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奶奶教我的“阳江歌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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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江歌仔”是流传于阳江各地的乡村歌谣。乡村的人们在田里耕作或者在

家里劳作亦或在热闹的赶集路上，只要兴起，就会即兴地编造歌曲，并兴致勃勃

地唱上几句。“阳江歌仔”的歌词字数不等，没有严格的平仄押韵，用的也是阳

江地方方言的音调。

现在家乡的人大部分都外出务工，很多老一辈的人也跟着年轻人住到了城里。

因此村里会唱地道的阳江歌仔的人不多了。但是我一直很怀念那些使我开口说话，

伴我成长，带给我快乐的阳江歌仔。它们陪我渡过了我的童年，在我的记忆深处

藏着，难以忘怀。

小时候，当别的孩子都会说话甚至能够流利地背诵古诗的时候，我还吐字不

清，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父母很着急，请了很多人教我也不管用。当时村里的

土医生说我是不健康的孩子，并且建议把我送人。父母一方面非常不愿意与自己

的亲生骨肉分离，另一方面也挣扎着，迷茫着不知如何是好。奶奶不信邪，看着

天天失魂落魄的儿子儿媳，她把我抱到怀里：“我才不信我孙女不会开口说话，

我家的孙女最聪明了，不能送人。我来教她说话。”

看着怀里的我，奶奶轻轻的哼起阳江歌仔来：

“一支竹子弯又弯，弯过那边山。

山里有个黎民妹，年年十八岁。

又会出街卖豆腐，又伟出街卖菜油。

多多卖，少少留，留点点妹梳头……”

奶奶一边哼唱着一边轻轻地摇着我。说来也怪，本来还满脸泪花的我，听了

奶奶的歌仔，居然不哭了，还破涕为笑。看到我笑了，奶奶很骄傲：“看，我家

孙女喜欢听人唱歌哩。”

奶奶嗓子好，唱歌时声音清脆，不带杂音。奶奶年轻时曾是村子里有名的“黄

鹂鸟”。现在虽然岁数大了，但心明眼亮，唱功依然了得。知道我喜欢听阳江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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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后，奶奶只要有空，就抱着我给我唱阳江歌仔。她经常从田里干完农活回来，

就抱着我坐在家门口给我唱歌：

“伢 B仔，快出来，

有衫有裤俾你着，

无打你，无虾你，

留你上树执加子。”

这段的大意是：小牙儿，快快出来。有衣有裤给你穿，不打你，不欺负你。

让你爬上树摘果吃。

路过的人听到奶奶教我唱歌，会朝我们微笑，然后带着笑容继续赶路。有时

候兴致来了，他们也会跟着一起唱，在歌声里缓解一天劳作的辛苦。夏日的傍晚，

太阳已靠近西山，像一个顽皮的孩子，玩累了，懒洋洋地投入大地母亲的怀抱，

但仍闪着金灿灿的余光。晚饭过后，太阳已经移到了山的后面，慢慢地沉入地平

线。奶奶抱着我在树下乘凉，摇着扇子给我唱：“打掌仔，卖咸虾。咸虾香，卖

老姜……”悠悠的曲调，轻声的哼唱，我很快在奶奶的怀里睡着了，多彩的晚霞

也在奶奶的歌声里收起了余晖。

因为经常听奶奶唱歌，耳濡目染。我渐渐地学会了开口唱歌，能够说出一些

完整的句子。我小时候不爱出门玩，但是却有小朋友来我家听我“上课”。因为

我跟奶奶学会了很多首“阳江歌仔”。我教小朋友们唱歌，他们学得很认真，也

学得很快。我们这一大群小伙伴里，当中有一个人学会了一首新的曲子，便会召

集大家一起学。在没有电子游戏机，没有手机等现代电子娱乐的情况下，“以歌

会友”是我们童年里最有趣最益智的一项活动了。阳江歌仔带给我们一个欢乐的

童年，我们在阳江歌仔陪伴下日渐长大。童年的阳江歌仔，在记忆里永不褪色。

今年年底，我和父母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过春节。一直在中山生活的堂妹

也回来了。姑姑也在除夕前夜来看望爷爷奶奶。一大家子的人挤满了整个屋子。

大人们在厨房里忙着做饭，小孩则在庭院打闹。上了年纪的奶奶看着这热闹的场

景，心里高兴极了，兴致大起，开心的唱起了阳江歌仔。堂妹很少回家，没听过

阳江歌仔，可正在跟我们玩闹的她听到奶奶的歌仔竟被吸引住了，拿着糖向奶奶

靠过去，“奶奶，这是什么歌啊？教我唱好吗？”我惊讶于堂妹的动作，她似乎

是被歌声拉过来的。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的自己，堂妹对阳江歌仔的兴趣竟然也是



这般高。这是遗传吗？奶奶开心得乐呵呵的，像小时候抱我一样抱起堂妹拉着她

的手掌打拍子：

“二叔来，二叔来，日日添丁又发财。

打开荷包袋，钱银滚滚来。

二叔郁一郁（“动一动”），金银堆满屋。

二叔摆一摆，钱银任你拐。

二叔唆一唆，今年挪（表示“娶”）个靓老婆！”

唱完，堂妹跟奶奶一起哈哈大笑。听到这久违的歌声，我也快活起来，跟着她

们笑着。我走过去教堂妹唱起我最爱的那首阳江歌仔：

“打掌仔，打哇哇，

无望口，无过家，

过家又会话，走回门口捏泥沙。”

（这段的大意是：拍手掌，打哈哈，不要去羡慕他人好吃的东西，不要去别

家玩，别家会数落你，走回自己家门口玩泥沙最好。）

我一唱完，全家人都笑了，爸爸取笑我，“你这么大还玩泥沙啊？”一家人

都望着我笑。于是全家开始了“阳江歌仔对唱”，大人小孩都笑得不亦乐乎。童

年的“以歌会友”的久违的乐趣又回来了。一家人在欢乐的歌声和笑声中吃完了

年夜饭，辞去了旧的一年，迎来新的一年，羊年喜气洋洋。

我想，堂妹之所以像我一样被阳江歌仔吸引，不是因为遗传，是阳江歌仔本

身的巨大魅力。更是那份难以割弃的乡情。那一份童年的记忆。在每一个年代的

人的心里都是最美的，最难忘，最无可替代的。

阳江歌仔，一首歌，一份情，一份珍贵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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