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薅草锣鼓，又名打闹歌，是在夏天薅草季节，聚集数
十乃至更多的人在进行集体劳动时，请两名歌手（一个击
鼓，一个敲锣）面对薅草的众人，随着锣鼓声的起起落落
而吼唱的一种民歌，是一种独特的民族民歌艺术形式。

这种民族民歌艺术在三峡地区的重庆奉节、云阳、巫
山、巫溪、万州，以及重庆石柱、酉阳、彭水等县和湖北的
恩施等地都曾存在，只是各地唱法略有不同。

它的主要作用是为鼓舞干劲,减轻长时间繁重劳动
的疲劳,以歌师傅领唱,众人接腔和唱为演唱形式。薅草
锣鼓诞生于集体劳作时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现在
已经不再使用。

薅草锣鼓点子一般是由慢到快，随着节奏的加快，出
现劳动的高潮。一天之内，形成三起三跌，称为“三潮”。
特别是在收工之前，要赶劳动进度，锣鼓节奏越来越快，
叫着“放擂”。曲牌的运用基本上因时而异。

鼓声节奏鲜明，深沉浑厚，其打法为“叮卜罗咚当当，
叮卜罗咚当当”，歌词生动形象，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歌
手和锣鼓手就站在薅草人的前面，哪里进度落后了，就在
那里猛击锣鼓，而且一边敲打锣鼓，一边吼唱。歌手或两

人对唱，每人两句，以锣鼓声为节
奏；或两人领唱，薅草之众人

和之，间以锣鼓。最常见
的当属后者，因为后者
所产生的氛围较前者

热烈。

歌词多为一韵到底，唱词为五字句、七字句、十字
句，一般是单句虚词拖腔，复句押韵。有着鼓舞干劲、
调节情绪等功能，是一种激励后进的劳动进行曲。哪
里落后了，鼓手就到哪里使劲敲打，让人不得不奋起
直追。

“引子”通常无固定的形式，既可以循规蹈矩，也可以
即时编唱。有的“引子”一开始就唱出了薅草时的热闹蓬
勃景象。

打唱者被称为“歌师傅”，边打边唱，现编现唱，堪
称能人。“歌师傅”领唱，众接腔合唱，配以锣鼓伴奏。
鼓声时轻时重，阴阳有致。锣鼓声热烈响亮，领唱者慷
慨激昂，众人和声波澜起伏，在山谷里久久回荡，原生
态韵味悠长。

唱词多为口头创作，见好夸好，以物及人。对不合正
理的、偷奸耍滑的，出工不出力的或调侃，或规劝，或打
趣，或逗乐。除即兴之外，也有唱秦香莲的，骂陈世美的，
说岳飞的，斥秦桧的。还有唱生产生活，婚姻爱情的……
内容广泛，生动活泼，地域乡土气息浓郁。

随口编唱的五句歌如:
唱歌不畏难，也不是挑花绣牡丹，绣花要用针和线，
唱歌只要舌头卷，陪我歌师傅唱几天。
又如：
姐儿住在对门岩，看着看着长成材，早上看到姐挑水，
晚上看到姐抱柴，恨不得一翅飞拢来。

太阳越晒越白。眼皮老是打架。薅草速度越来越
慢。有人睁不开眼，昏昏然中把庄稼苗儿当杂草薅掉了。
于是歌手就扯开嗓子唱：

牛皮蒙的鼓，生铜铸的锣。
黄叶木的鼓槌哟，叮咚几家伙。

薅草的人们精神陡然高涨，疲倦和睡意
随歌声飘走，薅草的速度顿时加快。

薅草锣鼓又分为“穿山号子”“扬歌”
“五句子”“赞歌”“念八句”“晚阳歌”等多

种。一天中根据时间不同，唱的内容
不同、曲调不同。“穿山号子”即

把五字四句的歌穿插在七字
五句的山歌中唱出，其调

子更加复杂婉转，优
美动听。

如五句子歌：
情妹住在花中林，身穿花衣花罗裙，脚穿花鞋花上

踩，手持花朵赏花蕊，花上加花爱坏人。
穿插的号子就是：
花咚咚的姐，姐儿花咚咚；花咚咚的姐儿哟，背个花

背笼。

“扬歌”是“号子”的引子，先由歌手扬歌，引出穿山号
子，唱什么号子扬什么歌，句式、字数不定。

“赞歌”调子单纯，内容是歌唱前朝古事，以古喻今，
教育人们。

“念八句”即七字句，就是说唱形式的歌，内容可以是
故事，也可以是歌手即兴现编的顺口溜。

“晚阳歌”是下午太阳即将落土、收工时唱的山歌。
歌的内容一般是上午唱古人，中午唱花名，下午唱爱

情。曲牌早中晚各不相同，例如上午唱［四声子］：“鼓槌
拿一对，打进歌场内，麻布洗脸初相会。”“早晨来得早，露
水一条河，打湿丝鞋白裹脚。”下午唱［扬歌子］：“吃哒中
饭下田来，锣靠鼓来鼓靠怀，还请歌师傅把翼口※摆。”歇
稍下田唱［四声子］：“歇了一会茶，又把歌来发，南腔北调
任我拿。”收工唱［回声子］：“日头下了岩，锣鼓幺了台，今
天放工早，明天早点来。”

薅草锣鼓歌词的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由此可见一斑。
在土地承包到户的今天，集体薅草的场面没有了，因

此大规模敲锣打鼓薅草唱歌的情景也很难再现，除了上
年纪的老年人还记得以外，年轻人不用说学唱，多数连听
都没有听说过，“薅草锣鼓”这一民间音乐形式濒临灭绝
的境地。只是在农村碰巧还能寻觅到“薅草锣鼓”的踪
迹：偶有村人挑着粪桶、扛着锄头，或者牵着黄牛走在山
梁上，扯开嗓子吼几句，人便觉得浑身畅快淋漓，大山便

有了生机有了情趣。
原奉节某中学教师余敬之在下放回安坪镇三

沱村劳动改造期间，系统地整理出一本《奉节
薅草锣鼓》，可惜未能出版。据说，余老逝世
后，他编撰整理的《奉节薅草锣鼓》手稿遗
失，成为一大遗憾。

(作者系重庆市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一说到神仙洞，人们不禁想到重庆渝中
区枇杷山正街，那里有戴笠神仙洞公馆遗址，是重
庆市区的制高点，登临其上可以俯瞰两江美景，游客
纷纷，是梦幻重庆必不可少的网红打卡地之一。而这里
的神仙洞在永川新店坡，是一个人迹罕至的溶洞。

虽然出伏很多天了，可秋老虎凶相毕露，酷暑天气愈
演愈烈，我刚刚从云南回来，又被持续不断的高温逼进了
山林，几个人约起，斗胆去新店坡神仙洞避暑。

人还没有进洞，关于神仙洞的传闻已经不绝于耳。传
闻一，说是该洞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大宋年间，新店坡所
在的昌州地区，大旱三年，树木诞火，花草成灰，江河石出，
民不聊生。就在千村万户哀鸿遍野之际，这神仙洞突然发
出龙吟之声，震天动地，昌州大地雷声大作，乌云翻腾，闪电
如剑。雨并没有下，风却四处乱窜，乌云仿佛一条黑龙飞舞
在天空。在这天象变幻之中，神仙洞一股清凉的水哗哗哗
流出来，穿过荒坡，穿过爆裂的石头，穿过干涸的溪沟，穿过
炙热的田地，滋润了昌州的每一寸土地。

一个月之后，草木复苏，万物新生，生命重新展示在
昌州大地上，一切复活了。神奇的大自然真是深不可测，
风雨雷电也复活了，一年四季复归如常，花朵更加美丽，
鸟声愈加清脆。人们把这些归功于神仙洞。可后来，时
间久了，好日子过惯了，人们又把神仙洞忘记了，以至于
有人偶然在灌木丛中发现，神仙洞才重见天日。

传闻二，说神仙洞里面住的不是神仙，而是魔怪，专
门吸食精壮男子的精血。还举出实例，赵家的三公子、李
家的二伯、刘家的四爷爷等。这种说法，我们有些怀疑，
估计是入洞发生意外，生死与神仙洞并无关系，巧合罢
了。还有其他传闻很多，不必细说。

出于谨慎，我们几个做了“三防措施”，一是防以“蛇”
为首的禽兽侵扰；二是防以“水”为首的脚下祸患；三是防
以“瘴气”为首的空中袭击。通过精心准备，自然是全副
武装，大踏步入洞，显得无所畏惧了。

洞口，长满了野刺梨、大蓟、鬼针草、马桑树、白茅草
之类的灌木和杂草，开着稀少的小花。蝉鸣在上，虫鸣在
下，流水声夹杂其中。而空气中弥漫着

一 股 腥
气，也许是鱼或者
其他什么动物的味道
吧。味道怪怪的，却预示
着生命的存在，也给人巨大
的刺激，让人感觉到一种力量的
对抗。

洞口潮湿而又狭小，一不小心差点弄掉了我的
头盔，我有些兴奋地扶了扶红色的帽子，一用力，整个身
体梭入了洞中，仿佛一条蛇顾头不顾尾。心想，这洞的确
与众不同，入口先不一样，正合了《桃花源记》的“初极狭，
才通人”。

入得洞中，凉风袭来，和外面的酷暑顿时成了两重天
地。洞内一片漆黑，赶紧打开超强手电筒，刹那间惊起几
十只蝙蝠，扑腾腾一阵乱飞。

水声滴答，道路曲折，我们小心翼翼往前走去，绕过大
大小小的钟乳石，落入一块平地，随着手电筒的光束往上仰
望，这洞腹居然如此高阔，我们几个人已渺小如蚁了。

洞的中央，乱石林立，我们在乱石之中开辟出一条路
来艰难地前行，很快就穿过了开阔地，复入坎坷的小径。

钟乳石的形状千篇一律，但这原生态的溶洞的确让
人紧张和新奇，一阵阵兴奋不断袭击着我们，感觉开始的
凉爽已变得冰凉，浑身上下挂满了寒意，眉毛上仿佛都起
了霜雾，让目光也冷冷地发颤。

这时候，我们从寻处避暑的心思变成了探险，似乎大
家想慢慢地摸一摸神仙洞的究竟，又好像怀着许多恐惧，
是继续漫不经心地往前走，还是尽快原路返回呢？谁也
没有明说，谁都在心里面打着鼓。

脚下的路并没有阻碍，但很明显大家都走
得快了些。

走着走着，仿佛前面有了光影，自然觉得到

了洞的出口，可一晃眼，那
光影消失不见了，原来是我们手电筒
的反光。

突然走在前面的人停了下来，大家顿时紧张，感
觉内心期待或者是惧怕的事情可能出现了，前面没有路了。

其中一个反应特别快，鼓动大家向后转，毕竟走过的
路最安全，四平八稳可以回到原来的世界。

我从最后一个挤到最前面，仔细巡视了一番，发现两
块立着的大石头之间有一个缝隙，从缝隙看过去，我们的
路完好无缺地躺着，伸向远处去了。原来是这两块大石
头在作怪，我沿着石头往上爬，爬到顶上往下看，路就在
石头下面。我慢慢梭下去，再拿手电筒从石缝里照过去，
他们就知道我已成功了。等他们都翻过石头下来，突然

“呱呱呱”几声蟾蜍的叫唤把我们惊呆了。仔细一想，有
蟾蜍的存在，说明距洞口不远了。

果不其然，走了差不多三百米，一束亮光射过来，一
阵快跑，神仙洞把我们几个家伙吐了出去。

出洞一看，大相径庭，我们已经到了山的另一面，外
面的酷热丝毫不减，真后悔不该出洞。大家显得筋疲力
尽，都没有重新返回洞中的勇气了。

（作者系重庆荣昌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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