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昂扬的 劳动者之歌
——省总《咱们工人有力量 》
“五一”电视文艺晚会点 评

冯瑜

这是一台有 工 人特
色的晚 会 。

这些年来 ，逢有 重
大节 日 ，电视台总要播
出欢度 节 日 的 电视文 艺
晚会 ，真 乃名家荟萃 、
各扬其波 。但事过之后 ，
观众们总要横挑鼻子 竖
挑眼 一阵 ，或多 或少表
现出 一些失望 。这也难
怪，观众的期望值 一 年
高过 一 年 ，而艺术的 出
新却难 以赶 上观众愈 吊
愈高 的 胃 口 ，这种难 以
同步发展 的现象使编 导
们如履薄冰 。然 而看完
陕西 省 总 工 会 拍 摄 的

“ 五 一 ”大 型专题文 艺
片《咱们 工 人有 力 量》，
我却感 到 一 股 新 鲜 扑
面而来 ，除松了 一大 口
气之外 ，还感到一种激
动之余的欣慰 。

说它新鲜 ，是说在
电视屏幕 上 出现了 几乎
全是 由 基层 工人演出 的

节目 ，它毫不犹豫地突
破了 重 大节 日 被 “星 ”
们占 尽风光 的 老套 子 ，
让业余 工 人演 员在 自 己
的节 日 里纵横驰骋 ，放
情讴歌 ，表 达 我 省300
万职 工 节 日 的 喜 悦 心
情。尽管这些演 员 尚 缺
乏专 业 的 训练 ，表演得
也不是无懈 可击 ，但他
们没有那种歇斯底里 的
狂舞 ，也没有矫柔造作
的扭态 ，纯朴的舞台作
风和真挚 的情感 留给人
一片心灵 的净地 。朱喜
荣的独唱 《毛泽东 思想
永远放光芒》、吕 樵石
的独唱 《唱 支 山 歌给党
听》以及华 山 机械厂 的
双人舞 《绣荷包 》也 已
逐渐走 出 “业余”的原
野，向 艺术的 高 层次进
发。

《 咱们工人有 力 量 》
这首歌 ，我们 已 唱 了 几

十年 ，至今仍鼓舞人们

在四化的征途 中 奋进 。
宝鸡桥梁厂铜管乐队的
这首吹奏乐 曲 ，雄浑壮
阔、气势 磅礡 ，一 出 场
就揭 开 这 台 晚 会 的 主
题，似开场爆竹 ，让人
为之亢奋 。工人演 ，演
工人 ，本身就是晚会的
一大特色 ，紧接其后 的
陕西钢厂 的 男 声小合唱

《 我为 四化来炼钢》、
宝鸡卷烟厂 的合唱 《宝
烟之歌 》以及压轴节 目
大合唱 《前进 ，亿万 工
人兄弟》，更使这个特
色渲染得淋漓尽致 ，揭
示出 工人阶级担负四化
建设主力军历 史使命的
主题氛 围 ，使人激动不

已，不禁击掌附和 。这
些年 来 ，文艺舞台 几经
变幻 ，从轻声柔 调 的抒
情轻音乐到嗲声嗲气的
港台流行歌 曲 ，进 而发
展到 席 卷 全 国 的 西 北
风，都各领风骚好几年 ，
虽然为文艺的 百花园 中
增添了不 同 的色彩 ，也
满足 了不 同 层次观众的
审美需 求 ，但仍无法 替
代那些鼓舞人心 ，催人
奋进 ，给人以力 量 的时
代歌曲 。从这个意义 上
来说 ，这台晚会为大型
文艺晚会贯彻文艺 “双
百”方针积累 了值得重
视的经验 。

另外 ，纯朴的民族

艺术也是晚会
的特色之一 ，
除独唱演 员 多
采用 民族唱法
之外 ，象双人
舞《绣荷包》，
长岭机械厂的

《 民歌联舞》，
更是地道 的 西
北风情 ，乡 俗
乡韵使台 上台
下的距 离骤然

缩小 ，使观众
于亲 切之 中 获得 了 艺术
享受 。

正是 由 于 出 自 工 人
之手 ，问题的 另 一面便
也显 而易见 。演 员的水
平相 差较大 ，演技 尚嫌
稚嫩 ，而 且 晚会 的 编排
整体 构 思 意 识 不 甚 明
显，缺乏必要 的 高 潮 ，
作为经验我想也许值得
总结 ，但有这样一支队
伍，仍然值得欣慰 ，它
将更加繁荣我们的厂矿
文艺 ，其作用 用 省总主
席高盈民在 节 日 祝辞 中
的一句话说就是激励全
省职工 “为求得我省政
治上稳定 ，经济 上发展 ，
谱写新的篇 章。”

吹奏 乐 《咱 们 工 人 有 力 量 》　杨 玉 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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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绣花枕头 ，人
们并不陌生 。可是要 说
起西府一带农村妇女 刺
绣的那些形状不一 、做
工精细 、色彩鲜艳 、具
有浓厚 乡 土气息 的绣花
枕头来 ，这里 面 的 讲究
恐怕知 者就甚少 了 。

西府枕 头 的种 类 有
方枕 、平枕 、拜
枕、耳枕等 。女
孩子绣枕头 ，一
般从 定 婚 后 开
始。过 去 一 般为
1 2、13岁 ，现在
为16、17岁 开 始 ，
绣枕 头 用 的 材
料，都 由 男方来
提供 。经过女孩
子的精心刺绣 ，
枕头不仅 可 以实
用，而且成为 可供观赏
的艺术佳品 。

形状为长条形 的方
枕，一 般 要 绣 4个 。这
种枕头 中 间 为黑色 ，两
端绣 有 成 双 成 对 的 石
榴、桃子 或男 孩 儿 。有
趣的是 ，绣好后 的方枕 ，
在结婚前一天要 由 男 方
拿走两个 ，在芯子 里装
上麦草 ，当 地叫做 占炕
枕头 。结 婚 前 3天新 郎
新娘必须枕这种枕头 ，
3 天 后 才 换 上 荞 麦 皮 芯
子的 。

平枕如 同 一般家庭
用的枕 头 ，图 案 大都绣

有鸳鸯 、龙凤、凤凰戏
牡丹 等 ，一般 要绣2至 4
个。

拜枕和方枕相似 ，
只是 图案略有不 同 。这
种枕 头是专 门用 来送给
男方 上 辈人的 。一般 要
绣10个 ，也有绣20多个
的，这要视 男 方 上 辈 人

多少 而定 。
耳枕 为 长 方

形，中 间有 可供侧
卧时放耳朵的孔 。
枕着极为舒服 。这
种枕头要绣 上一 部
分，用做收 男 方礼
时的 回赠品 ，大都
回赠 给 老 人 和 儿
童。也有给老人和
新女婿回赠绣花耳
挂（护耳朵用 ）和

绣花烟储儿 （装烟 的袋
子）的 。

细算 下来 ，女孩子
出嫁 前至少要绣几十个
枕头 。她们绣枕 头的时
间多 为 阳春3月 ，这时 ，
天气暖和 ，昼长夜短 ，
而且 手比较光滑 。

到结 婚 时 ，除 陪
送的 其 它 东 西 ，枕 头
也放 在 显 要 的 地 方 ，
供婆 家 人 和 贺 喜 的 好
友观 赏 评 价 。此 刻 。
新媳 妇 耳 际 听 着 赞 扬
声，脸 上 不 由 泛 出 了
晚霞 般 的 红 晕 ，沉 醉
在幸 福 之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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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能在 中 央 电视台春节
晚会上 “露 面 ”的港台歌星 ，
都是大陆歌迷注 目 的焦点 ，他
们演唱 的歌 曲 也往往成为那一
年的流行歌 曲 。诸 如张明敏的

《 我 的 中 国 心》、费翔 的 《故
乡的 云》、潘安邦的 《跟着 感
觉走 》等都曾风靡大陆 ，那么
马年春 节 晚会最引 人注 目 的歌
手当 属来 自 台湾 的文 章 了 ，他
以一首 《我是风 》征服了 电视
机前 的观众 。

虽然 文 章 早 已 蜚 声 港 台 ，
但在 大 陆 ，他 还 鲜 为 人 知 。
文章 名 叫 黄 文 章 ，今 年24岁 ，
其父 早 年 在 南 洋 经 商 ，小 文

章就 生 在 印 尼 的 苏 门 答 腊。1975年 ，年 仅9岁
的文 章 离 开 了 父 母 ，从 此开 始 了 闯 荡 世 界 。他
在马 来 西 亚 读 完 了 小 学 和 中 学 之 后 ，便 只 身 赴
加拿 大 念 大 学 ，他 当 时 攻 读 的 是 经 济 学 专 业 ，
其间 兴 趣 广 泛 又 赴 意 大 利 选 修过 声 乐 ，赴 纽 约
接受过模特 儿 专业 训练 。后来 为 工作旅 居 日 本 ，
而今 为 了 唱 歌 ，他从新 加坡起 步 ，唱 红 台 湾 ，
足迹踏 遍 澳 大 利 亚 、墨 西 哥 、南 朝 鲜 、荷 兰 、
美国 、英 国 等 十 几个 国 家 。再加 上 文 章 酷似 日
本人或南朝鲜人的面孔 ，台湾歌星便送他一个雅
号：长着 “国 际脸”的 “职业游子。”

文章走上歌坛可 谓是无心栽柳柳成荫 ，他 自
己并没有想过能成为红歌星 ，他一 直把唱歌 当 成
工作之余的消遣 。一次他 回新加坡探亲 ，顺便和
朋友在 当 地开放 出租 的录音室 里录 了 几首歌 ，打
算带 回 日 本工余欣赏 。岂料这一试 竟被慧眼独具

的音 乐 制 作 商 相 中 ，文 章 抱着 “玩玩 ”的 态 度
开始 唱 歌 了 。

1 984年 ，18岁 的 文 章 推 出 了 第 一 张个 人 专
辑《365里路》、而后又 出版 了 《古 月 照今尘》、

《 隔 世 痴 恋 》等 几 张 专辑 唱 片。1987年 ，他 与
台湾 歌坛宿将 苏 芮 同获 台湾流行歌坛最高 奖 “金
钟奖”。

文章 在 今 年 春 节 晚 会 上 演 唱 的 那 首 《我
是风 》是 他 为 台 湾 一 家 汽 车 公 司 所 拍 广 告 片
唱的 主 题 歌 。该 广 告 片 耗 资 1000万 新 台 币 ，
由于 制 作 时 刻 意 求 精 ，画 面 、音 乐 、主 题 歌
均相 当 优 雅 ，观 众 反 应 十 分 强 烈 ，该 广

告片 已 申 请 获 得 了 世
界专 利 。

在台 湾 ，歌 迷 们
曾打 趣 地 问 文 章 ：“你
为什么不 去 写 文 章？”
他回 答 ：“我 是 在 写
文章 ，只 不 过 不 是 用
笔、而 是 用 歌 喉 ，用
我的 歌 声 表 达 我 的 情
感，我 的 思 想……”

都吹 了 叶春 旸

影视

之窗

上影新片《庭院深深 》
山雨欲来 。给残垣断壁的 “含烟 ”

山庄 更添 了 几分萧瑟和恐怖 。从美 国
回台 的方丝萦在这片废墟 中 见到了 山
庄的主 人 ，双 目 失 明 的柏沛文 。有关
柏家 ，小镇 上 流传着这样一个故 事 ：
柏家是专营茶叶 的富商 。十 年 前 ，年
轻的柏沛文不顾母亲 的反对 ，娶了 茶
场女 工 章含烟为妻 ，夫妻感情很好 ，
生有一女取名 婷婷 。然而柏母容不下
这个 出 身 卑微生性倔犟 的媳妇 。柏沛
文是个孝子 ，后又发现含烟 与 自 己 的
好友高 立德关系 密切 。他一气将妻子
赶出 家 门 ，含烟在悲愤 中投河 自 尽 。
事过不久 ，他明 白 是母亲挑唆 自 己 多
疑冤枉 了含烟 ，从此终 日 懊悔 ，失魂
落魄，“含烟”山 庄在一场大火 中 倒
塌，他也双 目 失明 。

方丝萦 当 了 婷婷的
家庭教师 ，她尽心照顾
这个父亲不管后母虐待
的女孩 。两 人之间 的依
恋胜似母女 。她发现这
个家生活在沉默的剑拨
弩张 之 中 ，柏 沛 文 终 日
怀念 前 妻 冷 落 后 妻 爱
琳。爱琳在这个富有 的
家庭 里过着象寡妇一样

的日 子 ，她从此痛恨沛文 ，迁怒于婷婷 ，嫉妒方
丝萦 。柏沛文呢？自 从丝萦来到柏家 ，尽管他看
不见 ，但从婷婷天真 的 笑声 里 ，从丝萦 的脚步声 、
气息 中 ，处处感到亡 妻含烟又 回来 了 。他请来好
友立德证实 自 己 的疯狂 。

丝萦的隐秘被揭穿 。她无
法原谅沛文 当 年 的 无情 ，爱琳
的嫉妒吵闹使她不能再照顾 自
己的女儿 ，她决定再次离开柏
家。

既然丝萦真 是含烟 ，沛文
发誓再不能失 去她 。

（ 冠 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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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谜 巧 骂 势 利 人
张宿 东

相传 ，从前有个姓胡的财主 ，
看人行事 ，人称他“笑面虎”。一年
春节将 至 ，有 两人来到胡家 门 前 ，
前面 的姓李 ，衣冠华丽 ；后面 的姓
王，衣 衫 破 烂 。胡 财 主 见 李 满脸
堆笑 ，恭敬 相 让 ；一 看 王 那 身 打
扮，骂道：“穷小子 ，快给我滚开 ！”

元宵节之夜 ，家家户 户 门 前
都挂有各式各样的花灯 。姓王 的
打出 一顶花灯来到笑面虎 门 前 ，
上面题有 一首 诗 ：

头尖 身 细 白 如银 ，
论秤 没 有 半 毫 分 ；
眼睛 长 到 屁 股 上 ，
光认 衣 裳 不 认 人 。

恰巧遇 到 笑 面 虎 ，他看 后气

得面红耳赤 ，两 目 圆睁 ，吼道：“好
小子 ，胆敢骂老爷！”并命家 丁抢
花灯 。姓 王 的笑嘻嘻地解释说：“大
概是老爷犯 了猜疑吧 ，我这四 句 诗
是谜 语 ，谜底是针 ，你想是不是？”
财主 只好干瞪眼 ，转 身 溜走 了 ，围
观者哈哈大 笑 。

谜语

1 、深一脚浅一脚 （成语 一 ）
2 、旧貌变新颜 （字 一 ）

（ 曾 正 明 ）
3 、白 云 深 处有 人家 （本 省 县

名一 ）
4 、仓 廪 实 而

天下安 （本省县 名
一）　（张砺 ）

上期谜底 ：视
图　空 中 作业　人
行便道 修理 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