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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钱老师走在马路上时，迎面走来的阿姨常常是这样跟钱
老师打招呼的：“钱老师，你的身材还是那么好哇，苗条着呢！“这
时，钱老师总笑眯眯地回答：”谢谢啊！“看得出，这种特别的问候语
她听了心里很高兴。

钱老师是我的一个闺蜜，名素梅，是小镇上成人校的老师。虽
说已是年过半百之人了，钱老师的身材保持得还是那么好，用亭亭
玉立、婀娜多姿来形容她一点也不为过，若与年轻人相比这“婀娜
多姿”里还多出了一份经过岁月洗礼后的淡定与从容。

人们常说：好身材是自律的人才拥有的，此话有一定的道理。
工作之余，钱老师的时间总是安排得满满当当。除了爱跳广

场舞，钱老师还是个猫步爱好者，她经常和她的一帮有着共同爱好
的朋友去县城走T台，不管是排练还是正式演出，我发现钱老师都
永远是C位。也许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她的一举手一投足自是
韵味十足光芒四射。站C位的钱老师在她的那个小圈子里有着举
足轻重的地位，她的那些朋友总是把她当成了主心骨，演出时的大
事小事、家中的繁杂琐事总爱和她商量商量。

她也是自己小家庭的主心骨·。钱老师的先生是个海员，一年
到头呆在家的时间很少。钱老师嫁过来的时候，公公早已离世。
她体贴勤劳辛苦的婆婆，把婆婆当亲妈看待。家里大大小小的事
情总是和婆婆商量后再作决定。婆婆有个小病小痛的时候她精心
照顾，平日里时不时的还给点小钱婆婆让老人打打牌。她的贴心
也让婆婆把她当成了亲闺女。去年，小姑子去上海动手术，点着名
要钱老师去陪伴，说钱老师陪着她才安心。对此，钱老师有自己的
观点，她笑着说：爱丈夫就要爱他的家人。如果对丈夫的家人不
好，只能是恶性循环，长此以往，自己也不会幸福，其实对婆婆好对
小姑子好就是对自己好啊！一番透着生活真谛的话，让我看到一
个活得通透的钱老师！

虽说钱老师不缺钱，但她从不买高档的名牌服装。钱老师和
我开玩笑：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我要把普通衣服穿出大牌的感
觉。还别说，她确实做到了。她在网上买衣服，因为眼光独到，身
材曼妙，所以即使廉价的衣服被钱老师穿上身也会让人眼前一亮，
仿佛就是为她量身定做的一样。偶尔有一两件样式不满意的，她
便请裁缝师傅按照她的创意稍作修改，这样修改过衣服又有了别
具一格的韵味。

钱老师总是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她知道我喜欢唱歌。
一次闲聊，她忽然说要跟我一起学唱歌，我还没表态呢，没过几天
她就发过来一个视频，原来她加入了小镇的一个合唱队伍，准备和
小镇上一些爱好音乐的老师一起用歌唱的形式为建党100周年献
礼。后来这个节目参加县里的活动时，我看着在台上认真而投入
地歌唱着的钱老师，由衷地为她点赞！此刻，我看到的是一个勇于
挑战自己的钱老师！

又过了几日，钱老师给我发来一张照片，照片中的她穿着防护
服，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与平时穿得花枝招展的她判若两人。原
来，在全县统一进行全民核酸检测时，钱老师自愿到某个村里当志
愿者去了！这时，我又看到一个乐于奉献的钱老师！

有一天，钱老师让我陪着她去听了一节佛法课，她听得很认
真，回来的路上我问她是不是信佛之人？她说：佛由心生。偶尔听
听佛法，可以让自己少些戾气，让自己以更好的心态去工作去生
活，她的回答让我频频点头。好一个聪慧的钱老师！

有人说：生活就是一个大舞台。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小舞
台。我想：如果把生活比作走T台的话，钱老师的T台有着自己独
有的风采。“一颦一笑都含情，一举手一投足都尽心”。把每个平凡
的日子过得那么精彩，只因钱老师不管是在生活舞台还是在演出
舞台上都全情投入，认真演绎。所以，认真生活吧，或许，你便会像
钱老师一样，得到生活的馈赠：比如亲情；比如友情，又或者：不老
的容颜。

在丰利这一带，流传着人们喜闻
乐见的渔民号子。为了对渔民号子
有更多的了解，我们走访了丰利（环
港）渔民号子传承人之一的桑乃茂。

通过电话约定，我们于在春暖
花开的一天上午来到桑乃茂家。
已是耄耋老人的桑乃茂精神饱满，
在门口热情地迎接我们。首先映
入我们眼帘的是朝东玻璃门上写
着：“参加文体活动，提高全民素
质”的对联。门前有两个花圃，修
剪得别有特色。朝南门前有一个
舞台，后面“环渔文化活动中心”几
个大字醒人眼目。走进小楼内，他
向我们介绍了两室四壁挂了许多
图片，这些图片分为热爱祖国、关
心教育、振兴文艺、注重辅导、老有
所乐、美化家园、海鲜风筝等若干
专题。让我们目不暇接的是玻璃
柜台里陈列着许多荣誉证书和关
于渔民号子的活动照片以及许多
纪念品。让我们感受到一个文化
之家、文明之家的浓厚氛围。

我们很快切入渔民号子的主题，
桑老说：“我的祖父是老渔民，父亲也
是渔民，我是第三代渔民，中年时期
当上了人民教师。我7、8岁时为生活
所迫，跟着爷爷、父亲上海船，开始接
触大海。大海上无风三尺浪，祖父怕
我掉入大海，就用绳索把我困在桅杆
上。我欣赏着大海风光，目睹祖父、
父亲和船员们一边打渔劳动，一边打
号子。打号子时，一人领号，其余的
人跟着和。起锚就打起锚号子，拉篷
（又称牵篷）就打拉篷号子，量水（测
量水的深度）就打量水号子等等。号
声响起，声震海空，那场面着实让人
兴奋不已。在各种美妙的号声中，船
员们轻松地完成一项又一项劳动。”

我们迫不及待地想欣赏一段渔
民号子，当我们向桑老提出要求，他
欣然答应：“就打拉篷号子吧。”他摆
动一下身体，活动了一下手臂，便高
声打起了拉篷号子：“哎……嗨……
要……要来，哈……哈……咉；吭里

个要哎，嗨……呀……来……号，哎
……呀啰来……号哎……，哎……唻
……，佚……哎的来呀……，嗨……
呀……来……号，嗨呀的个来号来
……，哎……嗨……呀嗨里个要来
……吭……吭……映……映……”号
声、掌声让整个屋子沸腾起来，我们
似乎看到了海船上拉篷时热火朝天
的场面。

在谈到渔民号子的起源时，桑乃
茂介绍：“早在唐朝至明清时期，小洋
口、环港沿海广大渔民在与大海的搏
斗中，在繁重的体力劳动时，就产生
了较为系统的与渔业生产的号子。
新中国诞生后，海上一些大规模建设
或者渔民从事重力劳动时，仍需要用
号子来协调众人力量。渔民们根据
实际需要和操作经验，创作了一系列
用于不同生产、不同环境中的劳动号
子，如起锚号子、绞盘号子、拉篷号
子、出舱号子、量水号子（又称点水号
子、测水号子）等。打起豪迈的渔民
号子，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笨重的
渔船‘走’上海滩，在渔民号子营造的
群体共鸣氛围中，大家感到的是一种
力量成就的劳动喜悦。作为渔民号
子这种特殊的文化载体，无论是在做

‘海口’，还是打渔归来的演绎，它都
能让人们深深感受到渔民生活的无
穷魅力。”

桑乃茂接着说：“随着时代的变
迁以及劳动规模的扩大，渔民号子也
随之变化和发展，由开始的简单音
节、无调式的号子。逐步演变为有调
式、有唱词多种类的渔民号子。上世
纪50年代到70年代，渔民号子达到一
个发展的鼎盛时期。那个时代渔民
号子不仅种类丰富，而且形成了风格
各异、旋律多变、喊唱交替的渔民号
子风格。丰利（环港）渔民号子更具
有这个风格。”

当我们问及渔民号子使用情形，
桑乃茂又给我们作了一番介绍：“春
汛生产开始，渔船出海，渔民点篙拔
篷，这是一项非常费力的劳动，人拉

住篷索，重心要往下蹲，这时牵篷号
子声起。一人领，众人和，场面十分
壮观。船在航行中，船老大要掌握船
的位置，就有‘齐头’专门负责测水，
他用事先准备号的竹竿或水砣，定时
放入水中测量海水的深度，量水时便
唱响量水号子。这种点水号子节奏
较慢，较为自由，声音要响亮，唱给船
里老大听，老大则从点水号子中知道
船到了什么洋面。这种俗语渔民号
子只有真正的渔民才能听懂。”

“如果在渔场作业需要打什么样
的号子？”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桑乃
茂回答：“到渔场作业，把网放下海或
到时起网，船上有盘车，众人边绞车
边拉网边和号，这种号子叫绞盘号
子。

桑乃茂继续说：“一人领众人和
的号子，一般都比较雄壮、有力，尤其
是冬季渔民到海里去下桩打根时，天
气寒冷，海水冰凉，又要超在涨潮之
前把桩根打好。渔民们便喝足了酒，
冒着刺骨的寒风，呼喊着打桩号子：
（领）噢来！（合）哎里衣来（领）噢衣
啰！（合）喔响啰！（领）哼来上勒（合）
哼哼左来！（领）呀嗨扎来！（合）嗳衣
勒，噢衣嘞，噢衣嘞！（领）嗳衣勒，噢
衣嘞，噢衣勒！（合）哼哼早来呀……
把长长的木桩和茅草打到海底淤泥
里去。这种号子尤其在静静的夜晚，
声震海浪，10 里外的渔村都能听得
见。”

当我们问到渔民号子有什么音
乐特征时，桑乃茂这样说：“渔民号
子的音乐有 3大特征。首先，网号旋
律多为级进，和句间有八度大跳，一
般为上下结构。上下起落在五度之
内，除‘拉网号’快速进行。‘捞鱼号’
旋律进行多为五度起伏，领和以上
半句、下半句连接。旋律素材单一，
多为重复或变化重复。其次，节奏
一般比较规整，慢速网号中有时出
现长节奏音型。快速‘捞鱼号’、‘上
网小号’节奏鲜明，力度突出。再
次，根据捕鱼劳动的先后顺序，形成
相对的固定套式。”

桑乃茂告诉我们：“环港一带的
渔民号子，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反
映的是一种生活、生产情结。在生
产、生活中，逐步积累、创作出来的一
种口号文字，它不仅富有浓郁的海洋
气息和渔乡风情，而且含有深刻的人
生哲理和生活知识，尤为重要的是部
分丰利（环港）渔民号子是渔民专为
传授知识而创作的。这些具有艺术
价值的渔歌，紧扣海这一主题，通过
艺术手法，口授传承，把海洋航行、海
洋生活、海洋气象，以及船网工具、鱼
类习性、船员职责等知识，以歌谣形

式一代代的传承。”
问及他在丰利（环港）渔民号子

传承方面做了哪些具体工作时，桑乃
茂非常谦虚地说：“我虽然后来当上
了人民教师，却一直爱着渔民号子，
并且和其他几位传承人一起，积极宣
传和传承渔民号子。丰利（环港）渔
民号子被评为南通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石屏小学被作为渔民号子的
传承基地。为了打造好这块传承基
地，我放弃休息时间，数十次从 20里
路外的环渔村，来到石屏小学，热心
地教学生们学习渔民号子，排练文艺
节目，有时还把学生带到我家的‘环
境舞台’来辅导。这台节目在汇报演
出时，再现了渔民的海上操作、生产
的情景，给全校师生留下了美好的印
象。汇报那天，县委宣传部、县教育
局、镇文化站、关工委均有领导前来
观看，得到了他们的好评。”

桑乃茂还告诉我们：“渔民号子
越传越远，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杨二
车娜姆也赶来采访。环港渔民号子
是丰利的地方文化、传统文化、特色
文化，我们有传承的责任，今后学校
需要让学生学习渔民号子，我一定前
往辅导，让渔民号子在青少年中传承
下来。”

在谈到丰利渔民号子的未来
时，桑乃茂说：“进入上世纪 70至 80
年代，大马力渔船取代了简陋的木
帆船，先进的机械化作业替代了原
始的集体人工捕捞生产，海上作业
的人们已经不再需要用渔民号子来
协调操作和生产。因此，渔民号子
的作用越来越弱。环渔村现有从事
渔业生产的 900多人，仅有近 100人
会打渔民号子，但这些人大多年事
已高。一部分有经验的‘海口’渐渐
故去，因而这门传统的民间艺术之
花正在渐渐枯萎，其传承与发扬迫
在眉睫。”

采访现场的丰利镇文化站徐
维民站长的一番话，让我们看到了
丰利（环港）渔民号子生命力的希
望之光。他说：“丰利镇加大对南
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丰利
（环港）渔民号子》的保护经费投
入，设有专项经费，有力地保障着
《丰利（环港）渔民号子》项目的调
查、保护、研究、创新与开发，建立
有《丰利（环港）渔民号子》非遗保
护领导组。近年来，环港渔民号子
作为如东一个特有的文化元素，无
论是广场演出还是参与各类赛事，
均取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晚霞升起，我们在返程途中，桑
老打的渔民号子一直在我们耳边回
响。

与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