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恋歌，也是青春葬礼的挽歌
———陕北民歌与《平凡的世界》的内在情感

■何凯凯

陕北民歌是一种独特的民

俗形式 ，以信天游为载体 ，在黄

土塬地梁峁间相互传唱，自由高

亢而富有节律，歌词朴质纯真而

动人心弦。

路遥生长在陕北地区，他的

母亲马芝兰天生好嗓子，扭秧歌

唱道情， 是村里有名的民歌手；

他的本家五叔喜欢说“古朝”。 自

小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在路遥

骨子里留下了深深的文化烙印，

对他后来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描

叙家乡土地上的人和事，有着无

可比拟的助推作用。 路遥本人也

喜唱陕北民歌 ， 情感熔铸于歌

词， 成为其作品神魂的一部分，

这在 《平凡的世界 》中更是体现

得淋漓尽致。

正月里冻冰呀立春消，二月

里鱼儿水上漂，水呀上漂来想起

我的哥！

想起我的哥哥， 想起我的哥哥，

想起我的哥哥呀你等一等我……

这一唱词的第一次出现，是

在 《平凡的世界 》第一部描写孙

少安和田润叶之间那种朦胧的

爱恋。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青梅

竹马两小无猜，产生情感上的爱

慕自然而然。

唱词的第二次出现，是在第

二部中，田润叶写下“少安哥，我

愿意一辈子和你好” 的纸条，挑

明了两人的关系。 孙少安认为这

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两人所处地

位已拉开差距，没有了在一起的

可能。 于是，孙少安选择和山西

女子贺秀莲结婚，田润叶也即将

和李向前结婚。 忆及往事，田润

叶内心百感交集， 五味杂陈，缠

绵的信天游悠然飘来。

唱词的再次出现，则是在田

润叶热闹纷繁的婚礼场景中。 各

种声音交相混杂，她的思绪又回

到从前， 她和少安哥的童年，耳

畔又响起那令人心醉的信天游。

唱词最后一次出现, 是孙少

安在县城拉砖，看着原西河水静

静流过，眼前浮现出那次与田润

叶坐在河边的谈话。

唱词中 ， 正月—冻冰 ，立

春—冰消，用的是比兴手法。 《诗

经 》 中动辄以比兴手法吟咏爱

情，陕北民歌与之如出一辙。

立春后 ，鱼儿开始游动 ，上

下漂浮。 鱼儿上下浮动时，我开

始想我的哥哥 ，不禁要问 ，为什

么鱼儿浮动 ， 我就会想我的哥

哥 ？ 第一 ，时节是立春 ，冻冰消

融。 万物有了萌生的迹象，人心

也开始萌动。 少女怀春，思慕心

上人 ， 因时而动 ， 也在情理之

中。第二，鱼儿水上漂，就像少女

萌动的心，被意中人的一举一动

牵动着 ； 鱼儿在水中欢快地游

动 ，有着 “鱼水之欢 ”的意味 ，喻

指少女渴望得到心上人的青睐。

这首信天游表达的是少女对

心上人的渴望，是一首思念情歌，

用来描摹田润叶与孙少安的情

感，前者一直追求后者，愿把终生

托付给自己的少安哥。所以，当两

人在原西河相遇时， 飘来悠悠的

信天游，既是他俩的恋歌，更像是

田润叶的心曲。

信天游的再次唱响，是孙少

安已婚而田润叶即将结婚之时。

田润叶想起了亲爱的少安哥，内

心美好愿望与眼前冷酷现实的

巨大差距，仿佛将她掷入了另一

个世界，以往的恋歌更像是无情

的嘲讽。

田润叶无奈地结婚了。 婚礼

上 ，新郎不是她的最爱 ，一切终

将破碎 ，一切终将忘记 ，一切成

为空幻旧梦。 此时，悠悠传来的

信天游，仿佛成了自己青春葬礼

的哀乐，代表着和那个少女自我

的告别。

同一唱词同一乐声在不同

情境下的出现，映射着人物内心

的五味杂陈。 无奈、心酸、悔恨、

痛苦， 各种情绪纷纷涌上心头。

路遥刻意通过信天游的重复，串

联时空，将回忆中的美好与现实

中的无奈相互参照，从而凸显出

人物内心情感的复杂性。

在 《平凡的世界 》中 ，不仅

有反复出现的唱词 ， 还有大量

的单一信天游唱词 ， 以表现人

物转瞬即逝的瞬间心理状态。

在王满银结束劳教，带着婆

姨兰花和儿女回家时，他放声唱

了两段信天游：

青线线（那个）蓝线线，蓝格

莹莹的彩， 生下一个兰花花，实

实的爱死个人！

五谷里（那个）田苗子，惟有

高粱高， 一十三省的女儿哟，数

上（那个）兰花花好。

歌词 （音乐 ）酣畅淋漓表达

了王满银内心的情感———终于

获得自由的情绪释放，以及对婆

姨兰花的极度疼爱。

对于陕北地区老 百 姓 来

说 ，面临的第一是洪水 ，第二

是旱灾。 延安、榆林一带地处季

风带 ，降雨集中在夏季 。这两种

极端的自然灾害对靠天吃饭

的农民来说是毁灭性的 。 风水

失调就意味着饿肚子 。 由此 ，

田万有的祈雨调 ，以一种呜咽

的腔调唱着 ，既是无助的祈求 ，

更是庄稼人内心无法抑制的情

感———

晒坏的了呀晒坏的了，五谷田苗

子晒干了，龙王的佬价哟，救万民！

这种通过唱词表达人物内

心情感急迫程度的手法，在描写

主人公孙少安和田润叶时显得

更为突出：

说下个日子你不来，硷畔上

跑烂我的十眼鞋。 墙头上骑马呀

还嫌低，面对面坐下还想你。 山

丹丹花儿背洼洼开，有什么心事

慢慢价来。

田润叶表明了自己的爱情，

孙少安则迟疑犹豫甚至痛苦迷惘，

因为自己是农民， 给不了对方幸

福， 而女方则是吃公家饭的教师。

在那个年代， 两人的社会地位，决

定了他们属于两个缺乏交集的群

体。 尽管相互爱慕，曾经有着共同

的生活经历，但现实无情地斩断了

他们仅存的联系。 所以，对于田润

叶的表白，孙少安只能逃避。 当田

润叶找到田间，见到正在担水浇地

的孙少安时，响起的信天游既是他

们内心历尽千辛仍无结果的哀怨

心曲，又像一个旁观者的调侃。

通读全书， 作者描写孙少安

与田润叶的情感时着墨最多，单

调与复调的多元组合， 使人物内

心情感的丰富性完整呈现在读者

面前。同时，半鳞半爪表现次要人

物， 虽着墨不多， 但到小说结尾

时，人物的完整性最终显现出来，

呈现出一个个有血有肉情感丰富

的人物形象。

《平凡的世界》中，不只有陕

北民歌的留存，还有其他多种艺

术形式的运用， 比如青海民歌、

船工号子、流行歌曲、苏联音乐。

田万有所编的一个又一个

链子嘴，调皮、随性，充满了生活

的幽默，在苦难生活中所传达的

是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与

随和率性的处事方式。

青海民歌出现在金波从部队

复员回乡后的反复忘情歌唱中。

王洛宾作词所曲 《在那遥远的地

方》，一直在边疆地区传唱。 这首

歌在 《平凡的世界》 中共出现两

次，第一次是在第一部的尾声，第

二次则是在第三部的尾声。 金波

复员回乡， 对方成了一个思念的

存在；当他再次去军马场寻找时，

对方早已迁走，成了永远的思念，

心中的印记。 可以说，“在那遥远

的地方” 隐喻两者永远是互为远

方的关系，更像“月亮走我也走”，

永远不会产生交集。

田晓霞与孙少平的爱情是

《平凡的世界 》的主线 。 两人的

爱情具有相当多的浪漫性与文

艺性 。 田晓霞兴奋时会唱苏联

电影 《格兰特船长和他的孩子

们》插曲：

快乐的风啊，你给我们唱个

歌吧！ 快乐的风啊！ 你吹遍全世

界的高山和海洋，全世界都听到

你的歌声。

孙少平激动时也会不自觉

地吟唱：

有没有比你更宽阔的河流，

爱耐塞，有没有比你更亲切的土

地，爱耐塞。

可谓文艺与浪漫并存 。 然

而， 作者对两人结局的安排，却

显得颇为 “残酷 ”：田晓霞之死 ，

让两人的爱情如昙花一现，令人

惊艳更令人痛心惋惜。

这是作者的现实性考量。 路

遥是现实主义作家，始终围绕现

实做文章。 田晓霞和孙少平的爱

情始于第二部的中段，此时两人

的差距已有天壤之别———田父

已是地委行署专员且其官职仍

有升迁可能。 孙少平的爱情，就

像他的哥哥孙少安，只要自身地

位（身份）得不到彻底改变，一切

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

据说 ，创作期间 ，路遥曾打

电话给弟弟王天乐，诉说他倾注

了人生理想与情感追求的人物

“田晓霞死了”。 可见，笔下人物

熔铸了作者最真实的情感。

《平凡的世界 》吸纳多种民

间艺术形式 ， 将陕北民歌及多

种艺术进行多元组合 ， 塑造了

众多情感丰富意蕴深刻的人物

形象 ， 展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

每一个不甘平庸奋斗者的真实

情感历程 。

荨

电
视
剧
《
平
凡
的
世
界
》
剧
照

（上接第二版）

这些教诲既是对从商者的期

望与要求，也是明清时期众多商人

在经商致富后，热心致力于慈善

事业的实际写照。 明清时期的商

人们已经意识到，不能只是一味

追求私利，还应当追求公义，承担

一些社会责任。 明清各地方志及

商人族谱有大量的资料记载 ，很

多商人在从贾致富后，将资金投

向家乡或经商所在地的公益事

业。 他们“急公趋义，或输边储，

或建官廨 ，或筑城隍 ，或赈饥恤

难 ，或学田 、道路 、山桥 、水堰之

属 ，且输金千万而不惜 ，甚至赤

贫之士，黾勉积蓄十数年而一旦

倾囊为之”。

商人们的各种“义行”，也成

为时人对其社会价值评判的重要

依据。 例如，明清徽州家谱、方志

和文人笔记等文献为徽商立传，

有很多不是记载他们的商业经营

如何成功， 而是记载他们经商过

程中的各种义行， 以及经商致富

后如何报效家族、乡里和国家。在

这里，各类“儒行”“义举”已成为

徽州民间评判商人德行的一个重

要指标。

仔细翻阅明清时期的各类商

书，我们会发现，这些商书内容非

常丰富，既有与商业有关的知识，

还包容旅游、交通、气象、养生、卜

验、交际应酬、安全、文化娱乐等

天文地理和日用常识， 以及各种

历史知识、 典章制度等， 其实用

性、应用性很强。这些丰富多彩的

内容， 自然是为了帮助商人了解

当时社会状况所需， 进而提高商

人的知识文化素养。

明清商书对从商者进行商业

技能培训和富有浓厚儒家文化色

彩的商业伦理教育， 展示了明清

商人提升自身素质的渴望与追

求。 虽然这一时期商人群体中仍

有很多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之辈，

也不否认有些商人对社会公益和

慈善事业的慷慨捐助有时与自身

利益密切关联， 或有一定的利益

输送，但总体而言，明清商人的综

合素质大有提高。 清代山西举人

刘大鹏曾感慨：“商贾之中， 深于

学问者亦不乏人。 余于近日晋接

周旋遇了几个商人，胜余十倍，如

所谓鱼盐中有大隐， 货殖内有高

贤。 信非虚也。 自今以往，愈不敢

轻视天下人矣。 ”

另一方面，这个群体较之过

去还有一种显著改变，那就是他

们不再像以往朝代的特权商人

那样依赖特权致富，他们中间固

然也有仰赖官荫的“红顶商人”，

但大多数人主要是依靠自己的

吃苦耐劳、 努力经营发财致富，

普通 （平民 ）商人已成为这个群

体（商帮）的主流。 众多商人的慈

善行为，符合儒家思想中重义轻

利 、乐善好施的伦理要求 ，显示

了商人们奉献社会的公益之心，

有助于改善和提升明清商人的

社会形象，他们也因此而获得了

“贾而好儒”的“儒商”名声。 值得

注意的是，这种主动参与社会公

益的行为，后来也成为商人群体

的一种默契传统。 此后，每当社

会有难，商人和企业家们便成为

协助政府救助赈灾的重要民间

力量。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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