷清的田野挤得热热闹闹、密密匝匝的，像

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一块绿绿的豆腐，平平整整。

继而，禾苗茁壮粗大，叶子密密挨挨，仿佛一丝风

也透不进去。乡亲们看着这么喜人的长势，眼睛

都笑得眯成了一条缝，看看那“咿咿呀呀”唱着的

水车，又看看乖乖的小河，眼睛里充满了无限的

感激。

除了用来灌溉的，剩下的河水继续跑着，又

被乡亲们引着，跑进一片茂盛的果园。桔子树、

李树、桃树在争奇斗艳，还有到处攀爬的葡萄也

透出点点嫩芽。河水沿着小沟涓涓地流着，淌到

桔子树下，淌到桃李树下，尽情地拥抱或粗或细

的根，滋养着它们。这些果树长得更好了，花开

得更艳，果挂得更密。

跑进了农田，跑进了果园，跑进了鱼塘……

河流越跑越慢，最后彻底地消失了，再也没有了踪

影。我为此感到黯然神伤，也许大海母亲就在不远

处亲切地召唤着它，也许它很热切地期盼母亲那

种温暖的怀抱，可是现在一切都不大可能了。

其实，要流向何方，河流是很清楚的，它爱怜

桃花那盈盈的笑，心疼大地被撕裂的伤口。它知

道那一道道崭新的沟痕，那不是回家的路，是撕

心裂肺的召唤，它必须赴汤蹈火。

站在田野中央，我无限伤感地怀念着那条河

流。微风阵阵，稻浪翻滚，果树哗哗地响起来，枝

条轻轻舞动，频频向我示意，像是老朋友似的。

那左右摇摆的姿态，让我想起了山里那花草树木

对河流的敬意。我想现在这棵树的挥手，会不会

是河流向我打招呼呢？河流跑进了田地果园，流

进了禾苗果树的身体，变成了禾苗果树的血液。

那棵棵挥手的果树不就是河流富有深情的手

吗？河流招着手，向人们表明自己的另外的一种

方向，也在向远远的母亲表达一种歉意。

没有抵达母亲怀抱的河流并不是没有方向

的河流。小河找不到自己的母亲，却成了大地的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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