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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龙船”山歌会，是江津区李市
镇在端午节当天既划干龙船又赛山歌
的一种传统民俗活动。

李市古属巴子国境，秦属巴郡等
区域，深得巴蜀文化之魂，农耕文化历
史悠远，民风民俗淳朴敦厚。每年端
午节的旱码头干龙船以及喊唱民歌便
融合为一体，成为古镇李市传承百余
年的民风民俗活动。

于是，每到端午那天，百姓们便
自发组织起来，他们用竹子扎船，制
作龙头龙尾，糊以纸，绘鳞甲，状似龙
舟。随着主持人一声号令，在人头攒
动的街头便呈现出这样一种景象：一
条干龙舟缓缓划过来，老船工喊着号
子，众船工划着桡片，过街游行；龙舟
后面陆续跟着三两只单人单旱船、拿
着五彩粽子的孩童、担着麻窝子草鞋
的妇女，再后面是莲萧、蚌舞等民俗
事象。划到高潮处，老号子头便放开
喉咙领喊号子：“旱码头嘞旱码头，干
龙船划起满街游，又喊号子又唱歌
哟，闹热盖过那水码头……”一人唱，
众人和，和喊声此起彼伏，群情振
奋。过街游行后，则进行划龙船、抢
草鞋、抢粽子比赛。各龙舟队，各啦
啦队或间隙表演，或呐喊助威，引得
围观者欢声雷动，不绝于耳，将激烈
的龙舟赛推向高潮。

李市坝的山歌会则是另一番
景象。其山歌起源于田间地头，有
男女青年的对唱，更多的是田间劳
动时的即兴唱和。特别是春耕薅
秧时节，农夫们将手反背在身后，
边薅秧边唱山歌，山歌主体是还阳
调、小板搞、十八扯、高山歌、扳搞
号子等，声调爽朗高亢，调子即兴
自编灵活应变，保持了李市山歌的
原生态。

李市山歌源于民间。以前端午唱
山歌地点不限，场镇街头、黄葛树下、
山头上、竹林边等，都是唱山歌，斗号
子的场所。百姓们相聚在一起，这一
群人唱一调，那一群人和一调，气氛和
谐热烈。唱到高兴时，便有好兴之人，
扯来红布，买来蒲扇，拿来粽子，吊在
黄葛树上作锦标，由优胜者得之。发
展到如今，则演变成“传统民歌擂台
赛”。由政府组织，按照不同年龄段分
组在经布置的舞台上进行演唱比赛。
主持人报节目和串场后，先由老一辈
的民歌手登台演唱山歌、薅秧歌、风俗
歌等，接下来，再由一些经过遴选的优
秀后辈歌手演唱传统民歌。演唱形式
上，有一人独唱、二人对唱、多人合唱
和一领众合等。演唱完毕，当场评判
宣布“擂台赛”“民间歌师”和“民间歌
手”得主，给予发奖、戴红花。除此，李
市山歌还走出乡村，走向了繁华都市，
近年来，李市镇民间山歌队多次到省、
地、县表演，八次获得一等奖。在城乡
文化互动中被专家冠名为“江津山
歌”。目前，端午时节的李市旱码头龙
舟会已被列入重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项目。

运输安全呼唤着钢铁卫士
随着一声响亮的应答

机器人巡警跳到世人面前
这个百分百的钢铁侠
有着百分百的中国芯

对于旅客出行的所有问题
凡问必答，有求必应

百问不厌诲人不倦而且谦恭得体
多少次我习惯了讲别人太机械

它竟然回答我它是百分百的机械身
我试着把一个假烟头扔了过去

结果被它一眼识破
并警告我不要像孩子似的恶作剧

当一只老鼠
在某个洞穴咬了一口高压线

它竟把平日里悠闲自在的口哨
咕噜咕噜地吹成了一级战备

那样子就好像一场决战不可避免
机器人巡警身兼机器与人的双重使命
它一出生就超越了单一的机器或人的

传统使命
人遇上危险可找它报警
它发现危险则自动报警
两只蚂蚁的网上约架
也会被它一举锁定

人头攒动的候车室平安无事
从它身上传出来的葫芦丝

月光轻吻凤尾竹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机器人巡警
■三都河

““旱龙船旱龙船””
山歌会山歌会

■施迎合

■葡 萄

“时间对于各种人有各种的步
法。我可以告诉你时间对于谁是走
慢步的，对于谁是跨着细步走的，对
于谁是奔着走的，对于谁是立定不
动的。”《皆大欢喜》中，莎士比亚曾
借罗瑟琳之口这样说。

——题记
大约10年前，志愿讲解员周娅

老师在国家博物馆做过一次志愿讲
解。从场面的热情程度可以见得，
受感染的人很多，对志愿服务表现
出兴趣的人也不在少数。但是我敢
说，此后连续3年申请都没有中而
始终心意不减的人，怕是不多。我
的朋友孙洁便是这样“轴”的一位。

到了第4年，首都博物馆开始
招募志愿者了，她顺理成章进了首
博，眨眼功夫已经在佛造像展厅服
务6年了。虽然换了一个平台，离
家更近了一些，但日子也因为这样
一重身份而更加忙碌了。

“周六要去看电影吗？”“周六不
行，我有讲解，你要不要来捧个场？”

“那周日呢？”“周日我可能还要备课
下一个展的资料。”这样的对话稀松
平常，以至于到了后来，我已经改约
看电影为约稿了。

我本是一个对博物馆没什么兴
趣的人，陈列的东西再美，再珍贵，
也远没有一个人、一段故事能够打
动我。而她恰恰是那个愿意为观众
讲故事的人，愿意用真实的感情与
人交流的人。

2018年冬天，孙洁在讲解“读
城——发现北京四合院之美”历史
文化展时，说起北京城是“生命”的
这个概念，一位观众很感动，就在她
的对面流下了热泪。这一感一受的
双方，我想正是因为对这座城市的
深情，才能够彼此产生共鸣。

这样的分享，不仅带给观众知
识和乐趣，也成了我看世界的一双
眼睛。报纸版面上不少关于文物的
头条，都出自她的笔下。从妇好墓，
到海昏侯，她把奔走于博物馆的故
事落在纸上，见诸报端，常常处在一
种乐此不疲的状态中。

几年前，这份爱好者的“乐”已
不能尽兴，她甚至辞去了原本的工
作，决心步入专业领域。在准备考

研的阶段，若是凑近些看她，简直一
天没有休息过。可说来奇怪，只消
把镜头拉远一些，我便惊讶地发现，
她其实活得多么松弛。

知难而进，无非是追随心意，一
种对自己喜欢的事物最单纯的想要
亲近的欲望。静下心来，去忙、去
累，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经历。至
于结果，她反倒不去想。尽力而为，

“力不次”也很好。
“力不次”出自王羲之的《快雪

时晴帖》，“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
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
顿首。山阴张侯。”

她后来对我说，虽然现在看来，
结果是她考上了，如愿了，但是她的
这个心态却从没变过。即使是在毕
业找工作时，头一个在意的也不是
职位、薪水，甚至不会和从前的福利
待遇作比较。

当身边的人为理财、房价、财务
自由，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资源
谋求变现的时候，她的志趣并不在
此，甚至也没为自己的选择和付出
经历过多么艰难的取舍，一切都是
自然而然的。

谁要跟她谈起财富积累、阶层
跃迁，她第一句就会反问：“不是每
个人的人生都有一个明确目标并为
之努力啊，这不是当代社会灌输的
一个观点么？”

若是谈到日常开销、生活品质，
她就更坦然了，“想自给自足就能自
给自足啊，我标准不高，你又不是不
知道。”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竟有点羡
慕她了。随遇而安而又踏实地充实
着自己，要求不高而能日渐丰富的
生活，多少有点“凡尔赛”；可是真真
正正放在她身上，却也在情理之中
了。更令我羡慕的是，她那种自给
自足，不单指票子够花，更是精神和
情感上的“悦己”。

她用老生常谈的鸡蛋和篮子打
比方，“如果我所有的需求是10个

鸡蛋，把它全都放到一个篮子里，这
个篮子坏了，我鸡蛋就都坏了；但如
果把它摊到10个篮子里，我总有一
处可以退守的地方。”

志愿者这层身份，便是这样一
个地方。在工作场合遇到不顺，或
者是有困惑，便可以转身回到“趣缘
社会”里面来获得能量的补给，找回
这个平衡。甚至忙碌的工作本身，
也可以成为一个支点。比如在家庭
当中有不如意，也可能会在工作场
合去找到平衡。它们彼此之间一定
是这种互动、互补的关系。

当我们大多数人还需要在社交
网络“顽梗”来发泄情绪、疏通情感，
她只是通过切换一个角色，自动就
化解了。甚至在某些时候，我会觉
得她也活成了故事，活在那些妙不
可言的缘分的连接点上。

2019年夏季，孙洁随同中国人
民大学考古文博系前往俄罗斯克拉
斯诺亚尔斯克市，在安加拉河畔的
泰加森林里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野外
考古发掘。从俄罗斯回来后，她一
边为团队写野外考察日志，一边感
慨命运的奇遇。那些远离现代文
明，在野外生火做饭、睡帐篷、打蚊
虫，和专家同事熬夜搞科研的日子，
若非亲身经历，怕是只能在纪录片
中看看的。

“博物馆更像一个舞台，是会给
参与其中的人头上带光环的。”不论
协调工作和个人生活多么麻烦，备
课多么辛苦，相较于付出，它都不会
是一件性价比很低的事情。因此，
孙洁始终觉得，那些条件更艰苦或
者“没有观众”的志愿服务工作，可
能更接近于志愿服务精神的本质。

这样的心态支撑着她的活法
儿，而她的活法儿也同样支撑着我，
成为内心中一眼永不乏安慰与力量
的涌泉。每每为生活焦虑烦躁、急
功近利之时，我便去看看她
的日子，从一朵花、一
餐饭之间，感恩生命
的惊喜与未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