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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山落“秋雪”，处处好风光。深秋时节的
金寨县白塔畈镇，万亩油茶花迎风绽放，升
腾着无限的生机和希望。

这个山区小镇，就是中国革命文学先驱
者蒋光慈的故乡。1901年，蒋光慈在此地一
个名为“白大村白大老街”的地方出生。7岁
时，他便离开故乡，开启了短暂而又绚烂的
革命人生。

如今，走进光慈故里，他儿时种下的古
柏，粗壮的主干笔直向上；他曾就读的小学，
纯真的童声在校园飘荡；那一本本引领无数
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优秀文学作品，还
持续散发着墨香；那一曲曲催人奋进的时代

“新声”在这里唱响。

追忆“情结”

90多年前，有这样一本书，6年内被再版
18次。

它以自述的方式讲述了农村少年汪中，
在父母惨死于地主之手后成为孤儿、流浪异
乡，经历了各种坎坷遭遇仍不懈地追求幸
福、反抗压迫，最终成长为一名革命者的故
事。

这本书就是蒋光慈的第一部小说《少年
漂泊者》，给当时许多正在黑暗中苦苦探索
的青年指明了方向，影响了一代中国人。

如今的白塔畈镇光慈村，旧时称白大村，
是蒋光慈幼年时居所的所在地。在村里80岁
村民郝敬明的记忆中，蒋光慈故居是“土墙
草顶”，坐落在稻香绿野之中，散发着浓浓的
乡土味道。

从出生到7岁，蒋光慈在这里度过了一段
无忧无虑的幼年时光。在一处刚刚修好的围
墙边，树影婆娑中，隐约可见“蒋光慈故居遗
址”几个字，时刻提醒着后人，这里是一个人
杰地灵的好地方。

位于村北的白大河，现在叫作西汲河，水
面不时泛起阵阵涟漪，这条小河曾出现在蒋
光慈的著作中，斯人已去，如今，只有不停流
淌的河水无声地记录着岁月的变迁。

“在村镇的北头有一条小河，小河的两岸
上有着柳林，这里在夏天可以听见蝉鸣，在
冬天也不断孩子们的踪影。”在《乡情集》里，
蒋光慈这样描述他眼中的白大河。

白塔畈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的工作人员
彭忠良，作为乡镇的文艺骨干，他对于蒋光
慈有深厚的故土情结，有着很深的感触。“他
的作品里，描述的很多场景，都是来自他幼

年时的生活经历，比如：白大河、三仙山，这
些都曾在他的作品里出现过。”彭忠良说。

新梦亭、新梦剧场、光慈图书馆、蒋光慈
纪念展厅……如今，走进金寨县白塔畈镇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随处可见“光慈元素”。故
园情结，曾是“漂泊者”蒋光慈无法释怀的

“旧梦”。他把这份情结珍藏于记忆，寄情于
作品中。而当前，这份深厚的家乡情怀被安
放于故乡，也让无数敬仰他的人有了追忆之
所在。

唱出“新声”

每年的深秋，都是白塔畈镇最
美的季节。因为，每到这个时
候，万亩油茶迎来了盛花
期，漫山遍野洁白如雪的
油茶花海，成为当地的
一道亮丽风景。

在这花香弥漫
中，一年一度的“光
慈之声”唱响了小
镇，唱出了县城，
唱到了市区。谁
唱了什么歌？哪
位 村 民 又 晋 级
了……比赛的各
个细节，成为人
们茶余饭后最爱
谈论的话题。

10月25日晚7
点，白塔畈镇第三
届“光慈之声”歌手
大赛预选赛 (白塔畈
赛区)在新梦剧场准时
与村民“见面”。比赛还
未开始，就迅速吸引了众
多群众前来观赛，来自民间的

“草根”歌手，为大家带来无数精
彩。

一曲《我和我的祖国》拉开帷幕，唱出了
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赞美之情；一曲《传
奇白塔畈》荡气回肠，呈现了乡村优美秀丽
的自然风光和幸福美好生活；一曲《唱支山
歌给党听》情感真挚，表达对党的感恩和歌
颂；一曲《精忠报国》则唱出了壮志凌云的豪
迈与霸气，热血男儿，铮铮铁骨……

晋级的选手中，53岁的郑洁，已经是第
三次参加“光慈之声”了。今年她演唱的曲目

仍是红色歌曲，对于爱唱歌的她而言，“光慈
之声”无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让
她尽情展示的舞台。

“光慈之声歌手大赛，作为我们镇茶山花
海文化旅游节活动之一，既是一场精彩的歌
唱比赛，也是群众展示艺术风采的桥梁纽
带，我们希望能将这项赛事打造为传承光慈
精神的一张亮丽名片。”看到赛事取得如此
热烈的效果，白塔畈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
伯权倍感欣慰。

追逐“新梦”

激扬文字，挥斥方遒。1925年，
蒋光慈的诗集《新梦》出版，这

部曾被誉为“无产阶级革命
文学开山祖”的作品，成
为照耀中国新诗坛的
一盏明灯，曾引领无
数徘徊在人生道路
上的青年走上革命
道路。

令人惋惜的
是，1931年，他耗
尽了毕生精力，
英 年 早逝于 上
海，走完了他短
暂却波澜壮阔的
一生。他在中国
革命文学史上写
下浓墨重彩的一
笔，陈毅亲笔题写

“ 作 家 蒋 光 慈 之
墓”，供人缅怀瞻仰。

1957年2月，被民政部
追认为革命烈士，国内
先后出版了多本蒋光慈传

记。
近一百年的光阴过去了，那

一代热血青年的革命往事，早已成为历
史，但现代人追寻“新梦”的脚步仍未停歇。

从蒋光慈故居遗址步行几十米，就到
达了光慈小学。这所创办于1915年的学校
内，有一棵特别的柏树。经过老人们的口口
相传，村民们都说这棵柏树是当年蒋光慈
和他的私塾老师共同种下的。环绕这棵古
柏树玩耍嬉戏的一代代少年长大成人，唯
有这棵百年古柏，成为光慈小学悠久历史
的见证。

“学校的拐角有一条走廊，叫‘新梦廊’，
与蒋光慈的《新梦》有关。走廊的顶上长满了
紫藤，那是夏天我们乘凉玩耍的好地方。”在
光慈小学五年级学生江雨彤的日记里，她写
下了这样一句话。相信，多年以后，与“新梦
廊”有关的记忆，必会成为她少年时代的一
个深刻印记。

今年12岁的江浩，他是白塔畈镇上的红
领巾讲解员。今年五月，六安市关工委系统
开展观摩活动时，他作为讲解员，负责讲解
蒋光慈的少年时代。泰然自若的神情、流利
的讲解，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蒋光慈不畏艰险、勇敢斗争，点燃了革
命斗争的星星之火，为劳苦大众带来了光明
和希望。作为光慈故里的一名学生，我因蒋
光慈先生而骄傲，同时也把他作为自己学习
的榜样。”江浩时刻提醒自己，要学习蒋光慈
前辈的革命精神，在学习上不怕困难，长大
后为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通过阅
读、了解，再到讲述，红色的种子正在孩子们
的心中悄悄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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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光慈慈故故里里的的““歌歌声声””
本报记者 汪娟 储著坤

蒋光慈作品索引：

蒋光慈的家乡在金寨县白塔贩镇，由于
地处金寨县的东北角，所以当地只有一些不
高的山丘，多数的村庄便如他在《咆哮了的
土地》这部小说的一开篇写的那样：“靠着山
丘，傍着河湾，零星散布着的小的茅屋，大的
村庄，在金黄色的夕阳的光辉中，依旧是没
有改变一年以前的形象。”

在皖西地区，大部分村庄都会有一条沿
着山势自然形成的河流，皖西本地将这些河
流形象地称之为“河湾”，这些“河湾”一下雨
就水势汹涌，可是不论有多么汹涌，只要隔
上几天，那些滚滚的河水便会恢复以往平静
的模样，好像它从不曾汹涌。

在蒋光慈儿时的印象里就有着家乡河流
的记忆：“在村镇的北头有一条小河，小河的
两岸上有着柳林，这里在夏天可以听见蝉
鸣，在冬天也不断孩子们的踪影。”

像众多大别山的孩子一样，河湾一直伴
随着他的成长。就像他在诗里的描述一样，
河岸曾是他们这些孩子们欢乐的俱乐部，有
时在那里围起树来捉迷藏，有时假装生火做
饭预备宴席。

尽管蒋光慈多年漂泊在外，但故乡这片
曾经滋养了他的土地始终在他的脑海里没有
褪色。

笔者去寻访蒋光慈的故居是一个雨日，
当车子刚驶入村道便有大片的稻田秧苗映入
眼帘，丝丝细雨落入秧田，脑海里就浮现出
小说中的场景：“青秧叶子上的露珠还在莹
莹地闪耀着，田野间的空气还是异常的新鲜
而寂静。”“晚风荡漾着层层秧苗的碧浪，这
时如人在田埂间行走，宛然觉得如在温和的
海水中沐浴一般，有不可言喻的轻松的愉
快……”就这样不经意间走进了蒋光慈的小
说里。

不仅是家乡的风光，皖西当地民俗在他
的作品中也有体现，比如说丧葬习俗。在《少
年漂泊者》中，父母惨遭不幸的汪中，父母死
后在几个穷亲戚的帮助下简单安葬了父母。

在《咆哮了的土地》中，刘二麻子回忆父亲去
世之时，也是邀了几个穷朋友，匆匆地用芦
席将父亲的尸体裹住，便在公众的瘗地埋下
了，同样因为贫穷也没有和尚道士念经做
斋。

虽然叙述情节非常简单，但也可以从中
看出都是采用的土葬。在皖西地区，也是一
直沿用着这种土葬的方式。

在蒋光慈的作品中不止一次地出现“山
歌”。皖西地区有吴楚文化遗风，民歌形式多
样且涵盖内容丰富，“未名四杰”之一的台静
农在1924年就曾历时半年回到家乡霍邱采
集民歌，1925年4月至5月间陆续发表于《歌
谣周刊》的113首情歌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

其中相当一部分民歌在皖西地区多有流
传，因为民歌没有统一的范本，只是广大群
众在日常生活中口口相传，也有根据地域方
言在各个地方同一个民歌有好几种歌词版本
的现象。

皖西地区多以山歌、茶歌、牧歌为主，内
容多以展现青年男女热烈追求理想的爱情为
主调，《咆哮了的土地》中日日幻想能娶到老
婆的刘二麻子就曾多次唱出这种直抒胸意的
山歌。当他听了矿工领袖张进德的一番开导
后，顿时抛却了绝望和忧郁，对未来充满了
新的希望，他和张进德一起唱起极具皖西特
色的山歌：“乖姐好像一朵花，个个男子都爱
它;若是有钱你去采，若是无钱莫想它。”皖西
地区民歌中，对女性多以“乖姐”相称。

在刘二麻子初次见到回乡革命的“李家
老楼”的少爷李杰时，他感到了异常的兴奋
与光荣，似乎觉得伟大的幸福就要来临了，
在归家的途中高声唱道：“天上星来朗朗稀，
莫笑穷人穿破衣，十个指头有长短，树木林
落有高低，三十年河东转河西。”

在皖西当地收录的一首民歌《莫笑穷人
穿破衣》：“小鸡出世叫唏唏，莫笑穷人穿破
衣，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三十
年河东转河西。”与这一首除个别字句稍有

区别，几乎完全相同。
当刘二麻子参与了农会的创建，在建起

的农会里担任了跑腿的角色，当他们将平时
趾高气昂的地主拉去游街之后，以刘二麻子
为代表的这一部分一直处于被压迫阶层的人
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骄傲，刘二麻子吃醉
了酒，忘乎所以地在傍晚乡间的田野上唱
着：“心肝肉来小姣姣，问声我郎你可好?郎不
来时我心焦，郎既来时我心恼，骂声小郎你
将小侬忘记了。心肝肉来小姣姣，叫声乖姐
听根苗：我不来时你心焦，我既来时你又恼，
你端的为的是哪一条?……”内容上对女性
有着明显的不尊重，这与他长期想要老婆而
又娶不到的境遇有很大的关联，一方面对女
性有着本能的渴慕，一方面在女性地位低下
的当时虽求之不得也没有增强他对女性的尊
重。在民俗学家娄子匡1971年重新将台静农
曾发表的113首情歌重新影印的第78首中也
有类似的句子：“心肝肉来小姣游，二人相好
多个头；阳世山间同路走，死去三曹并棺
丘。”

“山歌、牧童、炊烟、茅屋、竹林、竹床、稻
场、洗衣跳板……”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词
语无不蕴涵着皖西风情。那唱着山歌的牧
童，那升起炊烟的茅屋，那河边洗衣的姑娘，

那夏夜摇曳的竹林……是蒋光慈的家乡印
象，而那伴随着他童年生活的民间传说也给
他埋下了文学的种子。

在蒋光慈家乡白塔畈南面，有一座三仙
山，山上有一座三仙山道观，自小听到三仙
修仙的传说，就让他对这座山向往不已。蒋
光慈在《咆哮了的土地》中就将三仙山的传
说写了进去，他借由小说中淳朴的农家姑娘
毛姑的嘴说出这个传说：“这是我妈说给我
听的。从前在什么时候，有姊妹三个，大的叫
云霄，第二个叫琼霄，第三个叫碧霄，她们在
山上修仙学道，后来都成了神仙。成了神仙
以后，她们姊妹三个都上天去了。后世的人
知道她们三个在这山上修过仙，便把这山起
个名字，叫做三仙山。山上有个三仙庙，那里
供着的便是她们姊妹三个的神像。听说她们
很显灵，烧香的人很多呢。”

现实中的三仙山是希望的山，一些百姓
在遭遇不幸的时候总是寄希望于幻想中的

“三仙”，祈求他们能大发慈悲保一方平安。
小说中的“三仙山”是革命的山，历经辛苦建
立起的农会退守在三仙山谋求出路。回顾皖
西的革命历史，在当初暴发的革命活动中，
也不乏以庙宇、道观作为驻地的。

像《咆哮了的土地》中，农会一开始建立
的时候是在关帝庙，遭到所谓的“革命军”的
袭击之后走进了三仙庙，这也符合当时的情
况，就拿皖西的金寨县来说，县境内目前保
存完好的革命遗址中就有20处为寺庙。这也
说明，在当时，广大的人民群众愿意让革命
活动在原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寺庙里进
行，在本质上原本对神灵的信仰已经坍塌，
他们已经在心底里把革命当成了最高信仰，
燎原的星火从这里开始点燃。

原载《文艺报》

蒋蒋光光慈慈作作品品中中的的皖皖西西地地域域文文化化
王凤霞

蒋蒋光光慈慈笔笔下下的的三三仙仙山山

第三届“光慈之声”歌手大赛颁奖现场

当当年年蒋蒋光光慈慈和和私私塾塾
先先生生共共同同种种植植的的柏柏树树

白白大大河河

参参观观人人员员在在蒋蒋光光慈慈纪纪念念展展厅厅内内聆聆听听解解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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