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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音乐从《我的祖国》开始，就从中
国千年的诗歌吟唱史中延续了歌唱祖国大好河
山的传统。改革开放以后，随着《阿里山的姑
娘》的流行以及旅游业的兴起，各地都推出了推
广本地旅游的歌曲。20世纪90年代，大家耳熟
能详的歌曲《我想去桂林》就助推了国人的桂林
旅游热。“一首歌唱火一座城”为后来的文旅宣
传提供了范本——比如赵雷的《成都》以慢节奏
而又极具人情味的小酒馆情调唱火了成都，《可
可托海的牧羊人》以“一醉不起”的爱情故事唱
火了遥远的可可托海。因此，今年 5 月 19 日，

“中国旅游日”湖南宣传活动暨崀山文化旅游推
广季在新宁崀山启动，主办方适时推出了文旅
歌曲《浪漫崀山行》。此举，可以看出主办方试
图通过歌曲宣传崀山形象、助力崀山旅游发展
的决心与信心。

歌曲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离不开歌曲本身的
魅力。歌曲的本质是诗乐一体。诗之“言志”

“缘情”的传统与乐之“情动于中，故形于声”的
传统都表明，歌曲的魅力皆源于一个“情”字。

《浪漫崀山行》的词作者李远良是新宁本地人，
在新宁出生成长，在邵阳宣传部门工作过多年，
对故乡崀山有浓厚的家乡情怀。他曾参加脱贫
攻坚战两年多，在崀山帮扶村民脱贫，与村民建
立了深厚的鱼水情。这两种情感在他的心底交
织，如崀山三月的紫云英疯狂生长，让他心潮澎

湃、情不能已。
《浪漫崀山行》紧扣“情”字来深情歌唱浪漫

崀山，包含三个层面：
一是描绘崀山山水之奇美。崀山的由来有

一个浪漫的传说：舜帝南巡，见此处丹霞地貌奇
美，便为此处赐名：“山之良者，崀山。”著名诗人
艾青随湖南省立乡村师范学校在新宁躲避战乱
时，满含泪水写下《我爱这土地》，并由衷感慨崀
山山水之奇美：“桂林山水甲天下，崀山山水赛
桂林！”因此，《浪漫崀山行》通过“好想去新宁，
放飞好心情”，引导我们进入“大美的崀山山
水”：仙境般的崀山八角寨、清澈柔美的夫夷江、
适合漂流戏水的何家湾、“巍然屹立势从容”且
有着传奇故事的将军石、“资南第一峰”金紫岭
等代表性景点依次出现，并通过“牵着阿妹的
手，月下数星星”这种唯美画面，充分展示崀山
的浪漫情调，令人向往。

二是表现崀山民风之纯朴。崀山的好山好
水养育了热情好客的新宁人。歌曲中出现的拦
门酒、腊肉、猪血丸子、血浆鸭、酸辣蕨粑粉、脐
橙等，皆是崀山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与美食，也
是新宁人舌尖上的乡愁。热情好客的新宁人会
用这些特色美食做成“瑶王宴”来招待客人。“瑶
王宴”有开山门迎客、拦门酒、瑶王宴、劝酒歌、
摇摇舞五种仪式，游客在品尝美酒美食的同时
可参与互动。“喝了喜庆的拦门酒，三碗才放行”

“酸辣蕨粑粉，乡愁最牵魂”，当具体的习俗仪式
与美酒美食承载了抽象的情感，歌曲的意境也
随之扩大、升华。

三是歌唱崀山的新山乡巨变。崀山所在地
新宁在4000多年前就出现了大规模的人类活
动。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当地政府就
尝试开发崀山的旅游业，并有意识地封山育林，
保护崀山的绿水青山。崀山于2010年成功列
入世界自然遗产。在贯彻落实党中央精准扶贫
的政策方针以及全面脱贫攻坚的过程中，新宁
县委、县政府因地制宜，大力发展脐橙种植与脐
橙加工产业，种植50万亩脐橙，形成“百里脐橙
连崀山，产业引领促发展”的生态农业格局，惠
及全县近50万人。现如今，伴随着乡村振兴的
春风，崀山的生态农业与文旅康养融合发展，当
地村民收入增加，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千年老
古城，又把春风迎，百里脐橙香，富了咱乡亲”，
生动反映出新宁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绿水青山
醉美，浪漫崀山行”，更是唱出了“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总而言之，好的歌曲，来自火热的生活，来自
深厚的情感。《浪漫崀山行》从崀山山水之奇美、
民风之淳朴、山乡之巨变三个层面深情歌唱崀
山，在宣传浪漫崀山的同时，唱出了新宁人民的
幸福心声，也唱响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主旋律！

（袁龙，邵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浪漫崀山的深情歌唱
——听《浪漫崀山行》有感

袁 龙

邹宗德
首望云霞如凤翥；
鸭田山水似龙蟠。

萧伟群
看槛外青山，古阁幽池，富地曾藏龙

卧虎；
仰同盟义士，南征北战，此间见赤胆

忠心。
夏亦中

撑危局，挽狂澜，独臂斡乾坤，名扬
故邑，涌泉汩汩呼都督；

复神州，争汉上，功勋刊日月，德泽
天涯，石鼓声声勖后人。

黎祜银
虎山蓄势，碧水添娇，闻塘底泉声，

总呼都督；
死守武昌，终成砥柱，仰人中彩凤，

永铸丰碑。
陈建湘

石鼓传奇，青山怀抱，涌泉倒影三重屋；
武昌御敌，铁血拼争，砥柱中流第一功。

段吉宏
冲天一凤；
著史千秋。

朱亮辉
一潭映瓦庐，汩汩灵泉鸣异响；
三代昭青史，铮铮石鼓叩心碑。

袁连华
前水或潜龙，石鼓金声，逢辛亥雷鸣

大地；
后山真伏虎，跳棋飞势，思英雄气贯

长虹。
郭云宜

石鼓涌清泉，碧浪涟漪龙虎宅；
青山腾紫气，丹心素节凤凰台。

王亮
辛亥风云曾照影；
塘湾日月更牵魂。

肖朝辉
石鼓铮铮，斯人已去，怎奏行军曲？
玉泉脉脉，我辈重临，犹存报国心。

颜鸿
数椽风雨，几度沧桑，为有雪髯齐北斗；
半坞烟云，一池星月，以观郎屋照南塘。

陈立田
人凤久归乡，问中国梦几时圆，拍石

千回，大鼓擂山惊虎势；
鸭田今感物，评万载名谁不朽，绕塘

百步，小桥流水听泉声。
罗乐洋

休问百年皂荚，革命浪潮激荡时，堪
能立作中流砥柱？

须知数亩池塘，遮天云雾苍茫处，亦
可生辉半壁河山。

朱容国
灵山秀水，育一代先贤，问辛亥元勋安

在？千年帝制已消沉，勒功莫忘谭都督；
伏虎蟠龙，护数椽老屋，有洪门陈迹堪

寻！几度干戈成记忆，叩石犹闻击鼓声。
杨芬

老宅临风，闻石鼓咚咚，犹报儿郎曾
伏虎；

福田翥凤，望晴川历历，喜吟家国又
逢春。

钟九胜
泉鸣都督，石鼓铿锵，此地毓英才，

天起祥云凭凤翥；
举义神功，讨袁伟力，大名标正史，

宅留虚位盼龙回。
欧阳日初

故宅有怀，访堂上清风，曾藉山峰论
大志；

涌泉无恙，邀池中明月，共听石鼓振
先声。

谭水松
绕砌涌金泉，波助屏公三事力；
当檐闻石鼓，人钦虎岭一峰高。

肖菊平
三间古宅将军第；
一代雄才君子风。

（邹宗德 杨芬 整理）

◆邵阳名胜楹联

谭人凤故居

王师傅就是王许华。他 1950 年出生在邵
东一个农民家里，1968 年入伍，曾参与修建成
昆铁路，1976年退伍。十多年前，我曾走进他的

“三勤堂”，参观过他的木雕文化艺术展室。今年
3月2日，我再次走进了这里。

我同伴侣贺翀华一踏进“三勤堂”的入户花
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副主
席周玉清赠书“三勤堂”的《小雅大观》，以及湖
南省人大原内司委主任刘昆璋书赠的《艺海神
游》。王师傅领着我俩观看了“三勤堂”陈列的木
雕。这里有王师傅自己雕花的古香古色的龙椅，
以及他收藏的书橱、茶盒、礼盒、古床、茶几、洗
脸架、梳妆台等1000多件物件，让人目不暇接。

木雕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很有代表性、
颇受人们喜欢的文化遗产之一。“三勤堂”的木
雕藏品以古床为主，收藏有古床60多张和1000

多块古床大件、散件、花板等。
这个木雕文化艺术展室，倾注了王师傅和

他妻子彭邵梅30多年的心血。他有着强烈的民
族责任感。他发现邵阳的木雕工艺如闪光的明
珠，但是被破坏得厉害，便产生了收藏传统木
雕艺术的想法。他克服只有初中二年级文化的
困难，向书本和实践勤学。他学习了《中国美术
简史》《中国历代家具图录大传》《明清家具鉴
藏》《木雕技术与传统雕刻图谱》《民间雕刻》

《湘西南民间乡土雕刻》等著作，还向老木匠学
习木雕技艺。他在收藏整理修复藏品和读书的
同时，也写了不少文章，如《魂系潇湘》《班门循
道》《湖湘传统木雕艺术浅析》《永远的铁道兵》
等。他还为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千年古镇的
保护发展，建言献策写成《关于修建成昆铁路
国家大博物馆的思考与建议》，受到了当地政

府的高度重视。
王师傅很勤劳，节假日不是在书房苦读，就

是坐在煤房里雕刻。他每次跟我外出，总是坐在
车内雕刻，或到附近村子里“寻宝”。我村里的一
张雕花古床竟也被他买了摆在陈列室。他的足
迹遍布邵阳、永州、娄底、长沙、常德等地。王师
傅夫妇很俭朴，收购木雕古物花了100多万元。
虽然经济紧张，但朋友来参观，他总是盛情款
待。那天，他不仅为我们讲解，而且亲自下厨做
了好菜，使我们饱了眼福，也饱了口福。

参观结束时，贺翀华说：“平时只听说王师
傅的木雕展室好，今天一看，心灵受到了强烈
震撼！”我时隔十多年再来看，这里真的变成了
名副其实的木雕文化艺术宝殿了。难怪许多慕
名而来参观的艺术名家，无不为这里的景观惊
叹：“艺术的殿堂！独具风格，不虚来邵阳一
行。”“‘三勤堂’木雕陈列室，是难得一见的民
族传统文化艺术殿堂，是邵阳人的骄傲。”这些
客人的点赞，说明王师傅夫妇 30 多年的努力
是值得的，他们为保护邵阳传统木雕艺术文化
尽到了责任。

（伍想德，原邵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艺苑人物

王师傅和他的“三勤堂”
伍想德

◆资江艺苑

高 原 风 光
雷洪波 摄

（雷洪波，任职于邵阳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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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