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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现代戏曲

洪湖岸边是家乡（四）
□ 编剧 胡广香

第六场 追求

【距前场一个多月后。早晨，新月湾。
【朝霞满天，湖水耀金，芦花怒放，莲实饱满，

远处可见稻海金黄。
【幕启。芦生正心事重重。
芦生：（唱）新莲她思想上风急雨骤，

一月来充满了愁苦烦忧。
水波他家乡情已断，
你何必还把痴情留？
本可以去法院办理离婚，
又怎奈旧情网将她困囚。
割不断传统缆何谈解放？
砍不断世俗链怎驾飞舟？

【德成上，见状暗忖。
德成：芦生！
芦生：（转身）爹。
德成：这些日子，我知道你有很重的心事。
芦生：我想，这是用不着瞒你的，你也一定看

得出来。
德成：（停少顷）我也不是那种旧脑筋的人，

只怕外面有人说三道四，说你是趁人之危哩！
芦生：爹，你说水波哥这悲剧是谁造成的？
德成：当然是他自己造成的。
芦生：所以，这苦果应由他自己尝，还值得同

情么？新莲如果还为这样的人去牺牲自己的幸
福，值得么？

德成：新莲会不会有顾虑？
芦生：我正考虑这事。我想，我应该主动一

点，勇敢一点。
德成：奶奶一定不会同意。
芦生：我们还是把她当亲奶奶。这工作可以

慢慢地细心去做。
德成：（想了想）那，你看着办吧，我不反对。

凭心说，新莲是个好孩子，要能做我的儿媳妇，是
我的福气。

芦生：爹，谢谢你支持我！至于外面别人怎
么说，由他们去。

德成：你自己拿主张吧。我到那边鱼池去检
查一下。（下）

【芦生掏出绿手绢，凝思。新莲上，走近芦生
身后，见手绢一惊。

新莲：啊！
（背唱）突然见手绢，我又惊又羞，

无意成天意，恰把情根留！
绿手绢把他那心儿透露，
绿手绢也使我潮涌心头。

（激烈思想斗争）
回想起夫妻情化云烟只剩苦酒，
新莲我心已灰再无他求。
似不见如不懂且装糊涂，
要把情感之马的缰绳强收！

（为难，心中一动，突然惊叫）哎呀，好漂亮的
一只叼鱼郎！

芦生：（惊藏手绢）在哪里？
新莲：那不是。站在荷叶上一动也不动！
芦生：它大概是在想心事吧……
新莲：想什么心事呢？它也太傻了啊……
芦生（背唱）察她颜观她色积郁甚厚，

似有话似无话欲说还休。
新莲：（背唱）看他眼猜他心情烈如酒，

要开口不开口如鲠在喉。
芦生：（背唱）不能如鲠在喉我要一吐为快！
新莲：（背唱）不能欲说还休我要劝他回头！
芦生：（背唱）用尽心机我寻找突破口。
新莲：（背唱）转移目标我躲进避风楼。
芦生：新莲嫂！——啊，你以后还要我叫你

嫂子吗？
新莲：我不懂你的意思。
芦生：意思很明白：你还有必要为水波这样

的人牺牲自己的感情吗？

新莲：让我清静点吧，我真不愿提这事！
芦生：可是，能避得开吗？（停少顷）这几天，

我总在想……想……
新莲：（忙接过话头）这几天，我也在想……
芦生：（喜）啊，你也在想呀？……
新莲：我想现在应该是研究如何扩大养殖场

的时候了。
芦生：（失望，又引发兴趣）那，你说说想

法看。
新莲：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大型的综合养殖

场，不能仅限于养鱼虾之类。（指点）你看，这拦汊
养鱼的新月湾，算是粗养池。再靠岸边增挖一排
精养鱼池，主要是养特种鱼和做鱼种孵化。而岸
上呢，还可以鸡鸭鹅、猪牛羊等一起上。嘿嘿，这
才是——

（唱）岸上牧牛羊，
水面养鹅鸭，
池上砌猪栏，
湖底珠蚌爬，
莲藕菱角鸡头米，
鱼鳖螃蟹和龙虾，
飞的飞，游的游，跑的跑，跳的跳，
滚的滚来爬的爬，
生动活泼一幅画，哈哈……

芦生：（接唱）养殖场的主人喜得乐哈哈。
我要绘一幅远景规划图，除了以上这些，还要

建一个大型的水产加工厂，再建一座科研楼，主要
研究创建洪湖水产品品牌，以及网上的推广和销
售，要把我们的水产品销往全国，推向全世界！

新莲：这太好了啊！把新月村的乡亲们都吸
收进来，等钱赚多了，都住进高大的楼房，过上城
里人的生活。还建起漂亮的别墅，开发乡村旅游
业，把城里人也吸引过来。

芦生：那真是：洪湖鱼米乡，人间胜天堂。
新莲：当年韩英的理想变成了现实。
【灯光突然变成五彩。“洪湖水浪打浪，洪湖

岸边是家乡”歌声传来，天幕上出现楼房新村、别
墅、科研楼，水产品加工厂等未来美景。二人陷
入美好的向往和憧憬之中，有些忘情地拉起手。

新莲：到那时，杨柳湖畔尽情游，
芦生：夫妻双双手拉手！
新莲：荷花池中把舟放，
芦生：人成对来影成双！
【新莲突然醒悟，不好意思地忙放开手。天

幕景收去，换回原景。
新莲：等你找了女朋友，当然会人成对、影成

双的。
芦生：等我找？不，我已找到了！新月湾已

把我们连在一起。
新莲：那……
芦生：你别装糊涂了！（激动地）难道还要我

把心剖开你看？
新莲：这……（痛苦地摇头）可是，已没有可能！
芦生：新莲，你……
新莲：你看我现在……
芦生：想不到你还带着这么多因袭的重负！
新莲：我还真缺乏冲破它的信心和力量。
芦生：那你打算从一而终啰？
新莲：这……
芦生：好哇！……噢，刚才那规划图中还忘

了一项工程。
新莲：什么工程？
芦生：在实验大楼的旁边建一座高大的洁牌

坊，上写：新时代的洪湖贞节女——新莲。
新莲：你……你不要折磨我了！（哭泣）
芦生：不，是你自己在折磨自己！
【德成内喊：芦生，快来帮帮忙。
芦生：爹，我就来。（沉痛地）新莲……嫂，我

还时刻记着你的话：我们是新时代的青年，没有
必要去作出感情的牺牲。（下）【新莲在湖畔踯躅，
低头想着心事。

【小菱与小荷撑船上。故意大声叫新莲
逗乐。

新莲：两个丫头，吓我一跳！
小菱：嘻，谁叫你只顾想心事的。
小荷：新莲姐，你在想什么呐？
小菱：看你这失魂落魄的样子，是何苦

呢？——该怎么就怎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小荷：是呀，都什么年月了！
小菱：新莲姐，一切痛苦都已成为过去，新的

生活应重新开始。
新莲：唉，不是那么容易的啊。
小菱：要不失时机地抓住幸福，这是关键。

人生苦短，别到时候后悔哟。
新莲：小菱，说实在的，我佩服你的勇敢，但

不赞同你这种及时行乐。我觉得，新的女性，不
一定是这样的。

小菱：哈哈，我可从来不想标榜自己是新的
女性，我所信奉的只两个字：实惠。

新莲：对不起，我不愿听你这理论。
小荷：我却愿意听呀！
小菱：我的理论肯定不会完全正确，可你也

不能欺骗自己的感情。
新莲：（无奈何）唉！——你们要到哪儿去？
小菱：今天有空，到湖中去采摘新莲。
小荷：新莲姐，随我们到湖中去吧。
小菱：去吧，也好让心开阔开阔。
新莲：我还有点事，你们去吧。
【二人撑船下。
【新莲望着她们，思想斗争激烈。
【画外音：“我们是新时代的青年，没有必

要去作出感情牺牲！”“可你也不能欺骗自己的
感情！”

新莲：（心烦意乱）唉！
（唱）句句话如石子投向春水，

我的心我的情波涌浪推，
意彷徨步踯躅似进似退，
满腹心事，心事满腹向谁诉，诉向谁？

【灯光变迷离，四湖仙飘忽着舞上。
四湖仙：（唱）好姐妹，莫愁眉，我们为你解心

事，释伤悲。
新莲：你们是谁？
四湖仙：我们是——
荷：荷花仙子，
菱：菱花女儿，
水：水仙姑娘，
美：美人鱼。
新莲：你们能帮我？
四湖仙：能！且听我们的歌声——（且舞且唱）
（唱）洪湖水呀浪排排，

风光如画巧手裁；
新时代的洪湖女，
敢想，敢干，
传统观念都抛开，
唱着笑着向未来。
洪湖水呀浪排排，

朵朵浪花心上开，
新时代的洪湖女，
敢恨，敢爱，
世俗偏见何所畏，
勇敢扑进情人怀！

【靠天幕处，小菱小荷显影，与四湖仙同唱。
新莲渐咬紧牙，脸色变坚毅，之后也情不自禁地
加入舞蹈与合唱。

新莲：（一甩头发）我要去找芦生！（转身）芦
生，芦生！

【灯亮，众隐去。芦生应声从树后出。
芦生：我早来了，在偷偷听你讲话。
新莲：我跟谁讲话？
芦生：你在心里自己跟自己讲话。
新莲：那你听我讲些什么？
芦生：你不是正要告诉我吗？
新莲：你……你真坏！
芦生：啊，你答应了？
新莲：你怎么知道我答应了？
芦生：你不见好多戏和电影中，在表现女人

对男人的爱时，总是说（学）“你真坏！”
新莲：嘻，看你这张贫嘴！那我就换个说法

吧——你真好！
芦生：真的么？（来拉住她的手）
新莲：嗯！芦生——哥，（羞涩地低下了头）

说实在的，别的我都想通了，只是奶奶……我
实在……（拭泪）

芦生：奶奶仍是我们的亲奶奶！她最近身体
很不好，也不出门，我们就暂时瞒着她吧，以后看
情况慢慢做工作。（掏出绿手绢给她擦泪）

新莲：啊，这手绢你没弄丢哇？
芦生：（笑）哪会呢？我一直把它藏在心中！
新莲：你真坏！
芦生：又来了！
新莲：嘻！
芦生：（看她）新莲，你真美！
新莲：是吗？可是，我差点老了！
芦生：吹着春风，喝着湖水，你不会老的！
【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二人亲近。
新莲：你看那只美丽的叼鱼郎，有多快活！
芦生：因为它叼着了一条美人鱼！（来吻）
【切光。
——幕急落

尾声 归来

【距前场一年多。新莲芦生家。天幕上是上
一场她们憧憬时的画面。

【左边桌上摆着电脑和图书，旁有婴儿摇
篮。右设奶奶灵堂。

【幕启。芦生正在上网。新莲拿报纸（上）。
新莲：芦生，你快看，我们新月湾上报纸了！
芦生：（接过，念）“洪湖岸边起宏图”，（笑）好

大的题目！这些新闻记者真会吹。
新莲：我们去年是打了一个大胜仗嘛。唉，

可惜奶奶已病逝，她要是看到，该会多高兴啊！
（拭泪）

芦生：啊，看你又伤心流泪了。唉，还是放开
些，新陈代谢，这也是自然规律。

【摇篮内婴儿啼哭。
芦生：（抱起孩子）看，不是又一代洪湖女儿

诞生了吗？
新莲：（沉思着）她一定会有更新的路。

芦生：她的路她去走，而我们，在自己的路上
可不能懈怠。我看我们现在的重点是要放在产
品的推广和销售上，让我们的品牌能更快更多的
打入全国和国际市场。

新莲：对，应该培养一批职工专门从事这项
工作。

芦生：看来我去深圳的计划得提前，应该马
上就动身。我这次出去，可能要好几天的，家里
的事就托付予你了。

新莲：放心吧！（声音微顫，心事重重）
芦生：你怎么啦？
新莲：我……我想起了也是这样送水波的！
芦生：（一笑）你就放心吧，我不会成为水波

第二的！我不是去寻找个人美梦，而是去为我们
的产品开拓市场。

新莲：（点头）我帮你收拾东西吧。（二人
进房）

【水波内唱：“一时间鬼迷心窍如醉酒”，提行
李上。

水波：（接唱）等醒来已撞得头破血流！
回家来哪有家只有愧有悔，
不怪人只怨己万念俱休。
我本当一狠心抬脚就走，
怎奈得绻绻情牵我心头；
硬着头忍着羞如鬼如寇，
祭一下奶奶灵再去浪游。

（推门而进，扑跪在奶奶灵前）
水波：奶奶！我……我好悔啊！……
【芦生、新莲从房中出，一惊。
新莲：啊！……
芦生：你回来了……
水波：我……因为是协从，加上认罪态度较

好，得到了宽大处理。
【新莲拭泪，芦生来扶他。
水波：（站起，转身要走，沉重地）我走了，祝

你们……幸福！
新莲：（急切地）你又要离开家？
水波：我已没有……家了！
新莲：（顿了顿）我……我是指洪湖！
水波：洪湖还有我的立足之地吗？
芦生：洪湖，很宽，很大！现在又逢党中央

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我们正可以大有作为！（想
了想）新月湾正缺人手，你能不能留下来帮我们
一把？

水波：留下来？……我能留下来吗？……
【新莲进退两难，痛苦万分。
芦生：（走上前，真诚地）你还年轻，在你的前

面，会有新的路，也会有新的家。
水波：（迷惘地）会吗？……
芦生：会的！要有这个信心。（热情地拉起他

的手）我们的水产品加工厂已创建了不少品牌，
如“洪湖三宝”、洪湖野莲汁、野藕汁、藕带、青泥
巴藕等，我们现正在通过网络要把这些推向全国
和国际市场。你看，我马上要去深圳签一份合
同，还准备去参加广交会。你今天就同我一起去
吧，你对那边的情况比较熟悉，以后就当我们的
业务员。

水波：（愣愣地）又要出去？
芦生：出去没有错！我们终究为了走出去，

不过是要和这块土地一起走出去！（用混响效果）
【水波若有所思地向远方望去。三人造型。

成剪影。
传来歌声：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

家乡……
闭幕时幕后合唱：

开路的人总有路，
爱家的人才有家；
看一出悲欢离合戏，
品一下酸甜苦辣麻。

——幕徐落
（剧终）

对于江河湖水系而言，从南到北，从东到西，
能将天堑变通途的肯定是桥。

世界上的桥林林总总，千姿百态。万里长江
上横卧的桥更是让人耳目一新。毫无疑问，桥带
出了节奏，改变了生活。

老实说，新堤的桥无论是造型还是结构并不
是有多么特别之处，在数十里内荆河上的四座桥
都是普通且简朴的模样。但对于我这个生于斯长
于斯的老新堤人来说，却有着刻骨铭心的意义。

新堤镇是洪湖市城区中心，在1987年之前，一
直叫新堤镇，后因撤县改市，新堤之名便只是一个
街区了，但在很多老一辈人心中，新堤就是自己身
上的一块胎记，就是自己的故乡自己的根。

因为记者职业的缘故，我跑过不少县市，感
觉很多的县市城区长的是一个模样：一条主街，
新城区热闹，老城区破旧，当然，一条河是必须存
在的。可想而知，因为水，才有人类的聚积，才会
一代一代族群的繁衍生息。

新堤也似乎没有超脱多少，模样差不多。
我就这个疑惑请教过小弟，身为同济大学城

市规划与设计的博士，他笑我走马观花，主观武
断。小弟说：一方水土一方世界，只有深入了解，才
能分辨出差异。十年前，为了参与竞标新堤内荆河

“一河两岸”的整体规划设计，他为此做了大量的前
期功课。因为对内荆河水域的了解，对新堤风土人
情研究，加上强大的专业背景，以及新颖独到的方
案，使他的设计在众多竞争者中拔得头筹。

小弟说，表面上看，新堤也不例外，所有关于县
域中心的一切标配它都不缺。不同的是，它还有五
百多年的历史，是名符其实的古镇。内荆河带给新
堤人的不仅仅是生活，还有其独特的风情与文化。
还有桥的伸展、勾画，让新堤更具有独特的味道。

的确，穿镇而过的内荆河是长江支流，水兴
人也害人。因经常水患，明朝嘉庆三年（1524），
朝廷在此筑五千三百余丈新堤抗拒水患，也形成
集镇，新堤镇由此得名。为了调节水势，又在长
江与内荆河接口处，修建了一座石闸，这座古老
的石闸对新堤经济社会发展、百姓安居乐业起到
了巨大的作用。几百年来，新堤不管内涝，还是
干旱，只要闸门洞开，长江——母亲河，用她宽阔
的胸襟，或接纳或输送。1857年，新堤设立海关，
委任道台。民国十五年（1929年），设新堤市，是
当时湖北省八大市镇之一。

内荆河将新堤一分为二，一边叫东岸，一边叫

西岸，向北蜿蜒抵达洪湖。具有排渍、防涝、灌溉、
航运等功效。“沿岸帆樯如林，入夜桅灯似星。”这
是我在新堤志上看到描述过去内荆河的胜景。

两岸有不少码头，这我是知道的。东岸油榨
巷上有一个地方叫六埠，这个六埠就是一个码
头，码头上方不远建有仓库，是屯积粮食的地
方。因为外婆家住在附近，小时侯，我经常看到
码头工人扛着麻袋包船上岸下来来回回。我妈
是新堤镇第四小学的老师，我们家住在西岸边的
学校里，从小我就看到码头上泊着各种装载生活
工具及生产资料的船只。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东西两岸的人员流
动，除了翻走紧靠长江的闸背，就是几只摆渡船。

1972年，新堤一桥诞生之前，我的慢生活至
今想来，有辛酸也有忍俊不禁。每个周末，我和
妹妹都要回到东岸的外婆家住一天，头天晚上
去，第二天下午回来，两个来回。从正街往上走，
穿过老闸到了东岸，经过一些铺店，新堤一小，衙
门口，越往下走越是青石板混着泥泞的路。到了
六埠，也就到了油榨巷，也就到了外婆的家。每
次去时，我和妹妹都是欢天喜地的，也不觉得累，
要回学校时，就不情不愿了。但第二天是要上学

的，妹妹总是找各种理由拖延时间，或借故不想
回西岸的家。所以，出门时，外婆总会塞给我们
一些零花钱，叮嘱道：路上不要打野，过河回去，
少走些路。

快走到衙门口，看到渡船正停在岸边，妹妹
便不由分说跳到船上去。如船在对岸，便高声喊
起：过河啰！夏季水多，河面宽，便会多喊几声，冬
天枯水，摆渡人听罢，便摇桨过来。摆渡船是一只
小木船，出太阳或者下雨时便搭起篾篷子。记忆
中是两分钱一个人，过河人会将分子钱丢进船舱
里，如是角子钱，自己就从舱里找回自己的钱。

摆渡人都是熟面孔，一边双手划着桨，一边
会和过河人扯闲话。不一会儿的功夫，船便靠了
岸。往上走不多远，就是洪湖一中，翻过一条小
马路，就是戏园子，戏园子隔壁，就是我们的家，
新堤镇第四小学。

1970年的暑假，学校教室里突然住进了好多
农民，操场上堆着许多稻草垛、豆箕垛。妈妈告
诉我们：住进学校的是建桥的民工。哦，要建
桥！这可是新堤镇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

桥址东岸是新堤一小，西岸是洪湖一中，一
中与四小不远，所以暑期四小便被民工借用。其

时，镇内的各个学校都被借用了。
那时，工程建设相当落后，河两岸，民工们肩

挑背扛，人海会战，昼夜不息，泥水横流。虽然给
生活、出行带来了许多不便，但人们没有怨言，因
为心里有盼头。

两年后，一桥竣工时，两岸民众敲锣打鼓庆
贺，好不欢喜。

是呀，一桥连接东西，两岸缩短了距离，于社
会有什么重大意义？这不是当时的我要关心的
问题，于我与妹妹而言，到外婆家可以少走好多
弯路，这比什么都重要。

渐大后的妹妹，学会骑自行车后，最喜欢干
的便是从桥上滑下，不捏闸，风驰电掣让自行车
飘起来，冲下去。幸好当年没有多少机动车，让
她没遇到危险。还有一个画面更是让人记忆深
刻：盛夏时节，河宽水清，一群群调皮的小男生
们，在河里翻腾不过瘾，还会从桥墩的桥栏上跃
入河中。不知道是打赌还是比赛，各种姿态，争
先恐后，那真真叫一个爽呀！也不晓得回家吃了
父母多少“家伙”，好的是夏水涨高后，桥栏与河
面的距离不是很大。

小弟小学快毕业时，一写作文就头痛，为了

提高他写作的兴趣，我决定首先教他观察生活。
在一个春天的夕阳下，我带他来到一桥，让他看
天，天上的云彩；看河，河面上的波澜；看人，桥上
行人色色。不知道年少懵懂他是不是看到了眼前
的这些，或者说看到心里去了。不过那一刻，我却
记住了内荆河无声的喘息，新堤人匆匆的脚步。

我离开新堤外出求学后不久，内荆河上有了
二桥，又有三桥，三桥是人行桥，桥东接着油榨
巷。那时外婆还健在，妹妹说，外婆会在夏天的
夜晚，搬一把竹椅，到三桥上吹风乘凉。

四桥是近两年竣工的，目前，四桥两岸连接
的是新旗村与洪林村，是过去的蔬菜大队，相当
于是新堤的外环线。

小弟告诉我，五桥正在规划中。
壬寅虎年初一，我独自一人在内荆河畔慢走。

细雨绵绵，我拾级一桥，行人稀少，车辆很多，且不
少是挂着外地牌照的豪车。南边的闸背将长江挡
在视线之外，也将新堤与天空划出一条弧线，闸背
下是荷花广场，广场很大，用钢筋水泥将两岸的好
几个码头严严实实盖住了。因为下雨天寒的缘故，
广场上少有人迹。桥西头边的洪湖一中早已迁出，
这里成了购物公园。桥面很平，没啥坡度，我想像
不出，当年妹妹是如何骑着自行车风驰电掣的。但
能想像到，那些玩水的小男生们，如今走过这座桥
时，一定会翻开那顽劣且开心的记忆。

东岸龙街上，泊着一艘老漆斑驳的旧木船，
双桨交叉在船尾，这应该是当年的摆渡船了。听
小弟说，虽然此船成了不少人的打卡地，但年轻
人是不知道此船曾经的用途的。他说，他将会在

“一河两岸”后期的工程中，会加入更多的新堤元
素、新堤记忆，如打渔人、榨坊工人等等。

内荆河微波拍岸，不远处的二桥、三桥都在
极目之中。三桥上，我再也看不到外婆纳凉的身
影。那么，四桥之外的五桥，正在规划中的五桥，
一定会连接新堤内外洪湖城乡更广阔的世界，一
定会给新堤人更多的惊喜。

岁月沧桑，流径无语，我也到了喜欢怀旧的
年龄。

我在想，小弟如今细细描绘着“一河两岸”，
与当年我带他上一桥看景有否关联？

望着两岸边上的观景桥曲回蜿蜒，绿树红
花，我不禁莞尔。

（费力，曾担任《洪湖报》编辑，现为《楚天都
市报》副总编。）

新堤的桥
□ 费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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