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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音乐作品层出不穷，但是能
够真正引发我们深思并触动我们内心
的却并不多见。而《生命至上》这首歌，
却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真挚的情感
表达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其中的
佼佼者。它“用音乐触动生命的琴弦，
用歌声唱出生命的意义”！它不仅仅是
一首歌，更是一种对生命意义的深沉
追问，是对人生价值的深刻反思。

《生命至上》由才华横溢的杨文国
先生作词，音乐才子刘乐权先生作曲，
两者的完美结合使得这首歌曲在网络
展示之初就备受瞩目。歌曲以F调为主
调，通过清新脱俗的旋律和感人至深的
歌词，将生命至上的主题表达得淋漓尽
致。生命至上，意味着我们尊重每一个
生命的独特与尊严。无论贫富贵贱，无
论强弱智愚，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珍视
和呵护。我们倡导平等与包容，反对歧
视与压迫，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在阳光下
自由呼吸，展现其独有的光彩。

《生命至上》的歌词充满了深刻的
思想内涵和真挚的情感表达。在歌词
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作者对生
命的敬畏和对人生的思考。歌词中蕴
含着许多深刻的意象和隐喻。例如“世
上从来没有活神灵，幸福生活全靠俭
和勤”这句歌词，以生动的比喻揭示了
迷信的虚无和幸福的来源。它告诫我
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用勤劳和智

慧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从技
法上来说，这是通过生动具体的描绘
和抽象深刻的哲理相结合，将生命的
宝贵、时间的流逝以及追求真理的艰
辛展现得入木三分。

“文到巅峰是自然。”杨文国先生
通过平实、自然的语言，将生命的多样
性和情感的丰富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没有过多的修饰，却足以让人感受到
生命的厚重和深沉。每一句歌词都仿
佛在诉说一个关于生命的故事，引领
我们走进生命的深处，去探寻那最真
实、最纯粹的部分。

从音乐性上来说，《生命至上》是一
首优美大气的主旋律歌曲。它的旋律线
条流畅而富有变化，既有大气磅礴的乐
句，也有细腻柔情的片段。这种旋律设
计不仅使得整首歌曲在听觉上给人以
极大的享受，更能够准确地传达出歌词
所要表达的情感和思想。在和声方面，
作曲家巧妙地运用了各种和弦进行和
声编配，使得整首歌曲的和声色彩丰富
多变。尤其是在高潮部分，通过和声的
巧妙变化，将歌曲的情感推向高潮，给
人以极大的震撼和共鸣。

《生命至上》的节奏设计同样精
彩。整首歌曲的节奏感十分强烈，既有
规整的节拍，也有自由的律动。这种节
奏设计不仅使得整首歌曲在听觉上更
加丰富多彩，更能够准确地配合歌词

的情感表达，营造出一种既激昂又感
人的音乐氛围。

总体来说，《生命至上》的音乐与歌
词之间形成了完美的呼应和互补。旋律
的起伏变化与歌词的情感表达相得益
彰，使得整首歌曲在听觉和情感上都给
人以极大的震撼和共鸣。同时，和声、节
奏和编曲等音乐元素也与歌词的主题
思想形成了巧妙的呼应和对比，使得整
首歌曲在思想内涵上更加丰富多彩。

曾经听一位音乐前辈说过：“真正
的好歌应该像一扇窗，让听众窥见歌
曲深处的情感和故事。”《生命至上》正
是这样一首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独特
艺术魅力的成功之作，它让我们通过
这扇窗，得以窥见词曲作者共同用音
乐触动生命琴弦的无限深情。

音乐，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它可以
穿越时空，触动人们内心最深处的情
感。在这首歌曲中，我们不仅能够感受
到音乐的美妙，更能够领悟到生命的
真谛。它教会我们珍惜每一个瞬间，善
待自己和他人。只有在关爱与互助中，
我们才能够共同迈向美好的未来——
正如歌曲的结束句所说“让文明脚步
铿锵前行”！

《生命至上》不仅是一首歌曲，更
是一份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它提醒
我们：生命只有一次，我们应该珍惜
它、爱护它，让它发出最璀璨的光芒。

闻香析艺

用音乐触动生命的琴弦
——喜听新歌《生命至上》

周栩可

四，春联要姓“这”。
张贴的春联，最好能反映

出户主的特点，包括地域、职
业等，真正能够体现出“这一
个”，而不是“那一个”。不同的
人家、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身
份，都会有不同于他人的祈望
与祝福。例如，农民喜欢贴“牛
马成群丰裕户；猪羊满圈小康
家”之类春联，酒馆爱贴“李白
问道谁家好；刘伶回言此处
高”之类的春联，商家店铺钟
情于“财源滚滚随春到；喜气
洋洋伴福来”之类春联。而张
贴“春来也鱼龙变化；时至矣
桃李芳菲”的，可能是教师之
家；张贴“不叫白发催人老；更
喜春风满面生”的，可能是理
发店；张贴“梅竹平安春意满；
椿萱并茂寿源长”的，主人家
肯定双亲俱健在。

古今通用的春联还是不少
的，现代很多人还喜欢选用比
较经典的古联。不过，在选用时
务必慎重，一定要把古联理解
透彻，更不能食古不化。现在有
很多人都喜欢将郑板桥的“春
风放胆来梳柳；夜雨瞒人去润
花”拿来用，觉得这副联写得很
雅致，比拟手法相当精道，文学
性比较强，而且是大师手笔，是
无可置疑的妙联。但因为不能
理解这副对联中的“微妙”而闹
出笑话。其实，这是郑板桥为青
楼题写的春联。

五，春联要姓“正”。
好的春联承载了中华民族

的价值追求，能起到教化民众
的作用，比如“人无信不立；天
有日方明”“传家有训唯存厚；
行事无奇但守真”等。

如下边这副古春联就很
特别：“里有仁何须木铎；思无

邪不用桃符。”住的地方，邻里
之间以仁为标准，就不需要礼
教的制约；如果思想没有邪
念，就不用挂桃符在门口辟
邪。这副春联正好体现了春联
姓“正”的特点。我们弘扬春联
习俗，就是要通过春联大力弘
扬正能量，让春联的教化作用
发扬光大。

六，春联要姓“俗”。
毫无疑问，春联承载的是

民俗，自然要姓“俗”的。写春联
要特别注意当地的风俗，切不
可为了创新而写入有违风俗习
惯的词语或句子。如要避免使
用“不吉利”与低俗的字、词。

“俗”的另一层意思就是通俗，
要善于用通俗的语言，创作高
雅的春联。切忌联语生涩难懂，
趋异猎奇，追求“高大上”而不
接地气。

应合理运用大众化的语言，
创作老百姓喜闻乐道的春联。

七，春联要姓“书”。
一副好“春联”，是集思想、

书法、文学为一体的艺术作品。
中国书法是造型艺术，是无声
的音乐、纸上的舞蹈。书法通过
线条美，使春联如虎添翼！

不过，书写春联的书法与
通常的书法创作是有所不同的。
写春联的字体大多以行书、隶书
和楷书为主，因为这三种字体工
整端庄，雅俗共赏，与对联的对
称审美比较协调，而不宜用草
书、篆书和甲骨文等。另外魏碑、
瘦金体也不宜使用，主要是有些
人忌讳这个。在一副对联中，书
体也要规范，行书、草书和楷书
不能混杂。正文的字体大小要相
差无几，字体写多大，字与字之
间的间距留白多少，这些都是需
要注意的。

总把新桃换旧符
——春联创作要点（下）

邹宗德

与普通民居联不同，“行
业春联”既要表现新春的喜
庆，也应切合行业的特点。毕
竟，“切”，也是楹联的基本要
求。譬如某军营的春联是：“立
功喜报添春色；卫国勋章耀草
堂。”就非常“切”。又如上个牛
年时，笔者为某证券公司撰联
云：“春到千江涨；律回四海
牛。”颇受欢迎。

近日，笔者在某校浏览
了一些春联，其质量让人大
跌眼镜。

该校所张贴的数十副春
联，绝大多数是从商店买回的
成联。如什么“平安喜乐年年
好；大吉大利事事顺”（下联七
字全仄），什么“五福临门家富
贵；万事如意人吉祥”（下联平
仄失替），等等，问题不一而足。
一副平仄基本符合要求的“一
年好运随春到；四季财源顺意
来”，又因为“一年”与“四季”，
以及“到”与“来”合掌而犯了对
联大忌。其他不规则重字的、上
下联尾字同平或同仄的、上下
联贴错位置的，比比皆是。校园
张贴这样的春联，实在是有辱
斯文。

那么，作为校园春联，该怎
么写？

笔者今年应邀为高二年级
的学生写了一副春联：“物我同
新，今日东风苏桂苑；寸分皆
惜，明年吾辈跃龙门。”联中，

“物我同新”“东风”“苏”（使动

用法，使苏醒）紧扣“春”字做文
章；“桂苑”，栽有桂树的林园，
本指科举考场，借指学校；下联

“寸分皆惜”，用“禹惜寸阴，众
人当惜分阴”的典故，鼓励学生
珍惜时间，努力学习；下句点明
原因，“明年吾辈跃龙门”。切
时、切地、切人、切事，既洋溢着
吉庆和喜气，又充满了期待和
激励，这才是校园春联题中应
有之义。

近年来，笔者几乎每年都
要为学生写春联，以申其气，以
励其志。如鸡年为新航中学撰
联：“金凤啼红，江花盛赞校园
美；春潮涨绿，资水欢歌航路
新。”又如通用联：“元日曈曈，
已减寒流七分冷；春华灼灼，信
知硕果满园香。”总是尽量从

“四切”的角度入手，体现出校
园春联的特色。

上述校园张贴的春联之
所以出现如此窘况，原因是
多方面的。一是春联市场较
混乱，许多厂家印刷的“精神
食粮”不合格；二是部分教师
惰性思想作怪，总是只想用
现成的楹联装点门面；三是
传统楹联文化存在断层，对
于楹联知识，即便是一般的
知识分子都两眼一抹黑，更
遑论普通百姓。

由此可见，楹联文化的传
播，联律知识的普及，既迫在眉
睫，又任重道远。
（钟九胜，资江潮诗联会讲师）

“校园春联”该怎么写
钟九胜

此俚语本义是指把缸子放在肩膀
上搬运。须送人情时，既没有现钱封礼
金，也没有合适的物品可赠送，于是就
在礼帖（红包）中的签子上写上礼金多
少元而不放现金，在现金数后面的括
号内注明“后补”二字，此即“掮缸子”。

一解释本俚语的意思，现在的年
轻人一定会觉得好笑和不可思议。第
一，莫说见过，听都没听说过。还有送
人情赊账的，有这么穷吗? 第二，没
有钱就不要去送人情呀！现代人与人
交往也较现实，没有钱谁稀罕你送人
情呀，礼金封少了都不高兴。过去的
人，特别是农村，亲戚、邻里之间注重
交往情谊，谁家有红白喜事，不论礼金
多少，你来了就是看得起东道主，不来
就是不给面子。所以，武冈才有“轻重
是个礼，长短是根棍”的俚语，又有“人
到礼到”之说。

“亲不亲，萝卜八分钱一斤”

不管你是亲戚，还是不是亲戚，到
我这里买萝卜都要八分钱一斤。此俚
语常用来指，商品买卖不讲亲情。

“勤脱勤着胜如吃药”

根据天气的冷热变化经常增减
衣服，能预防疾病的发生，这比生病
后吃药好得多。此俚语常用来提醒
人们要注意，不要因为懒于衣服的
穿、脱，使自身因过冷或过热而招致
病痛。

“荞麦畬里打死人”

关于此俚语，有个有趣的故事。据
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农民的儿
子考上了城里的学校。读了两年书之
后，此人穿得体体面面回到家里度假。
其时，其父亲正在地里劳动。他跑去与
父亲相见，寒暄几句后，指着旁边地里
正开着小白花的红秆子作物，用不太标
准的普通话问：“这红梗梗开白花的，是
什么呢？”“你这个鬼崽子！”父亲看到儿
子的穿着就不顺眼，听到儿子说话的腔
调就不顺耳，再听到儿子这么一问就气
不打一处来——你才出去几天，讲着不
洋不土的话，之前亲自耕种过的东西居
然说不认识！父亲扬起锄头就要打儿

子。儿子吓得撒腿就跑，边跑边喊：“救
命呀，荞麦畬里打死人了！”

本俚语常用以讽刺、批评那些“土
气”未脱，就惺惺作态装“洋气”、高贵
的人。

这是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
那人是知道“红梗梗开白花”的是荞
麦，但为什么之前要假装不认识？无非
是想表明：“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
我了，你看我穿着体面，还能讲官话
（武冈老百姓之前将普通话叫官话）；
如果我还认识这些农作物，就不能显
示出我的高贵了！

“青蛙吃萤火虫——肚里亮”

萤火虫被吞到青蛙肚里短时间
内不会死亡，所以还能闪光。青蛙肚
皮薄，且肉系半透明体。若是发生在
夜晚，自然能看到青蛙肚里萤火虫
闪烁的光亮。此俚语常用来批评那
些做了坏事还不认账的人：自己做
过的坏事，自己心里比谁都清楚，不
要等别人讲出“点对”（具体细节和
证据）来。

（许文华，武冈市作协会员）

俚语赏释

“ 掮 缸 子 ”（外四则）

许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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