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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行
黃其海

遠行的人走在雨中，天是濕的，

路也是濕的，因而「泥濘」這個詞語，

我琢磨得很透。

客船航行在一條被家鄉人喚作焦

湖的水面上，透過銹色的矮窗，我看

見有鷗鳥三五隻低翔於雨濛濛的天空，

本來就促狹的客艙裡，人貼人擠著，充

塞著各種渾濁的氣味，真覺得好愁悶。

結伴而行的、我的那些民工兄弟，他們

盤腿圍坐在一隅，滿臉流露出膚淺的幸

福，旁若無人地吞雲吐霧，正興致勃勃

地談論著城裡滾滾流淌的金錢和滿街靚

麗的女人，他們扭過臉對我說，你也來

嘛。我顯得非常疲倦的樣子，我說不。

我很想到甲板上吹吹新鮮空氣，順便被

這場三月的瀟瀟春雨澆醒一團渾沌的思

想。不料面相惡俗的守門人粗暴地嚷

道，你是四等艙的船票，還想登上甲板

上去痛快麼？我又氣又羞，臉都變了顏

色，卻不敢發作，只好縮回到剛才的角

落裡，繼續想自已的心事……那低翔於

雨中的鷗鳥，勇敢的搏擊者呵，你們的

翅膀已經淋濕了，還能飛多久呢？我暗

暗埋怨，人不如鳥幸運，人沒有會飛的

的翅膀在如洗的天空中作自由的翱翔，

可我娘還是把我比作小鳥，我娘說，小

鳥翅膀長硬了還戀著老窩兒，沒啥大出

息哩！要飛就往亮地方和高枝上飛；我

娘還說，其實老鳥都不捨得自已的小鳥

飛走，老鳥不忍心讓小鳥跟自已一樣地

過著貧苦的日子，蒙受一段灰色的人

生，就說自已沒有法子不讓小鳥飛走，

就硬攆著小鳥一隻隻飛遠了。

遠行的人，擠在一條客船上，一

路波浪翻捲一路風雨飄搖，現在，我

最貼身的也就這只鼓鼓的行囊了，我將

行囊摟在懷裡，想念著在鄉下種田的我

娘，我困得要命，可就是睡不著。 

冰原
王誦詩

沿 著 河 堤 ， 朝 東 走 ， 這 條 大 河 靜 止

了，一條晶瑩的玉帶，不像夏天，河水湯

湯，是流動的，眼前是凝固的冰面，長長

的，一直通到入海口。一艘艘漁船凍在河港

的冰面上，大概是睡熟了吧，卸去了勞累和

繁忙，靜靜地，一船的安謐，只有船頂旗桿

上的彩旗，獵獵飄著，零下十多度的天氣，

西北風，也在割鼻割耳。

多年不遇的寒冷，多年不遇的奇觀，

這就是冰原了，面朝大海，不是春暖花開，

而是冰原花開，沿著海邊，從南往北，望不

到頭，幾百米寬，亂瓊碎玉，白花花的一

片，陽光在上面閃耀，也還有些寒氣。我是

沒見過冰原的，這是平生中的第一次，只有

在這個冬天，只有在這個海邊，實實在在地

看到了冰原，能和南極北極的冰原相比嗎？

我不知道，但也是大同小異吧。

我眼前的冰原並不寂寥，一群群的叫

不上名字的海鳥，每群都有幾百隻，不時地

從冰原上掠過，有的群鳥累了，就落在冰原

上，不遠處，我看見它們，不住地用喙在啄

著冰面，難道冰原上還有小魚小蝦嗎，抑或

是出於本能？

我想走下海堤，到冰原上走一走，沒

到過南極北極，這也和到了南極北極一樣，

享受一下冰原的美感，可是不行呀，遠處來

了海水，漲潮了，嘩啦啦地一片聲響，有一

艘漁輪，從青口港開出，迎著潮水，劈波斬

浪，曳著輕煙，向遠方駛去，一望無際的海

面，遠去的艘漁輪好像靜止不動，但越來越

小，最後成為一個黑點，從視線中隱沒。

時間有一會了，潮水漲滿了，大海滿

滿當當，湧動著，吞沒了冰原，眼前白茫茫

的一片，我有點惋惜，惋惜不見了冰原奇

觀。

冰原難道就這樣消失了嗎，我在等，

等潮水慢慢退去，我一喜，冰原又顯現了，

只是有的地方坑坑窪窪，斑斑斕斕，這是海

水侵蝕的結果，那些坑坑窪窪裡，貯留一些

海水，在這零下十多度的天氣裡，不一會就

要結冰的。漲潮退潮，冰原挽留的海水，天

氣寒冷，不一會就結冰，冰面漸厚漸大，形

成一片銀灘，蔚為奇觀。

這是特殊的年份，持續乾旱，持續寒

冷低溫，形成了海邊的冰原。海邊的漁民告

訴我，有幾十年了，沒見到過這樣大面積的

冰原，也是一道風景。

紫霞湖的冬天
耿耿

紫霞湖位於南京城外的紫金山中。每至炎夏熱不可耐，便有無

數少男靚女蜂擁於湖中消暑，泳裝爭奇鬥艷，如若池塘戲鴨，熱鬧

非凡。待幾片落葉飄下秋天，就只能偶見一兩對相偎的情侶了。入

冬更是稀少人跡，故紫霞湖冬日之美，恐是鮮為人知。

去紫霞湖必由明孝陵走一段石徑。路不甚遠，著釘皮鞋行之

為佳。鞋跟叩擊徑石，清音脆回，別趣於古城夜深之幽巷。石徑在

茂密林間蛇行蜿蜒，兩邊多位蒼松翠柏，遮天蔽日。是時山外已是

蕭殺慘淡，山內卻終日紫氣氤氳裊繞，蓊鬱無減。有風至山頂順坡

而下，輕濤如鷹，沿山勢起伏飛翔。而你居於濤內，只聞其瑟瑟有

聲，莫覺絲毫寒冷。

行步數千，密林豁然中開，陽光朗照。一方藍帕似的天空靜飄

幾絮流雲，與峰巒一齊落入湖底，悠哉，游哉，似動，非動。若趕

得早，湖面有冰結如鏡。待太陽爬過山來，猶如一碩大火球在冰上

溜滾，折射無限光芒。

湖水清澈澄碧，絕無雜草浮物滋生。若欲淺吸微飲，則釅醇

爽口，頓覺目明心清。我每歸必取些於家煎茶，勝自來水於百倍。

感歎不在此設一酒廠，汲取天地之靈味，必得佳釀譽靡於天下。當

然，夏日為少男靚女們撲騰過的湖水，又當別是一番滋味了。

湖面呈不規則矩形，寬約五、六十步，長約二、三百步。岸

邊皆有緩坡，尺餘許淡黃枯草如被盈鋪。可坐，可臥，無不信然由

之。環山林中，有鳥避冬於此，不時飄來陣陣婉轉啁啾，如歌如

訴，興你隨韻踏詩行文。更有陽光如一面溫暖的手掌，撫你湧動春

情，忘卻身置嚴冬之寒。

紫霞湖附近原有定林寺，古時香火極是鼎盛，堪稱佛家一片聖

土。宋代詩人王安石曾讀書於此，辟書齋名為「昭文齋」，由書法

家米芾題寫。因年久失修，定林寺幾經興廢。如今在定林寺原址上

建了座「王安石紀念館」，取名「定林山莊」。據講解員介紹：紀

念館內陳設都依照原樣仿製，其建築是一組曲廊圍合的三進殿堂式

庭園仿古建築群。

大詩人陸游也在定林寺留下了足跡和字跡。陸游的爺爺陸佃

是王安石的學生，陸游對王安石的人品尤為敬重。陸游在滿懷愛國

熱情卻報國無門、仕途受挫之時，冒著淅淅瀝瀝的秋雨來到定林寺

拜訪王安石，探尋偉人在世間的留痕。望著昭文齋裡懸掛著的王安

石栩栩如生的畫像，陸游心潮澎湃、思緒萬千，起筆留字。五年之

後，陸游再游定林寺時，定林寺已是殘垣斷壁，而陸游的題字已被

人移刻到了石壁之上。如今在紫霞湖旁的山石上，依然可以見陸游

摩崖石刻。

在紫霞湖北岸邊的半山坡上，有座亭，名曰：正氣亭，是蔣介

石中正先生為自己選的墓址。此亭乃用鋼筋水泥製造，為方形，不

算高大，卻很顯眼。蔣介石認為，此地比中山陵低，比明孝陵高。

紫霞湖的東邊是東郊賓館，八十年代以前叫：東郊招待所。招

待所由荷槍實彈的軍人把守，那可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毛

主席在南京的居所之一。據說東郊賓館裡不僅有毛主席居住過的小

樓，還有劉少奇等領導人居住過的小樓；當然，江蘇省和南京市的

領導，也是這裡的常客。如今東郊賓館早已對外開放，只要有錢，

誰都可以享受和領導相同的待遇。

在東郊賓館的院裡有個大洞，原本叫：朱湖洞。也是道書中所

說「第三十一洞天」此洞口常年紫氣繚繞，洞中刻有許多神像。元

末道士周巔曾在洞中修行，朱元璋的軍師劉伯溫是周巔的徒弟，朱

元璋登基後封周巔為紫霞真人，朱湖洞改名為紫霞洞了。紫霞洞水

流出一片湖泊，紫霞湖因此而得名。

有人說：紫霞湖是虎牌萬金油的創始人胡文虎，一九三五年捐

款國幣7萬元建造的，胡文虎是新加坡華僑。當時總理陵園管理委

員會為解決陵區用水困難，修建的水庫，水面約近70畝，年蓄水量

在22萬立方米，就是紫霞湖。

無論紫霞湖是怎麼由來，反正這裡是一片寂靜清雅之地。每至

星期與節假休息，不耐城中俗事喧囂，常邀一兩投意文朋詩友，抑

或獨自帶些酒食，捧一冊《莊子》或一集《桃花源詩》，或讀，或

飲，或沿湖濱小步，在此美美消受人生。

如遇碧空飄雪，更是天賜異美臨至。聽片片飄落之音覆沒世間

萬千斑斕之色，立於天地一方無暇勝境，有奇書於上蒼鋪展而下，

令你久讀不厭，樂而忘返。

台灣是如何成為華語流行音樂重鎮的？
——專訪華語「詞壇泰斗」莊奴之子黃浩然

中新社北京1月17日電　華語流行音樂是在全球華人世界

中廣泛傳播的音樂類型，很受聽眾歡迎。華語流行音樂是如

何產生和發展的？有哪些獨特性？台灣為何會一度引領華語

流行音樂的發展？如今又遇到哪些問題？

近日，華語「詞壇泰斗」莊奴之子黃浩然接受中新社

「東西問」專訪，詳述了華語流行音樂的發展脈絡，並重點

分析了台灣成為華語流行音樂重鎮的原因。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在您看來，華語流行音樂基本的發展脈絡

是怎樣的？

黃浩然：就我的理解，20世紀初，中國有志之士致力于

救國圖強的教育改革，「學堂樂歌」隨著新式學堂的建立而

興起，開創了中國新音樂心智的先河。

當時多以簡譜記譜，曲調多來自日本、歐洲及美國，以

中文重新填詞。沈心工、李叔同、李抱忱等為「學堂樂歌」

的代表人物，《春遊》《送別》《念故鄉》等歌曲至今傳

唱。

在1930年代的上海地區，結合電影工業的音樂娛樂產業

蓬勃發展，融合了西洋爵士樂、古典音樂、華洋民族歌謠旋

律的海派「時代曲」應運而生。

黎錦暉、賀綠汀、劉雪庵、聶耳、冼星海、陳歌辛等音

樂家的作品，經周璇、白虹、吳鶯音、龔秋霞、黎明暉等人

的演繹而傳唱，《毛毛雨》《秋水伊人》《天涯歌女》《何

日君再來》《夜來香》《重逢》《玫瑰玫瑰我愛你》等成為

熱門流行歌曲。

20世紀50至70年代，「時代曲」的基地由上海轉移至香

港。以姚敏、李厚襄、陳蝶衣、王福齡、李雋青、顧嘉輝、

馮鳳三等為代表的音樂人，與姚莉、白光、潘秀瓊、顧媚

等歌手，結合歐美、南洋風情，及粵地文化、影視產業發展

等，創作出許多膾炙人口的經典作品，包括《不了情》《情

人的眼淚》《一見你就笑》《未識綺羅香》《今宵多珍重》

《南屏晚鐘》等。

而1949年前後，分流至台灣的軍旅、文化音樂人，如周

藍萍、關華石、莊奴、左宏元、李鵬遠、慎芝、孫儀等，將

「學堂樂歌」與上海、香港「時代曲」帶到了寶島台灣，經

歷了約10年左右的軍政嚴管、閩南當地文化適應時期後，台

灣于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進入了影視音樂產業的民間社會全

面發展階段。

 中新社記者：台灣為何會一度引領華語流行音樂的發

展？如今台灣的華語流行音樂發展遇到了哪些問題？

黃浩然：在我看來，台灣一度引領華語流行音樂發展，

其優勢在于文化兼容並蓄、傳承創新、多元包容，同時又有

良性競爭。

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台灣，除了軍政主旋律音樂

流派，民間音樂主要以大陸、香港來台的音樂為主流音樂元

素，並結合日本的演歌、閩南歌謠、山地歌謠等，亦有西洋

流行音樂融合其中。應社會穩定與市場需求，台灣的流行音

樂也開始了原創發展。

當年由大陸遷台的精英人才，融合了西洋與東洋包羅萬

象的音樂風格。1962年，台灣首個電視演唱綜藝節目《群星

會》推出，該節目由上海渡台音樂人關華石與夫人慎芝共同

製作，以甄妮、白嘉莉、鄧麗君等為首的知名歌星，陸續推

出經典作品；同時，由于唱片演出市場的發展及官方「智慧

財產局」、民間著作權人協會陸續成立，並結合相關規範的

確立等，加上有東南亞、香港及海外華人市場為後盾，華語

流行音樂在隨後迎來文化自覺與國際融合的輝煌時期，並奠

定下紮實的良好基礎。

20世紀80年代，台灣迎來全球化的發展機遇，經濟、文

化高度國際化，流行音樂產業蓬勃發展、百花齊放。滾石、

飛碟等大小唱片公司成功打造了市場品牌，推出了如羅大

佑、李宗盛、周治平等具有代表性的全才型歌手、製作人，

不管是個性化的發展，還是流水線的製作，都做得比較成

功。

台灣人口2000多萬，但單一流行音樂專輯在當時可以賣

出百萬的正版銷量，這也吸引了國際唱片公司的高度關注。

這些公司隨後瞄準了改革開放後的大陸市場，結合國際資

本、版權、運營等，使台灣的華語流行音樂人才的創作和機

遇更上一層樓，臻于國際水準，也自然迎來了20世紀90年代

至21世紀初的產業「大爆發」。

在2000年前後，周杰倫等新一代台灣流行歌手出現，大

約在同一時間段，互聯網高速發展、「Z世代」（一般指1995

年至2009年間出生的人群）崛起。

在資訊「爆炸」氾濫、社群認同渴望增強、碎片跳躍

式審美觀的影響下，全球流行音樂呈現出「流行無界限」的

趨勢，再加上世界範圍內的文化趨同性、快速消費觀的出現

等，流行音樂內容逐漸出現難以沉澱的現象，華語流行音樂

也難免受到影響。

而台灣由于受到「自我邊緣化」等政治文化的影響，市

場審美出現「自戀式內卷」，雖然音樂元素仍然很多元，但

缺乏更大的國際視野去看到不一樣的東西，也就無法引領更

大規模的市場流行。

 中新社記者：與西方流行音樂相比，華語流行音樂的獨

特之處在哪裡？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中華傳統文化影響？

黃浩然：華語流行音樂的獨特之處在于「文辭與音

韻」。我們中國的方塊字，有別于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的拼音

組合字母，是單字單音、重音多義，組合而成的字意、詞

藻、語境，為旋律填上符合情感、意境、音韻的歌詞，這是

華語流行音樂獨特于世間的要素。

如今我們談及華語流行音樂，一般以西洋流行音樂做對

照，殊不知，作為歷史不到百年的音樂流派，華語流行音樂

是上承傳統戲曲、唐詩、宋詞、元曲，更遠可溯源自漢賦、

楚辭、樂府、詩經。

自古以來，以文辭入律、吟唱詩歌，是中華音律文脈

的正統。譬如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其中《風》記

載了周代各地民間傳唱的歌謠，等同于現在的民歌、流行歌

曲；《雅》是周人的正聲雅樂，等同于現在的古典音樂、絲

竹民樂；《頌》則是周王庭和貴族宗廟祭祀的樂歌，類似于

如今的主旋律歌曲。

值得一提的是，台灣作家瓊瑤和音樂人林家慶的作品

《在水一方》，就是援引自《詩經》。

另外，唐詩以「河洛雅音」吟誦詠嘆；宋詞以「詞牌

名」填詞合樂，為華夏文化書寫燦爛篇章。由孫儀與翁清溪

創作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寄託了「千里共嬋娟」的美好

思念，亦是如今華語流行音樂的經典作品。這首作品之所以

傳唱，也正因為它體現了中國亙古不變的人文審美與獨特的

浪漫懷想。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華語流行音樂的未來在哪裡？

黃浩然：隨著互聯網音樂平台以及更新的流媒體音樂時

代來臨，多元文化更加融合，國際格局的變動、生活節奏的

加快等，也都在影響著華語流行音樂發展。

有人悲觀地指出，互聯網時代以來，以大數據為引領導

向的華語流行音樂，在短視近利的資本市場驅動下，再難有

經典雋永的佳作，但我不這樣認為。在我看來，如今中華文

化復興、民族自信昂揚，華語流行音樂的新時代可以說是剛

剛開啟。

華語流行音樂要繼續向前發展，需要從溯源紀實、審美

教育、傳承開創等各方面齊頭並舉，立論述、開民識、積創

作、規市場，在融媒體新世代的傳播浪潮下，繼續傳承「中

華音律文脈」。

可能沒有多少人知道《玫瑰玫瑰我愛你》是第一首走出

國門、後被改作為英語流行歌曲《Rose rose I love you》登上

美國大銀幕的電影歌曲吧？

而為大家所熟知的《甜蜜蜜》，則是由印度尼西亞歌謠

《劃舢板》變化，經由莊奴與鄧麗君的通力合作，如今成為

國際語種版本相當多、全球傳唱度超高的華語流行音樂代表

作。

這些都說明，看似短小精練的流行歌曲，有別于影視產

業大手筆製作投入，僅僅需要口耳相傳、心領神會，就能夠

無遠弗屆、世代相傳。這種文化融合與投入產出的性價比，

是十分值得的。

美好的流行音樂，應該是雅俗共賞、老少咸宜、寓教于

樂。我建議，要繼續擴展華語流行音樂產業的領域，在大眾

商業市場中，將創作進一步細分化、專業化，並進行深耕式

企劃經營。在鼓勵原創音樂的同時，也要溯源審美、沉澱包

容、臨摹借鑒。在擁有虛心的精神、紮實的功底和開放的心

胸後，才能夠聽到更多美好的音律，吟唱出更寬廣的人間天

籟。

華語流行音樂的精髓在于歌詞的意境，以及中華文化中

的浪漫思想，不管是大陸、台灣還是其他地區的華語流行音

樂，要傳承的恰恰是這個方面，而不是過度注重音樂製作、

演唱技巧，在我看來，這會出現本末倒置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