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民谣谣里里看看今今昔昔 儿时童谣

王美兰

记得小时侯，妈妈哄我和弟弟睡
觉时，边拍打边轻声地、慢慢地向我
们述说着各种儿歌，有时也在哄我们
玩耍时述说。这些儿歌生动、形象、风
趣、朗朗上口，极易记忆。现忆录几
段，将此草根文化奉献给大家。

割大锯
呲嘎，割大锯，
割姥姥家大槐树。
破到板，做到船，
载着宝宝上江南。
买红布，买绿布，
留给宝宝娶媳妇。

唱歌
芝麻秸，烧热炕，
爹爹打板妈妈唱。
妈妈唱得不好听，
爹爹唱得老驴声，
孩子唱得连花带爆仗。

动物祭
小叭狗，戴铃铛，
他妈妈死在南茔上，
蝈蝈哭，蚂蚱叫，
山草绿，来吊孝，
沥沥拉拉排一道。

俊人
小叭狗，扒南门，
一扒扒个聪俊的人。
点点脚，红嘴唇，
说起话来爱死个人。

摇篮曲
嗷哇嗷，嗷哇嗷，
小孩睡大觉。
小孩睡，盖花被，
小孩哭，
爹爹上街给你买个小老虎。

罗锅
罗锅桥，罗锅湾，
罗锅骑驴看不见天。
罗锅上山羊啃草，
罗锅下山腚朝天。

去姥姥家
跌打跌打，上姥姥家。
姥姥不给饭吃，
鸦雀窝抠个蛋蛋吃，
烧也烧不熟，
煮也煮不烂，
急得宝宝一大头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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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烟生

我们这一代人，是听着父
母唱的歌谣，唱着父母教唱的
歌谣长大的。小时候住姥姥
家，吃罢晚饭，坐在热炕头上，
姥姥扯着我的小胳膊，一边一
前一后地晃悠着，一边瘪着没
牙的嘴唱：
扯大锯
拉大锯，扯大锯，
扯倒姥家大槐树，
姥家疃里唱大戏，
搬闺女，接女婿，
小小外甥你也去，
鸡鸭鱼肉没得吃，
地瓜片片撑死你。

我随着姥姥的节奏，咿咿
呀呀学唱。姥姥的歌谣里蕴含
着对小外甥的慈爱，对闺女、
女婿挂念，特别是最后两句

“鸡鸭鱼肉没得吃，地瓜片片

撑死你……”你想：在“瓜菜代
粮”的日子里，能吃到烀得焦
黄饹馇的玉米面大片片，特别
是那刚烀出来白皮红瓤地瓜，
煮熟后稀软，表皮溢出一层焦
黏金黄的地瓜油，香甜如蜜，
足见我是姥姥的心肝宝贝了。
传统歌谣就这样烙印般刻进
我的脑子里。

昨日，到珠玑社区办事，
路经居民区，忽听有一老一少
坐在石凳上唱新版《扯大锯》
歌谣，驻足细听，通俗易懂，朗
朗上口，押韵好记，很有趣味：

拉大锯，扯大锯，
扯到姥家梧桐树。
姥姥楼上唱大戏，
电视机是液晶的，
放映京剧红灯记。
女婿驾着冒烟的，
闺女外甥一起去。

姥姥见了抿嘴笑，
下厨点燃液化气。
鸡鸭鱼肉不爱吃，
地瓜片片尝稀奇。

新版《扯大锯》歌谣，将
“扯倒姥家大槐树，”改为“扯
倒姥家梧桐树”，我想一定是
应了那句俗话“家有梧桐树,招

来金凤凰”，下面短短八句更
是简单明了，从居住条件、交
通工具、厨房革命、饮食品位
等方面，说明改革开放后的平
民百姓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
由此可见，生活就是艺术创作
的源泉，真正的艺术家就在民
间。

长岛民谣的湮没

马永昆

民谣曰：“长山岛三件宝，
海带房马莲草，打火火石不用
找。”上世纪50年代长岛渔村
皆是海带草房，马莲草最多的
庙岛山前村，村里村外大街小
菴走路都要寻空下脚，马莲草
一是端午节包粽子用，二是用
于串鱼扎菜等多种用途，除了
本岛使用，还批发到蓬莱市
场。弹指间60年过去，在长岛
找幢海带房已经很难了。新乡
村建设后，村内的马莲草己经
是绝迹了。至于打火石，新一
代人完全是一头污水，解放前
贫穷的渔、农村，买不起或买
不到“洋火”，只能用黄草纸卷
成大拇指粗，一头用火烧出灰
状，然后用火镰对看火石击出
火星，火星落到纸灰上，达到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效，然
后用口吹出火焰再点燃到柴
草上煮饭。讲起来这一“凿木
取火”之技当可以称上世界文
化遗产了。

改革开放之初，新华社记
者首次在暸望周刊上推出长
岛专稿，文中一首民谣流向全
国“长岛县小而精，一条马路
六盏灯，一个喇叭听满城，一
条客船常避风，一辆客车长跑
空。”仅仅又过去30年长岛又
怎么样了呢？当然她还脱不了
一个小字，然而她却变得更精
致了，更丰满了，更和诣更丰
富了。城区扩大了30多倍，新
增马路30多条，绿化美化率达
56%，城在林荫下，楼在花卉
中，特别是新开辟了环海游览
路，路路相通悠然入南山，山
光水色，尽收眼底，烟波浩淼
碧澄，入夜，灯火辉煌璀璨，如
海上明珠。六盏灯年代，长岛
只一座小小火力发电厂，如今
新进。80台风力发电机，与国
家电网相联，年用电量增长一
万多倍。昔日一条客船，六级
风就得停航，如今有客船30多
艘，最高可抗8级风，从早5：30

到晚8：30，每20分钟开出一班
船，出入十分方便。客车己达
到村村通，出租车300多辆，随
时都可招手而行。一个喇叭时
代，长岛是有线广播站家家挂
着喇叭，如今长岛县电视台可
自制节目，家家要有一二台彩
电，可随时收看长岛新闻和全
国各地电视节目。当年高竿上
的那个喇叭，可收入博物馆
了。我的孙辈，对一个喇叭听
满城一说甚为不解，须费很多
口舌才能使他们明白一二。

刘志坚

我的外祖父王连宝，是蓬
莱市潮水镇三寨村人，1883年
生（光绪17年）。1899年（光绪
25年）考中登州府秀才，是当
时蓬莱著名的17岁“小秀才”。
民国时期潮水村就叫镇，一千
多户，村周围还有围墙。“三寨
村”仅离潮水一里。潮水镇凡
办四个先生“典主”仪式时，总
是最年轻的外祖父提笔写祭
文、悼词。他在三寨村义务办
私塾多年。1933年主办潮水镇
五年制女子小学，学生都是不
再包小脚的富裕户家女孩，比
我母亲小10岁的小姨母是第
一批学生。妈妈经常在教室外
听姥爷讲课，课后跟小姨一起
学习，会背诗、唱歌、讲故事、
猜谜语。

1936年10月，妈妈嫁到本
镇衙前村。我的祖父刘师尧

（字绍堂），是有功名的武官
（比武举低一级）。四个儿子，
我父亲最小，三个伯母的娘家
爹都是秀才。平畅河“衙前镜
子铺”、河口“福兴永货站”，在
蓬莱有一定名气。

我这一辈叔兄弟十九
个，我排行老八，五个亲兄弟
一个妹，我是老大。在这个大
家族中，我母亲是妯娌中文
化水平较高的。我生于1938

年3月，从会说话起，母亲就
教我认字、背歌谣、猜谜语、
学唱歌、讲二十四孝的故事
给我听。妈妈对我姊妹六个，
都是这样教育法。还强调必
须听大人的话，要有孝心、尊
敬师长、说话有礼貌；要诚
实，不撒谎，不乱花钱，勤俭
节约；要有让德，不做对不起
别人的事；要有感恩心，不惹
老人生气等等。土改复查以
后，家里生活很困难，父亲常
年在外地做药店店员。我和

弟妹们从不为吃穿花钱打
仗，不做让妈妈生气的事。

许多儿歌童谣，我和弟妹
们都会背。妈妈在看护我们兄
弟五家的十二个孙辈和外孙
中，总把她的老歌遥相传。每
年清明节时会把姥爷教女学
生时写在黑板上的一段话，像
念快板书一样说一遍：“清明
节，好天气，正是星期日，同学
三五人，来到田野里。苦丁菜，
很嫩的，每人拔一把，回家蘸
酱吃。”反映当时反封建，提倡
妇女走出家门，下田干活，男
女平等的背景。

我姥爷是开明绅士，1938

年曾支持三个舅舅参加八路
军抗日，我小姨16岁（1942年）
也参加了抗日，小舅15岁被小
姨领到抗日中学，当年就牺牲
了，日本鬼子的皇庵庙炮台，
就在衙前村南头不足一里处。
小姨1944年前后，夜里经常到
衙前村活动，我大伯二伯家的
大姐、大哥、二哥，及他们的多
个同学，都于1945年底、~1946

年初参加了八路军。我和妈妈
还跟小姨学了不少抗日歌谣。
如：“机关枪，两条腿，专打小
日本！”“手榴弹一根弦，专打
鬼子小炮台！”

在我六七岁时，就会唱
“拿起手榴弹，瞪大两只眼。保
卫家乡民兵个个是好汉。小鬼
一出洞，展开麻雀战，一顿土
枪土炮打他个脸瞧天！”“地雷
呀开了花，天空飞起了大洋
马，鬼子的脑子搬了家。再叫
你抢粮，再叫你烧杀，今天送
你们回老家！”我妈还会唱“解
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革
命歌曲。

2010年农历2月18日，是
母亲95岁大寿，四世同堂的家
族中，有老太的玄孙辈十三
个，这天一百多亲人贺寿。老

人在大家的掌声中，面对扩音
器全文背诵了《白发姥姥》和

《好孩子司马光》，两首较长的
歌谣，而且一字不错，博得了
全场人的喝彩。其实老太对他
身下三辈人的生日，都能记得
清清楚楚。就在这年的农历10

月18日，老人在头脑清楚、毫
无病苦的情况下离开了我们，
成为家族中福寿最高、令人永
远崇敬怀念的老太太。

每年老太的寿诞日，我们
姊妹及后人，总会把老人传下
来的《白发姥姥》、《好孩子司
马光》等歌谣背诵几遍。如今
我的孙辈们也都会背了。她传
下来的不仅是歌谣，而是做人
的德行。现把二首歌谣附后，
与大家分享。

白发姥姥
白发姥姥，点头晃脑。一步一
步，要过木桥。桥高板狭，吓得
心跳。
两腿一软，忽然跌倒。学生看
见，吃惊不小。赶忙上前，扶起
姥姥。
替她拂尘，帮她拾帽。站稳脚
步，搀扶过桥。送她回家，跑步
到校。
先生问他，为何迟到。他把详
情，仔细秉报。先生夸他，很好
很好！

好孩子司马光
花园里，假山旁，许多孩子捉
迷藏。忽然间，不提防，一个跌
进大水缸。
跳不出，爬不上，大家顿时吓
得慌。逃的逃，嚷的嚷，一点没
有办法想。
好孩子，司马光，人又聪明胆
又壮。只见他，急忙忙，搬起石
头砸水缸。
一阵敲，一阵响，大缸砸破开
小窗。满缸水，窗外放，救出朋
友没受伤。

徐庆春

大苹果，二十个，
小青年，怕老婆。
老婆老婆别打我，
我给你哄孩儿刷尿布。

小板凳，卡歪歪，
爷爷摊上个好奶奶。
还擦粉还戴花，
爷爷欢喜得乐哈哈。

鸡屎酱，蘸白糖，
蘸完白糖蘸红糖，
发烧一吃就见强。
敌敌畏，炒鸡蛋，
外加两个原子弹，
保你一吃就完蛋。

你看你个熊样儿，
你牙呲呲儿，
和个脚趾盖儿一样；
你眼珠儿瞪儿，
和个玻璃蛋儿一样；
你头发毛儿杂撒儿，
和个毽儿一样；
你鼻涕啷当儿，
和个鞋带儿一样，

你看你个熊样儿，
你转眼哭，
你转眼笑，
给你个饽饽你不要，
给你个大驴屎蛋子，
你捧着哈哈笑。

你看你个熊样儿，
你彪得都不行了，
你洗脸的水烀耙耙，
你擦腚的棍儿当锅杈。

小小脚脚老老太太和和传传了了五五代代的的歌歌谣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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