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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少数民族民间歌谣的内容
（一）反映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
1.反映少数民族人民的劳动生活。不同的少数民族都有其不

同的劳动形式，这在其歌谣中也有所体现。如锡伯族民歌“飘飘
雪花如蝶飞，驰骋骏马共撒围。搜遍一山又一山 ，猎队满载凯
歌归。”反映了锡伯族人民打猎的场景。

2.反映男女的爱情生活。如甘肃保安族的《大山背后山靠
山》，歌唱男女追求真挚的感情的勇气。再如流传于广西壮族的
民歌“夜深坐灶边，哥现在眼前。拿炭画哥像，低头细声喊。”反映
了小女子的爱恋情怀。

3.反映妇女的生活。如流传于宁夏回族的《小媳妇》，反映了
旧社会回族童养媳的苦难生活，不但挨饿受冻，而且还要受到公
婆的打骂和小叔小姑的欺凌。

4.反映百姓的凄苦生活。如宁夏回族的《拔兵小曲》，控诉国
民党反动派抓兵给人民造成的苦难。又如反映藏族人民被奴隶压
迫的歌谣：“只因唱了一首歌，脖颈上套上了枷锁，要问歌词是什
么，枷锁上面写着！”

（二）反映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
流传于海南黎族的《哭妻歌》，唱述了丈夫对亡妻的思念和悲

伤，有较强的感染力和地方特色。再如流传于内蒙蒙古族的《天
鹅》，用天鹅和大雁比喻远方的客人，表现蒙古族热情好客的民族
性格：“白色的天鹅白天鹅，低飞盘旋落在芦苇荡。尊贵的客人从
远方来，围坐欢饮到天亮……”

（三）赞颂、猜谜以及哲理民歌
如家喻户晓的藏族民歌《北京的金山上》，用朴素的语言表达

反身农奴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赞扬。再如流传于内蒙古的蒙古族
民歌《龙梅》，用重叠和对比的手法说明只要夫妻恩爱，日子再苦
也是甜的哲理。其他的就不一一列举了。

二、少数民族民间歌谣的艺术特色
（一）内容丰富，种类繁多
在我国，各少数民族有其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因而创造出

来的歌谣也是多种多样的。形式上如藏族的“鲁”、“协”，壮族的
“欢”，布依族的“笔管歌”，瑶族的“香哩歌”，回族的“花儿”等。内
容上则包括劳动歌、情歌、颂歌、哭歌等。展现了丰富多彩的艺术
样式。

（二）浑然天成，朴实无华
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歌谣大都产生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是少数

民族人民自然情感的真实流露，因此有浑然天成，朴实无华的艺
术感。苗族民歌“哥一声来妹一声，好比先生教学生。先生教学
还有本，山歌无本句句真。”赞美的就是少数民族歌谣这种真挚、
浑然天成的特色。

（三）修辞手法的运用
少数民族歌谣的又一艺术特色是擅长使用赋、比、兴、反复、

双关等修辞手法。这里选几样为代表阐释。
赋，即平铺直叙。如布依族民歌“苦，苦，苦，三年两头苦。百

姓肚子空，官家米生虫。好田无人种，白骨不胜收。”开门见山，表
现百姓的困苦生活。

比，即比喻。如布依族民歌“隔了一天不见妹，好比吃饭断油
盐。”用断油盐比喻男女相思情切，贴切自然。

兴，即托物起兴。如侗族民歌“三月里，天气好，一对蚱蜢跳
得高。布谷、布谷高声叫，人们快播种，季节已来到。”中用蚱蜢来
呼吁人们抓紧农事劳动，富有情趣。

（四）形式多样，富有韵律
少数民族歌谣结构固定，篇幅自由。如布依族歌谣有五言

体、七言体、自由体三种固定格式。但篇幅上少则十几行，多则数
千行，讲求意尽为止。

其次有固定的韵律形式，使其便于流传，富有音乐性。如壮
族的“欢”喜欢押腰脚韵。

几千年来，勤劳朴实的少数民族人民用其卓越的智慧创造了
一大批优秀的歌谣，为后世的歌谣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也为
后世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2017年2月21日，迪庆州森林防火指挥部专职副
指挥长张德华同志在督查森林防火工作途中，由于长
期带病工作，加之连续在高海拔地区奔波劳累，导致心
脏病突发不幸逝世，享年52岁。

张德华，1965年6月出生在德钦县奔子栏镇书松
村一个普通藏族农民家庭。1982年初中毕业后有幸成
为迪庆州林业局的一名员工。三十多年来他一直坚守
在与世隔绝的大山森林里，工作在护林防火第一线。
在最艰苦的生活环境里，他事事模范带头，任劳任怨，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52岁的人生虽然短暂，然而他
却为后人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高原缺氧不缺精神！

张德华英年早逝，战友们为之惋惜，也为他自豪
——生命的意义不在长度而在厚度，雷锋如此，黄继光
如此。他们在短暂的生命里书写出人生最为华美的篇
章——给我们留下一笔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张德华虽
然离开了我们，一个“缺氧不缺精神”的森林卫士却永
远活在人们心中！

张德华去世后，记者杨洪程采访到他生前一个个
催人泪下的故事，“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写出一篇题为

《缺氧不缺精神》的述评文章，发表在2017年6月10日
《迪庆日报》“周末话题”栏目内。

读罢这篇短评，我的心情与作者一样“久久不能平

静”。张德华的事迹感人，杨洪程的文章也写得感人。
当然，先有张德华感人的事迹，杨洪程才能写出这篇感
人的文章。

试摘录一段赏析：
“任何事件发生后，我们都可以对事件已经产生的

结果给予一个假设：如果张德华早遵医嘱，离开岗位及
时治疗，那么，他就不会过早离开人世了；如果张德华
不在高寒缺氧的迪庆工作，那么他就不会过早患上心
血管疾病了……”

然而，张德华没有停下手上的工作去治病，没有申
请调离高原到低海拔地区工作。他选择的是：“除了工
作还是工作”。这是需要有精神支撑的。这种精神就
是：忠诚、执着、敬业、奉献！

张德华的一生虽然没有创造出辉煌灿烂的功勋，
但茫茫雪域林海见证了这位森林卫士为迪庆林区生态
安全所做的点点滴滴。正是有张德华和他的战友们的
忠诚担当无私奉献，迪庆高原才筑起一道道绿色屏障，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理念成为迪庆各族人民
自觉保护家园美好生态环境的动力。

《缺氧不缺精神》值得一读，让我们在各自的岗位
上像张德华一样“缺氧不缺精神”，为迪庆更加美好的
明天努力奋斗!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教师
这一职业自古有之，历史悠久。在
古代由私人主办的学校称为私塾，
而由政府主办的学校称为官学。官
学又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系统。在
官学中任教的老师相当于今天所说
的公办教师，属于有政府编制的工
作人员。

汉代中央官学教师每个月的工
资为粮食 60 斛，1 斛粮食大约相当
于今天的 27 市斤，即每月可领粮
1620斤。到了东汉，中央官学教师
的工资有所提高，每月可领粮 70
斛，约为1890斤。与中央官学教师
相比，在地方任教的老师的工资要
少很多，据《汉仪》记载，在地方官学
任教的老师每月工资不到 13 斛粮
食，即350斤左右。

宋朝在中央官学任教的老师有
不同的职别，从高到低设有博士、学
正、学录等。博士每月的工资为20

贯钱左右，学正约 18 贯钱，学录约
17 贯钱。依据著名历史学家黄仁
宇在《中国大历史》中的换算公式：1
两黄金=10两银=10贯，宋朝中央官
学老师的工资大约为每月17-20两
白银。而宋代下层人户一个月最多
收入为3贯，即3两白银，可见宋朝
中央官学老师的工资与普通人家相
比还是不错的。

元朝官学教师的职别有：博士、
助教、教授、学正、学录、教谕等。中
央官学的博士每月工资合银约 26
两6钱5分，同时可领粮二石五斗约
250 斤；助教和教授每月工资为 20
两，可领粮200斤；学录每月工资为
11 两 3 钱 5 分，同时可领粮 50 斤。
教师之间的工资已经拉开了档次。
相比之下，在地方官学任职的老师
工资很低，教授每月工资合银约 5
两，同时可领粮五石，约 500 斤；学
正工资为每月3两，粮300斤；教谕

的工资每月只有 1 两 5 钱，粮 150
斤。

明朝教师的工资以粮进行计
量，例如明朝洪武二十五年规定，在
地方官学任教的教师工资为：教授
每月粮食5石，约500斤；学正和教
谕每月粮食3石，约300斤。但在发
工资的时候发一定比例的粮食，其
余折成钱下发。这样一来米钱比价
的变化就会影响教师生活。

到了清朝，在地方官学任教的
老师中，教授的年薪是白银 45 两，
合每月3.75两；学正、教谕的年薪为
白银 40 两，合每月 3.33 两，都不再
发放粮食。据《清会典》记载，康熙
到乾隆年间一两白银大约可购粮
150斤，按此计算，在地方官学任职
的老师的工资依旧没有多少改善。

看来在古代调往中央官学是
在地方任教的公办老师的奋斗目标
之一。

儿子睡着后，我悄悄打开台灯，一口气读完了吉米平阶先生
的长篇纪实文学《叶巴纪事》（西藏人民出版社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在他优美厚重的文字中，走进了怒江边的小村
子——叶巴村，感悟一段用爱浸泡的时光，也重温了 17 年前自己
在乡里工作的日子。

记得两年多前，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上读到他的大作《叶
巴村的灯光》的时候，我就在想，那是一个怎样的村庄，能让一个
作家如此牵挂。当我读完《叶巴纪事》的时候，我知道，因为深沉
的爱，叶巴村、林卡乡、八宿县，连同那里生活的人们融入了作者
的生命，牵挂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叶巴纪事》共分为《一个新鲜的地方》《那些人》《那些事》
《你的乡土我的村庄》四章，收录了作者驻村期间和驻村后创作
的纪实散文 30 余篇，真情再现了作者与叶巴村难以割舍的缘
分。这是全西藏驻村工作队的一个缩影，也是一个个爱海泛起
的涟漪，读来让人感动不已。

这是驻村生活的真实写照。驻村如果当做一项工作任务来
完成，无疑是枯燥、孤独、寂寞，甚至是漫长的，但是如果当做一
项事业来推进，它就会充满了希望、快乐、幸福。作为一名驻村
队长兼总队长的吉米平阶，面对陌生的三个驻村点，他也有过担
心，有过困惑，但更多的是在思考如何更好地开展驻村工作，如
何让叶巴村人生活过得更好。《叶巴纪事》通过工作简报和人物
故事叙述穿插的方式，再现了驻村的历程。在他的真情记录中，
有驻村动员、驻村准备、驻村进点、进村入户、建档立卡、访寒问
暖、办好民生实事、为村里发展出思路、想办法、找项目，并付诸
实施的“大工作”，也有每家每户的冷暖和驻村队员的吃住行、学
当地方言、为村民量血压、打针、与村民同乐等“小生活”。在阅
读的过程中，自治区文联驻村工作队驻村的点点滴滴跃然纸上，
让我们仿佛成了驻村队的一员，扎根在怒江边、奉献在叶巴村。

这是一个山村的发展变迁。《叶巴纪事》中是这样记录的：刚
到叶巴村的时候，这个“鲜花怒放”的村子路是那么难走、村委会
破破烂烂、村民们缺医少药、对水和电的渴望是那么的强烈，废
弃的小学一片荒芜、移动电话没有信号、陈规陋习对群众的影响
根深蒂固等等。经过一年的驻村，村委会成了全村的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路更加畅通了，病人们都得到了有效的救治，村里通

上了自来水，村民用上了太阳能电灯、移动通讯塔立了起来，校
园里再次响起了琅琅的读书声、五星红旗在村子上空飘扬……更
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向往外面的世界，追求
美好的幸福生活。这是叶巴村的变化，也是西藏辽阔疆域上每
一个村子的变化。

这是基层干部的群像雕塑。在《叶巴纪事》中，作者先后描
述记录了洛桑老人、“哈哈乡长”次仁顿珠、朗加院长以及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医、乡镇党委书记、乡长、驻村干部等基
层干部的形象。他们有的是国家公务员，有的是聘用干部，有的
是村“两委”班子成员，有的是临时工。在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
刻画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基层干部的艰辛和用生命践行为人民
服务宗旨的高尚情怀。虽然他们也有自己的缺点甚至“私心”，
正因为他们的不完美才说明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们也有自
己的家庭，但是他们一直用坚守和奉献践行着对党和人民的忠
诚，值得我们每一个在机关工作的人肃然起敬。

这是无疆大爱的深情记录。《叶巴纪事》中没有记录轰轰烈
烈的大事，记录的是一群普通人身边发生的小故事。但这些故
事中是爱的汇集、碰撞、融合和升华。“曲洛”、乡村朗玛厅、修水
渠、行医记，带洛桑老人四处看病、教育骑摩托的村民注意交通
安全、调解离婚、用水纠纷、鼓励群众种植经济林木……一个个
问题、纠纷和困难解决了，在零距离的真诚服务中，村子里更加
和谐幸福了，干群关系更加密切了，驻村干部成了大家的贴心
人、知心人，爱把大家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叶巴”成了大家最
温暖的记忆。

驻村是短暂的，也是漫长的，驻村有限，但爱无疆。在书中，
吉米平阶用一个作家的敏锐眼光和细腻笔触记录了驻村过程的
人和事。有困惑、迷茫、艰辛，但更多的是苦中作乐，以苦为乐。
有矛盾、争执，但更多的是微笑、理解和包容。字里行间流露的
是他对那片土地和生活在那里人们的挚爱。《叶巴纪事》还介绍
了丰富浩瀚的藏东文化、独特的民风民俗、雄奇瑰丽的自然风光
以及流落在民间的传奇故事，引人入胜，读来趣味无穷。

吉米平阶在后记《我有一个梦想》中，用“十二个”连续的梦
想展望了叶巴村的明天。我坚信，一茬一茬地干下去，这个梦想
就一定能实现，叶巴村的群众一定生活得更加幸福。（新华网）

季羡林曾在德国留学10年，但他“土性难改”，不
沾染一点洋味。

在北大校园里，季羡林经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卡
其布中山装，一双圆口布鞋配着颜色朴素的裤子，出门
时提着一个50年代生产的人造革旧书包，头戴线织浅
褐色瓜皮样小帽。他像一个工友，说话平常，总是面带
笑容；他像一个老农，声音低沉，平易近人。他的家谁
都可以推门而入，同他谈话，如沐春风，决不会感到紧
张局促。初次和季羡林接触的人，从他身着的中山装，
往往会得出他又像一个农民的印象。季羡林自己也曾
多次说过，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是一个“土包子”。

有一次，北大一个来校报到的新生误认为他是老
校工，让他代为照看行李，一看就是两个多小时。三天
后的开学典礼上，这位学子吃惊地认出了台上的副校
长、大名鼎鼎的季羡林教授，就是那天帮自己看行李的
老人。

人们总会看到住在北大朗润园13号楼东头一层
单元房里的季老先生，白天出门上班，晚上推自行车进
楼，完全不像大师，像大多数北大老师那样平易近人，
和蔼可亲。

季羡林有一件雨衣，是他在1946年从德国回到上
海时买的，一直用着，从未换过。

季老自称在衣着方面是著名的顽固派，他最爱穿
深蓝色卡其布的中山装。1995年春节，季羡林的同宗
曾孙季孟祥从老家赶过来陪他过年。他让孟祥到商店
购买他喜欢的蓝卡其布，季孟祥跑了北京许多的百货
商店，一无所获。他根本不知道这种布已停产好久
了。第二年春节，季孟祥和一位亲友提及此事，那位亲
友从家里找出一块闲置多年的这种布料，请季孟祥带
给老人家。季老见到后十分高兴，拿出刚刚出版的《赋
得永久的悔》这本书，送给季孟祥和亲友，并再三叮嘱
季孟祥好好谢谢亲友。

季老的吃也很随意，他通常拿一个大搪瓷茶缸去
食堂打饭。吃米饭时，饭和菜都倒在茶缸中，一块吃下
去，吃馒头时，就用茶缸盛菜，一只手拿馍头，另一只手
拿筷子，很快吃完一顿饭，然后回办公室继续工作。而
每天晚上在食堂吃完饭，会多买一个馒头带回去，第二
天早晨把馒头切成片，烤热了，沏上一杯茶，外加一碟
花生米，就是一顿早饭。

季老的住处也十分简陋。水泥地，大白墙，没有经
过任何装修的房间，完全是20世纪50年代普通民居的
老样子。家具都是学校发的，既旧且破，没有客厅待
客，就在大间的卧室里。北面放一张旧八仙桌和三把
破旧的椅子，既是餐桌又是客人坐的地方。2000年，北
大领导无偿给季老装修客厅，给了一套沙发，从此季老
的家透出一点现代气象来。

季老睡的床，还是50年代行军时的破铁皮床。上
边有个日本产床垫，床垫里边是用稻草填充的，已经用
了几十年，只要一动床就吱吱响，床垫还不停地往下掉
稻草。放床的地面高低不平，直到2001年底季老生病
前，床上的草垫子才被照顾他的李玉洁老师扔了出去，
将床下的地面用铲子铲平，季老才结束了“摇篮”的日
子。

季老说过：“如果人生真有意义和价值的话，其意
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
责任感。”季老一生宁静淡泊，孜孜以求，他将毕生精力
和全部时间都用在学术研讨上，最终成为国际著名东
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
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是北京大学惟一的终身教授。
他通英、德、梵、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
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他
著作等身，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 24 卷，达 1300 万
字。这是从他“土包子”里长出的参天大树，结出的累
累硕果。

汪曾祺，是喜欢自己“做几个菜的”。
所以，他的谈吃的文章中，就常常写自己

“做菜”。菜、多为寻常菜，但做菜的那个过
程，却让他写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很能
看出汪老做菜过程中，那份“快意”的心
情。对，“心情”很重要。汪老把“做菜”看
做一种别样的“艺术表达”，他把生活艺术
化，自然，也就“大快人心”了。

菜，做好后，汪老也不过夹几筷子，尝
尝而已。更多的情况下，他是喜欢看着别
人吃，乐呵呵、美滋滋地看着别人吃，自己
却在旁边，饮茶或者抽烟。他看着美籍华
人作家聂华苓，淋漓尽致地吃他做的“煮干
丝”，“最后，端起碗来把剩余的汤汁都喝
了”。菜，做得美味否？无须自己再用文字
夸饰了，客人的“饕餮”表现，就是最好的回
答。

这就是生活。做菜，是生活；看别人吃
菜，也是一种生活。汪老，是一位懂得创造
生活，和享受生活的人。一道菜里，见性
情，见人生。

汪老写自己“做菜”，更写吃别人做的
“菜”，写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美食。

这样的文字，汪老写得“飞扬”。
“飞扬”，不是浮躁；而是指联想丰富、

文字活泼、激情飞扬。
屐痕处处，汪老走过的地方多，又是一

位有心人，走过吃过，都一一记得，于是，行
之于笔端，便不再是一瓢一饮，一餐一席，
而是纵横驰骋，极尽丰富联想之能事，把各
地的同类饮食，放在一起写，于比较中写，
见得美食之色、香、味。

一篇《豆腐》，他写尽天南地北的豆腐；
一篇《五味》，他于“酸甜苦辣咸”中，写尽天
下人的“味道性情”。

汪老的美食文字，还有一个突出特点，
那就是：有忆，有思，有一份眷眷怀想之情。
汪老谈吃，多谈及故乡：故乡的野菜、故乡
的食物、故乡的节日美食，等等，等等。写
故乡之“物”，实则是诉故乡之“情”。少小
离家，炒米、焦屑、咸鸭蛋，宵小之物，却深
刻地留存于记忆之中，只因，那里面镌刻了
剪不断的故乡情。

1939 至 1946，汪老在昆明整整待了八
年。八年里，他在西南联大读书，他在昆明
中学教书，他更食息于昆明。于是，他的很
多美食文字，就写云南的美食。他写昆明
的茶饮，写昆明的过桥米线、汽锅鸡、米线
饵块，以及点心小吃、水果蔬菜、种种菌类
等等；更写昆明的林林总总的饭馆，各式各
样的茶馆。

然而，文章主旨还在于写彼时彼地的
“美食者”——他的“食”中有“人”。

那是一个困难的年代，更是一个动荡

不安的年代，特殊的年代，决定了特定的行
为。那些西南联大的莘莘学子，喜欢泡茶
馆，却在茶馆中“泡”出了学问，“泡”出了一
份潇洒不拘的生命情致。国难临头，他们
身处困境，不灰心，不沮丧，不堕落，而是以
一种自由乐观的精神，励志向上，奋发图
强，忧国忧民。

汪老，写西南联大的学生“泡茶馆”，真
是一往情深。

他在美食文字中，怀想那个时代，怀想
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风貌，和思想境界。

在写法上，汪曾祺的美食文字，多比
较：比较一道美食的今昔之变化。他于

“变化”中，以小见大，洞察一个社会的变
化，洞察民俗民情的变化。他能通过一道
美食，看一方百姓的心态，看天下、古今的
异同。
汪老学养丰厚，文章亦多“旁征博引”，特别
是对于古代文化的“征引”。因此，他的美
食文章，就不仅有“天南海北”的联想，更有

“古今中外”的佐证，以其详实的资料，极大
地丰富着文章的内涵，同时，也增强了文章
的可读性。

汪老谈吃的语言，一如他的散文语言：
活泼、灵动，俗、雅结合。

灵动生“香”，汪老的文章语言，也有一
种美食的香味，有一种文化的芳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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