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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民歌是扬州地区及扬州的高邮、邗
江、广陵、江都、宝应、仪征地区著名的传
统民俗民间歌曲的总称。综观所有扬州民
歌，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歌唱花儿，
另一类是歌唱生活。歌唱花儿的代表作有：

《茉莉花》《拔根芦柴花》《鲜花调》《杨柳
青》 等等，歌唱生活的有 《数鸭蛋》《绣兜
兜》《劝夫莫赌钱》等等，其中高邮民歌经国
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作为一座因运河而生、随运河而长、
运河贯穿所有县 （市、区） 的城市，扬州民
歌大都与运河息息相关，可以说，运河哺育
了扬州，运河也流淌出了扬州民歌。

沿河种花亦唱花

滔滔运河水不仅连通了南北，也哺育了
运河沿线的扬州儿女。早在唐代，扬州人就
利用运河两岸肥沃的土地，栽花育卉，利用
运河便利的交通运输能力，把花卉销往全国
各地。扬州运河边的不少地名都与“花”有
关，像花荡、花市、花街、花园、花阳、花
庄等等。运河东岸的江都区仙女镇曹王林园
场，早在唐代就建有“卉木寺”，供奉花
神。这就难怪唐代大诗人李白要送好友孟浩
然“烟花三月下扬州”，扬州八怪之一的清
代书画家郑板桥夸赞扬州“十里栽花算种
田”。

民歌作为劳动人民日常生活的产物，既
然种花就必然离不开唱花，因此，扬州民歌
中与花有关的民歌占了不小部分，其中最著
名的要数《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好一
朵茉莉花，满园花草，香也香不过它；我有
心采一朵戴，看花的人儿要将我骂。好一朵
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茉莉花开，雪也白
不过它；我有心采一朵戴，又怕旁人笑话。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开，
比也比不过它；我有心采一朵戴，又怕来年
不发芽。” 三段唱词通俗易懂，生动刻画了

种花姑娘爱花惜花的心理。
一首歌，蕴含着一座城的精神基因；一

条河，流淌着一首歌的文化音符。2019年
10月2日，央视网《歌唱祖国·一首歌一座
城》歌曲展播播出了《江苏扬州·茉莉花》
篇，讲述了扬州民歌《茉莉花》与流传千年
中国大运河的故事。在长达近10分钟的专
题片中，既出现了古运河、引江抽水站、瘦
西湖、个园、运河三湾、东关街等扬州标志
性景区，也有万福大桥、明月湖等现代风格
的代表性建筑，还有扬州清曲、淮扬菜等非
遗技艺展示。在节目的最后，一曲完整的
《茉莉花》献给全国观众，向观众充分展示
了扬州的独特文化旅游魅力。

歌传万家，城扬天下。《茉莉花》的故

乡，运河边的扬州用歌声唱出了城市的璀璨
历史和新时代的荣耀。早在上个世纪50年
代，《茉莉花》就在全世界传唱。这首歌源
自扬州清曲“鲜花调”，是中国民歌百花中
最灿烂的一支，不仅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
尼将它的曲调运用在歌剧 《图兰朵》选段
中，清人钱德苍还将其歌词编纂进地方戏曲
集《缀白裘》里。《茉莉花》极具民族特色
的优美旋律和反复匀称的结构，使其无论何
时何地都能带给听众情感上的共鸣。在
1997年香港回归、1998年维也纳新春音乐
会以及雅典奥运会闭幕式等重要历史时刻，
都有《茉莉花》那经久不衰的音律，向全世
界展现中国文化的儒雅和魅力。

水乡生活谱芳华

扬州地处长江北岸、江淮平原南端，京
杭大运河纵贯境内所有县（市、区），全长
达 143.3 千米。同时，扬州市境内有乡镇
（大沟） 级以上主要河流 1111 条，总长
6060千米。由于扬州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
润气候向温带季风气候的过渡区，气候特点
是四季分明，日照充足，雨量丰沛。因而，
这里的人民世代依水而居，靠水而活。运河
岸边，芦苇丛中，他们开荒种植，除了种
花，还栽桑养蚕，种植水稻、小麦、大豆
等，并利用水量充沛的优势，养殖鱼虾蟹和
鸡鸭鹅等等。可以说，扬州是不折不扣的里
下河水乡、鱼米之乡。

当地的人民在农耕、
捕鱼、养殖等劳动活动
中，通过呼喊、吟唱等方
式与合作伙伴进行沟通和
协调、传递信息。这些呼
喊、吟唱逐渐发展为一种
具有节奏和旋律的形式，
成为劳动时的歌曲。由于
扬州地处运河边，人民的
劳作自然与水有关，比如
筑堤坝时的打夯号子，灌溉时
的车水号子、插秧时栽秧号子等。
最著名的高邮民歌《数鸭蛋》，就生动
描绘了当地人在运河边收获鸭蛋时的喜
悦心情。1957年在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
蹈汇演中，王兰英、夏国珍、龙秀鸾三位高
邮姑娘演唱《数鸭蛋》，受到了热烈欢迎。

除了《数鸭蛋》，另一首著名的扬州民歌
《拔根芦柴花》也是蜚声中外。《拔根芦柴
花》是江都邵伯镇一带流传的插秧号子。传
说古代邵伯镇一带每年六月插秧时节都会在
田头举行对歌比赛，如果比赛夺得了第一
名，就会被评为“歌王”。可有一年六月到来
时，歌声优美的莺歌却突然病了，按照她原
有的水平很有可能会赢得比赛第一名。焦急
之际，有一位名医途经大运河边的邵伯镇，
并告诉了莺歌治愈的方法：到运河边拔芦柴
花下芦柴根煎水服用，不出三天便能痊愈。
莺歌照此办理果然有效，就唱起了《拔根芦
柴花》，美妙悦耳的歌声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陶

醉了，莺歌如愿获得了“歌王”的称号，《拔
根芦柴花》也因此广为流传。

虽然这是一个美好的传说，但它却表述
出了运河沿岸的劳动人民对运河的依赖与热
爱，运河就像哺育他们成长的母亲一般亲
切，他们相信，运河可以庇佑他们，给他们
带来美好的生活，人们对运河的感情，也映
射出运河的无限魅力与伟岸形象。1956年7
月，北京举行全国民间文艺调演，江苏省歌
舞团民歌手雪飞首次正式演唱了《拔根芦柴
花》，接着，这首歌又被选送到中南海怀仁
堂给中央首长欣赏。1998 年出版发行的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江苏卷》将《拔根芦
柴花》正式定为江都民歌。

□ 王槐艾

她不仅是城市的“美容师”，工作之余
还“爱管闲事”，是群众身边扶老助幼的

“热心人”。她就是江苏省十九届“十佳文
明职工”“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
开霞。

她是环卫工中的“女强人”。陈开霞出
生于1981年 5月，早在学校读初中时，从
电视上看到阜宁县委县政府发出学习环卫
工人“吃苦在岗位，奉献在社会”的号
召，自己思忖有一天也能当名环卫工人。
毕业后由于没有合适机会，先后在阜宁磁
性材料厂和江阴水月山庄等地打工。2018
年4月，她收到亲戚传来阜宁县环卫所招工
的消息后，立即辞职回来报名，当得知所
招岗位需要有驾驶技术时，又马不停蹄到
驾校自费参加速成班实习培训，40天后便
正式聘用上岗，成为了一名环卫冲水驾驶
员，负责县城胜利路到老 204国道沿线的
垃圾桶和路面污垢的冲洗清理工作，担起
了城市“美容师”重任，在平凡岗位上用
真情书写美丽人生。

“我从上岗的那一天起，便对自己立下
了规矩：要像对待家庭保洁那样做好包干
区的环卫工作。” 陈开霞每天都是早上五点
钟前准时到岗工作，认真冲洗街道、小区
内的 120多只垃圾桶、近千米的交通隔离
栏及每条街道地面上的污迹，水枪冲洗不
到的地方就用刷子蘸上烧碱擦拭后再冲
洗，力求做到一尘不染。有时为了清除一
处污迹，需要蹲着半小时才能完成。在干
好本职的同时，还经常被抽调加班，夜里
10点多冲刷新阜宁大桥南北的上海路、新
盛街、城河路的路面、防护栏杆等，尽管
很苦很累，但毫无怨言，被同行们誉为

“女强人”。她和同事们用辛劳和汗水为阜
宁县赢得了“环卫标兵”荣誉称号。

2021年10月底，陈开霞又转岗为垃圾
收集车驾驶员，主要的工作职责是收集沿

街门市、商住楼住户的垃
圾，包干的范围比原来扩大
了一倍，加之区域内商住楼
较多，保洁工作量也随之增
加。无论严寒酷暑，刮风下
雨，她从不间断地在既定线
路上“慢游”，既当战斗员
又当宣传员，在步行捡拾路
边垃圾的同时，还不忘提醒
沿街门市业主及市民将垃圾
分类好、袋装好，及时投放
到垃圾收集车上，每天往返
5次，运送垃圾 6车以上至
压缩站。在全民核酸检测演
练期间，她又额外承担垃圾
收集的保障工作，哪个点位
需要垃圾桶她就按要求及时
投放到位，把装满的桶再拉
走外送，晚上经常加班到
12点钟后。

她是扶老助幼的“热心
人”。近年来，她先后从马
路上和花池里扶起了一位
70 多岁老奶奶、一位患脑
梗多年的老爷爷，帮助一
名走失的8岁小男孩找到了
自己的家。当被她救助的
老人和孩子的家人登门感
谢并送上礼品或酬金时，
陈开霞都婉言谢绝。“尊老
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我遇到了这样做，即
使别人碰到也会如此。” 她
的话语中充满了正能量。
陈开霞先后被盐城市城市管理局表彰为

“最美城管人”“城管好人”，被阜宁县总
工会表彰“五一巾帼标兵”，被阜宁县综
合行政执法局授予“十大标兵”称号。

2022 年“五一”前夕，又被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省总工会联合表彰为江苏省十
九届“十佳文明职工”，同时被省总工会
授予“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

高考结束，“准大学生”家长们的荷包开始缩水。学穿搭、
去旅行、置办电子产品……“准大一账单”不仅长，而且“水
涨船高”。医美护肤“配置要全”、毕业旅行“越走越远”、电子
产品“缺一不可”，攀比之风与奢侈之风在账单里若隐若现。

现实生活中，的确有不少准大学生在暑期消费过程中总是大
手大脚，花起父母的钱来一点也不心疼。为此，一些父母晒出孩
子暑期开支账单，说还未入校门就花掉好几万元，而且少数孩子
在向父母要钱时更是狮子大张口。

其实，大概不少家长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他们一方面常常
会为子女盲目攀比和追求高消费而犯愁。而另一方面，不少父
母对子女提出的要求又总是有求必应，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有
的甚至不用子女开口就送上前去，这样长期下去，就会使子女
养成攀比、讲排场的不良习惯。

笔者邻居余先生的儿子今年已经上大学三年级了，暑假期
间，儿子提出，现有的手机、电脑太“老土”了，要余先生出
资更换，两年前才买的笔记本电脑也要换性能更佳的型号，儿
子说，最好再添一台数码摄像机，既方便外出旅游，也能在同
学中显得有“档次”。但老余夫妇都是普通企业员工，这些年儿
子每年的学费都靠夫妻俩平时省吃俭用而来，假如再筹钱对上
述“装备”进行升级换代，自然使其愁肠百结。相信和我邻居
余先生一样，大概不少家长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历来为人们所提倡。勤
俭曾被贤哲伟人反复论述，“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
奢”；勤俭也是当代社会的内在诉求，现代文明强调珍视有限资
源，提倡崇俭抑奢的价值观。

笔者以为，“准大学生”暑期消费应理性切莫攀比，准
大学生应树立正确理性的消费观。再说，即使家庭条件优
越，也不能对子女有求必应，对他们提出的所有条件都给予
满足，父母也要学会拒绝子女的一些过高甚至无理的要求。
同时，父母还要多花一些时间和精力，适当对子女进行一些
理性消费，合理用钱，勤俭节约方面的教育，通过讲解古今
中外节俭的故事，让他们明白“细水可以长流，节俭也是财
富”这个浅显而又深刻的道理，从而引导子女树立正确的消
费观和价值观。只有这样，才能使子女真正养成勤俭节约的
良好习惯，在消费过程中力
求量力而行，合理花钱，真
正把钱用到刀刃上，这对子
女将来大学毕业走上社会也
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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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开霞：用真情书写美丽人生
郑青青 周永祥

运河流淌出扬州民歌运河流淌出扬州民歌

工作中的陈开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