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岛路，青岛老城区的心脏地带，蕴藏着大
鲍岛的商业密码，传递出最迷人的青岛风情。

黄岛路，一路三叠，历史老街区的风貌在起
起伏伏中延展。从四方路至芝罘路一段，是缓
坡马路；从芝罘路到安徽路一段是石阶路，不能
通车；从安徽路至平原路一段虽是柏油马路，但
坡度太陡，也难以行车。中段的石阶路，与波螺
油子一样，具有青岛特色，成为青岛老街别致的
样本。这里的台阶以大石板铺就。其他各处台
阶路均是一步上一个台阶，黄岛路则不同，它每
一级很矮，在 4 厘米左右，而又很宽，多数人的
步伐，一步迈不上一个台阶，两步又用不上，青
岛人叫它“一步半”。黄岛路的存在，是历史的
积淀，是诗意的闪耀，是城市美学的格调，仿佛
与城市的快节奏绝缘。

黄岛路上的石阶路，一年四季，都是流转
的风景。因为露天市场的存在，行人走到此
处，不由得放慢脚步，关心瓜果蔬菜，看看啤酒
海鲜。黄岛路烟火气息缭绕，让人觉得烟火可
亲，人生可悯。春天，石板路的缝隙里钻出绿
油油的小草。春雨如油，蒙蒙细雨如烟如雾，
下了一夜，次日清晨，青石板滑润，洁净。从黄
岛路高处眺望，老楼覆盖着红色的瓦，屋顶斜
坡上的烟囱里，炊烟袅袅。夏天的黄昏，市场
上的喧闹如海浪，一波又一波，晕黄色的路灯
亮着，下班的人们来这里打一塑料袋扎啤，买
点海鲜，踩着青石板回家。秋天的午后，阳光
暖，时光缓，带着风霜的落叶落在青石板上，高
高低低，错落有致，落叶似有无限情。冬天的
子夜，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落下，温柔地覆盖
了黄岛路，里院的红瓦上像盖上了白色的棉
被。风雪夜归人，在台阶上留下一串脚印。黄
岛路带着一种沧桑之美，又有一种淡定，生活
在这里，悠闲，从容。自然景观的美，与深厚的
历史积淀相得益彰。

黄岛路附近的历史街区，携带着青岛这座
城市诞生时的基因。如今青岛知名的里院除了
高密路56号的广兴里，还包括海泊路42号的介
寿里，黄岛路36号至50号的鼎新里、17号的平
康五里、82 号的和平里，四方路 18 号的“一线
天”等等。走访这些里院，在历史与现实中，里
院洋溢着浓浓的邻里情。

1898 年青岛公布的第一版城区建设规划
方案中，青岛区（欧人区）和鲍岛区（华人区）泾
渭分明。青岛区，街道宽敞，建筑华丽，上、下水
道也齐全，生活十分便利；而鲍岛区街道窄，而
且密集，卫生状况差。

鲍岛区以青岛的地名来命名街道，如黄岛
路、四方路、海泊路、李村路等，其后又以相近的
县来命名，如博山路、平度路、潍县路、芝罘路、
高密路。黄岛路一带，当时可谓中心区的中
心。德国规划师的手笔至今存留着鲜明的印
迹：相对于南部欧人区 20 米到 30 米的道路宽
度，华人区大鲍岛的街道宽度只有 12 米到 15
米，形成密集的路网，且道路有一系列丁字路口
的阻断，将华人区与前海的欧人区人为隔离。
鲍岛区的建筑以里院为特色，里院最大的特点
是西式的楼房围拢成中国传统的四合院的格
局，商住两用。里院有天井，天井里有一个水龙
头，有公共厕所。

20世纪初负责大鲍岛多个街坊开发的德
国传奇商人希姆森在其回忆录中说：“为大鲍
岛中国城的华人房屋，我设想了一种特殊的
建筑形式。沿着完整的方形街坊四周，是临
街店铺和楼上的住间，街坊中间留下一个大
的内院供交通之用，也可以成为儿童游戏的
场所。每套房屋在内院一侧还用一层高的墙
围出一个私人小院，院子里面是一层高的厨
房和厕所。”

里院开始在大鲍岛扎根生长，相对封闭又

开放；相对融合又独立。中西合璧、多元融合的
青岛本土化的里院街区，展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大鲍岛与中山路一起成为青岛的商业中心。华
商自建的三江会馆和广东会馆的先后崛起，伴
随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南北商人集聚，开启了
华人设计、建设青岛城市街区的时代。

最初的规划与里院的设计，在黄岛路有集
中的体现。路网密集，人群密集，也为黄岛路带
来蓬勃的商机。

从上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黄岛路长期是
马路市场，市场摊位占了马路宽度的一半。平
原路至安徽路一段，主要卖日用铁器、陶瓷器、
木器；安徽路至芝罘路一段，主要卖禽蛋、肉类、
海鲜；芝罘路至四方路一段主要卖蔬菜、水果。
1957 年后，马路市场缩小。新时期又曾一度
兴起。

在老青岛的记忆中，大鲍岛是老街里商业
繁盛之所。商业和娱乐是鲍岛区与生俱来的胎
记。每条街道上，都有衣食住行的老品牌：黄岛
路的万香斋；四方路的新盛园、瑞芬茶庄；易州
路的苟不理和津津舍包子；四方路潍县路路口
的华壹市药房；芝罘路上的敬修书社；芝罘路和
四方路路口的裕长酱园……黄岛路上，每天都
是热气腾腾的生活剧场，永不落幕。

黄岛路与四方路、芝罘路交界处有一块三
角地，老青岛人叫它“水龙池子”。这一带店铺、
居民用自来水都要到这里用水桶打回去。这里
有一批水龙头，有人为了省事，就在这里洗衣、
洗菜，所以得名水龙池子。在自来水入户以后，
这里空了出来，成了马路市场的一部分。旧历
春节新正，摊贩在家过年，这里成为杂耍场，有
套圈、打棋谱等游艺项目，也有拉洋片、唱琴书
等文艺演出。

当下的黄岛路正以更新的名义凤凰涅槃。
我们热切期待这里早日回归与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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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笔

现在不少人喜欢城市中的高楼大厦、宽敞
道路和霓虹闪烁。我则不然，素来对城市中的
小巷有一种偏爱。到外地去，常寻找当地古香
古色的小巷转转，踏入那种小巷，仿佛打开一本
线装的古籍，心中产生一种美妙的感受。

青岛有一片独具特色的小巷令我一见倾
心，那一片小巷依偎在信号山与伏龙山的山怀
里。当年我读书时，因为校园离这里很近，那片
小巷曾留下我不少的足迹。重温与回忆起那段
时光，仍依稀记得条条小巷的名称，脑海中泛起
幅幅美轮美奂的图画。

向外地亲朋好友介绍青岛特色，我会把那
片小巷与八大关、前海、崂山等景区相提并论，
提议他们应去小巷看看，那里的独特景致在别
处是见不到的。

沿着胶澳总督官邸旧址这座德国田园风格
建筑东行不远，那片小巷便映入眼帘。凝神良
久，你会不由自主地被它们那种宁静安逸的样
子所吸引，这种吸引让你把心里外部世界的繁
华抹得不留痕迹，让你真正见识到了巷陌建筑
艺术的美妙。

那里的数条小巷大致与龙江路平行或垂
直。依据小巷建筑的规模、材质和不同时期中外

城市的建筑风格推算，它们的年龄该有百余年了。
几条建在山坡的小巷，每隔极短的一段小

坡，就用花岗岩条石铺成十几层或几十层的登
山台阶，台阶的高处挂在信号山和伏龙山腰
部。状若从山上垂下来的“天梯”。这些若干年
前铺设的石阶被踩踏得光光滑滑，雨雪天气爬

“天梯”需要格外小心。石阶虽然走起来费力，
但是没有车辆行驶，几无噪音的登攀既可锻炼
身板，又可养神静耳。

缠卧在信号山与伏龙山脚下的小巷，路面
用沥青铺成。几条小巷顺着地势左弯右拐，有
的小巷看似只有几十步之遥，尽头疑似无路，若
怀有好奇继续前行，拐弯处却豁然出现曲径通
幽。此种巷路比某些城市平坦笔直的经纬路，
更有特点和趣味，也更让人留恋和回味。

小巷中的建筑，位于山坡上的错落有致，位
于平地上的规规矩矩。院落的墙基多用花岗石
垒筑。院墙上半部，有的用规整的石头或砖块
垒出通透的几何图形，有的用焊接成形的铁制
栏杆制成，也有的干脆用花岗石垒筑到头。

小巷两边的院落，有些须登上几层台阶才
能到达院内。这里的楼院别墅各有得意的体形
和神态，彼此间一点也不显得拘束和拥挤，全是

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样。站在高处俯瞰那片小
巷，无论何种形态的房子一律是红色的房顶。
红房顶在繁茂的绿树和竞相生长的花丛灌木间
藏头露尾，人工建筑与自然环境配合相得益
彰。有些院落里的藤萝植物跃上墙头，宛如条
条绿龙，亲密得好像谁都离不开谁。看得出，早
先的院墙、门窗、栏杆等铁艺都制作得极为精
致，色调和图案非常考究古朴，只有训练有素的
能工巧匠才能加工出来，以致后来修缮时，唯恐
破坏原来的老风格尽量修旧如旧。

小巷里有带花园的洋楼，也有不失宏伟气
质的别墅，即使那些后建小型住宅的规划，也与
周围环境相互协调，和谐并存。置身其间，令人
心中生出唯它们闹中取静的感慨。它们的羞
答、秀美和深藏不露，使人领悟到什么是高雅、
优娴和静美。

在我眼里，居住在那片小巷的人们，享受的
是一种诗意般的幽静，他们的生活方式是现代
与传统的结合。我有几位大学校友，留校后蜗
居在这片小巷里几十年没舍得搬家。他们与那
些一辈子住在小巷“故土难离”的人一样，有着

“一厢情愿”的坚守气度。小巷地处老城区，比
起新城区新房子的设计与居住条件不是很方

便。这看似“不合时宜”的坚守来自于他们和小
巷的缘分，他们留恋小巷中的宁静，追求心灵的
解脱。住在这里的人似乎有一种“优越感”，好
像这里一点也不亚于任何名人时尚社区。

我想，青岛那片令人叹为观止的小巷之美，不
是因新，而是因岁月的痕迹；不是因高大，而是因建
筑的小巧；不是因热闹，而是因热闹里的安逸。

小巷是一个可以随时接待我们的好朋友，其
景色虽比不上名园盛景，但不需花钱买门票即可
乐怀其中的去处。如果情绪不佳身心疲惫，就去
那里走一走，小巷能消除你的疲劳，调整你的心
弦。恋情正浓的，在小巷里找个合适的地方促膝
相谈，幽静浪漫中平添一份浓情蜜意。成家立业
的，陪爱人来这里逛逛，谈谈在孩子面前羞于出口
的话和事，年轻时谈情说爱的感觉会油然而来。

小巷是都市里的避风港，是喧嚣马路的隔
音墙，是闹市中的“桃花源”。诗人到这里能写
出优美的诗，音乐家到这里能谱出美妙的歌，画
家到这里能绘出美丽的画。爱清净的来吧，愿
沉思的来吧，对小巷偏爱、好奇、探寻的也来吧，
小巷会平等友好地对待每一位来者。只要来到
这里，就会感到很值得，很愉悦，很难忘。小巷
就是一首四季诗、一曲动听的四季歌。

人的一生不知要走过多少座桥，
许多桥走过了也就忘了，而家乡村头
的那座桥始终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 出 生 在 江 海 平 原 的 一 座 小 村
庄。故乡的村头，有条小河涓涓而过，
清澈的河水在两岸葱郁的杨柳掩映
下，显得水汽氤氲，波光潋滟。河的上
面，横卧着一座小石桥。记忆中，故乡
的小桥没有瑰丽的桥头堡，没有高大
的石墩跨梁，甚至连雕龙绘凤的栏杆
也省略了去，就是一个简简单单、普普
通通的青石板桥。

清晨是小石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
候，赶集的乡亲推着独轮车走过小桥，
去田间耕作的老农扛着犁走过小桥，
上学的孩子背着书包走过小桥。桥下
的水踏边是浣衣的妇女，河面上还有
刚从鸭窝里奔来嬉戏的鸭子。洗衣的
击水声，鸭子的嘎嘎声，以及桥面上行
人的脚步声，合奏出了一曲《小石桥》
交响乐，伴随着清澈的流水流向远方。

太阳慢慢从天际升起又缓缓在天
际滑落，小河和石桥笼罩在夕阳的余
晖里，一个个疲惫的身影印在桥上、映
在小河里，走向那一个个烟囱冒烟的
小屋。星星出来了，月儿渐渐明了，人
们在小河中洗去了一天的疲劳后，便
聚在石桥上聊天。谈庄稼的收成，谈
狗旺家那位贤惠的媳妇，谈张三侯家
会下蛋的老母鸡……聊啊聊，小河和
石桥专心致志地听着。月亮和满天星
斗渐渐隐入云层进入梦乡，青石板桥
和小河也恢复了静谧，甜甜睡去。

故乡的小桥，印满了我小小的脚
印；桥下的小河，流淌着我曾经的梦
想。小桥给我的童年增添了无穷的乐
趣。我和小伙伴在桥上做游戏、捉迷
藏，在桥下的河里抓鱼摸蟹。在炎热
的夏天，小桥又成了我们的跳台。一
俟放学，孩子们蠢蠢欲动的心便按捺
不住了，三五人结伴奔赴桥头，纵身一
跃，激起朵朵水花随圈圈涟漪散去。
我们一会儿蛙泳，一会儿侧泳，花样层
出不穷。感受着水轻触肌肤的那份滑
爽，体验着那种飞一样的感觉，我们感
到无比的惬意。夏日的夜晚，躺在石
桥上乘凉，听蛙声一片，看萤火虫飞
舞，观星星闪烁，有时横趴在石板桥
上，看河水流淌，我们和星光月亮一起
在水中荡漾。如今忆起这童趣，依然
充满田园气息和诗情画意。

后来，我上省城读师范，放假回来
时，青石板桥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
座略微隆起的石拱桥。母亲告诉我，
村西的狗旺家盖房，拉水泥的拖拉机
把青石桥压断了，村里集资建起了新
桥。

白驹过隙，光阴荏苒。走进新世
纪，家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先的土路被修成宽畅平坦的柏油
路，狭窄的石拱桥也被坚固宽阔的钢
筋水泥大桥代替，一桥飞架，使风景秀
美的家乡锦上添花。人们跨过大桥，
走出乡野，遨游商海，搏击市场。乡亲
们口袋鼓了，生活富足了，故乡成了远
近闻名的小康村。

而 今 ，站 在 村 口 的 桥 上 ，放 眼 远
眺，梓林叠翠，风光旖旎；俯瞰桥下，碧
水蜿蜒，波光粼粼。河南，一幢幢农家
别墅飞檐凌空，豪华气派；河北，万顷
良田稻浪起伏，丰收在望。一种心旷
神怡、激越豪迈之感油然而生。

作为中国的邻邦，韩国在主要食
材、餐具等方面，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
处，但其饮食习惯、礼仪却有着独属于
他们的民族特色。与我国多样化的饮
食相比，韩国饮食以清淡为主，多用炖
煮或凉拌的方式烹饪，辛辣少油，以米
饭为主食，肉类、鱼类、蔬菜类作为小
菜，来保持营养的均衡。

韩国虽然国土面积不大，不同地域
的代表美食却千差万别，几乎每个地方
都有独属于当地的代表性美食。釜山
的猪肉汤饭，全州的全州拌饭，提起济
州岛人们便会想到的黑猪肉，以及江原
道土豆、安东炖鸡、春川铁板鸡、二东烤
排骨等等。不同流派的美食组合起来，
形成了韩国独有的饮食文化。

在韩国，泡菜是每家每户不可或缺
的食物，除了我们熟悉的辣白菜泡菜，
泡菜的种类还有很多。烤肉时搭配葱
泡菜、苏子叶泡菜，参鸡汤时搭配的白
萝卜泡菜，还有适用于儿童的白泡菜
等。韩国的泡菜根据地方和家庭的不
同也有所变化，这种变化是因为辣椒粉
和鱼虾酱的种类以及使用量不同而形
成的。北方寒冷地区以少用辣椒粉的
白泡菜、包饭泡菜、萝卜泡菜等闻名，全
罗道地区的特色是辣泡菜，而庆尚道岭
南地区的特色是咸泡菜。中部和北部
地区使用虾酱、黄花鱼酱，南部地区使
用鳀鱼酱、刀鱼酱等。辣椒的维生素 C
含量非常高，人们通过食用泡菜，来摄
取在漫长的冬天里容易缺少的维生素，
日久天长，形成了独特的泡菜文化。

曾被外国人评选为“最喜爱的韩国
饮食”的烤肉，是一道在韩餐中扛把子的
美食。烤肉是指用猪肉、牛肉、鸡肉等制
成的食物，用火烤的肉料理。烤肉是最
知名的韩国料理之一。烤肉中最常见的
形态是肋条的烤排骨和烤牛肉。与我们
熟知的烤牛肉不同，韩式烤牛肉是用酱
油、蜂蜜、葱末、蒜泥、芝麻盐、胡椒粉等
制作调味酱，将牛肉用调味酱腌制一定
时间，再放在烤肉盘上烤食。浓稠的汤
汁也大多用来煮粥、拌面，是一道老少皆
宜的美食。此外，由于韩国牛肉价格昂
贵，物美价廉的五花肉就成为韩国人最
喜欢的猪肉部位。在韩国，每年3月3日
是被称为“五花肉日”的非正式纪念日，
并逐渐成为享受五花肉的一种食文化。
不仅如此，一些地区还建有“ 五 花 肉
街”。五花肉更细分为刨花五花肉、刀
鞘五花肉、锅盖五花肉、绿茶五花肉、红
酒五花肉、极速冷冻五花肉等，令人眼
花缭乱。

韩国最家常的食物非炖汤莫属。
与我国南方地区的煲汤不同，韩式炖汤
属于煮食，是以谷物食品为中心构成的
摆桌中必须包含的食物。炖汤根据食
材分类，如鲜鱼汤、嫩豆腐汤、泡菜汤、
豆渣汤、明太鱼子酱汤等，另有虾酱汤、
辣椒酱汤、大酱汤、清鞠酱汤等调味料
分类。

大酱汤、辣椒酱和泡菜汤是韩国最
为常见的汤类。大酱汤有只用大酱煮的
方法，也有将大酱和辣椒酱混合煮的方
法。夏季最喜欢在砂锅里放入青阳辣椒
煮，所谓“强大酱”，即是以大酱为主料的
意思。大酱分为两种，一种粗制黄酱，一
种家酱大酱。辣椒酱汤煮得辣乎乎，可
提高人们的食欲。辣椒酱制作材料除了
鱼类之外，还会与豆腐、南瓜、葱等合
用。特别是用淡水鱼或螃蟹等煮汤时，
制作的辣椒酱最好吃。

以一个中国人的口味而言，最有
效利用酸泡菜的当属泡菜汤。虽然储
存过久的食品变质后，扔掉是常识，但
放得越久越上口的食材，即是泡菜。
冬季储藏的泡菜，在春天过后会变得
太软，酸味大，直接食用非上选。此时
可用酸泡菜制作泡菜汤。刚腌制的新
鲜泡菜虽然也别有一番风味，但用酸
泡菜制作的泡菜汤是汤料理的顶流。
可将猪肉、鳀鱼、金枪鱼、鲭鱼等几小
段放入，酸味就会中和，变成美味的单
品料理。

外婆家在广西博白县城老汽车站几公里外
的村庄里，有大大的果园，潺潺流水的小溪，郁
郁葱葱的竹林。不仅可以爬树摘果吃到肚子浑
圆，还可以下溪玩水捞小鱼回家养，以及看在四
合院唱响的一出出有趣的木偶戏。只要到了假
期，小时候的我就格外盼望着母亲能带我回外
婆家度假。

木偶戏，在当地方言话里叫作“木头鬼”，是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家乡主要的文化娱乐之
一。在外婆家居住的村里，许多村民热衷于看

“木头鬼”。六堂舅非常沉迷于“木头鬼”，每天
从地里干完农活，回到家就折腾他那几箱木偶
家当，乐此不疲。六堂舅为人和善，平时却不大
爱讲话，所以我跟其他小伙伴一样，有点怵他。
六堂舅家跟外婆家只有一墙之隔，大门并排而
开，每次路过他家门口，看见木门木窗开着，我
总悄悄地伸长脖子往屋里瞧，看六堂舅摊开在
地上、挂在墙上的，花花绿绿的木偶，六堂舅有
时候给木偶补色，有时候整理木偶服饰，似乎总
有做不完的事情。他的目光如此专注，根本不
会留意从门前走过的我，偶尔被他抬头发现，我
胆怯地低声唤他一声“六舅”，就飞也似地跑
走了。

每当夕阳西下，看见六堂舅把他房间里的
几个大木箱搬到四合院中央，我们这群娃娃就
开始兴奋起来，木箱里装满了六堂舅演出“木头
鬼”用到的一件件宝贝。在我们这群娃娃围着
那堆箱子跑圈闹腾时，六堂舅已经熟练地将小
小的一座戏台在四合院中央上搭了起来。唱

“木头鬼”所需的家当不多，简单的幕布，数根大
小适宜的木棍就可搭建成一个简单的戏台。当
然，小小的戏台四周的架子上，插满了身着色彩

斑斓服饰的杖头布偶，这些木偶神态表情各异，
形象逼真，每一个都自成一体，栩栩如生。它
们，是即将参演的主要“演员”。戏台小巧玲珑，
大小跟一张床所占的地方差不多，除了保证六
堂舅演出时的走场需要，几乎就没剩多少空
间了。

表演时，六堂舅站在戏台的幕布后面，一
边用手操纵着木偶的动作，一边用当地话娴熟
流畅地一人分饰多角，说唱剧中的对白。小小
的戏台旁边，有乐队伴奏配乐，铜锣、唢呐这些
传统的乐器随着剧情起起伏伏。外公是吹唢
呐的一把好手，更是“木头鬼”的老粉丝，自然
也在乐队其中。每次看外公鼓起腮帮子吹得
响亮，我忍不住好奇他可以坚持那么久的力
量。毕竟，没有木偶戏上演的星空下，外公悠
扬的唢呐小曲，陪伴着我们度过了许多炎热的
夏夜。

六堂舅演出的曲目很多，每次都不一样，说
唱的戏曲情节跌宕起伏，时而婉转，时而高亢，
时而悲切……木偶演员在六堂舅的操纵之下演
绎得精彩绝伦。戏台前，高矮不一的板凳上坐
满了上下村的村民们，他们看得津津有味，听得
如痴如醉。外公和奏乐队的叔伯们也是边演奏
边陶醉其中，似乎在享受一场艺术的饕餮盛
宴。而木偶戏演出的内容小伙伴似乎并不关
心，表演的曲目也不甚了解，但这一点都不妨碍
小伙伴参与的热情，往往是台上唱得有鼻子有
眼，乐队敲敲打打得热闹，台前观众掌声雷动大
声欢呼，小伙伴们却在戏台周围欢快地玩耍，仿
佛又是另一场热闹的戏目。

六堂舅的木偶戏是唱的，外公的木偶戏却
是讲的。外公喜欢戏后继续给我们讲戏里的故

事，很多的故事内容我早已经忘记，围着外公听
讲的场景却清晰无比。记得长大后有次偶然看
到薛仁贵抗敌救国的电视连续剧，其中的情节
跟记忆中的木偶戏重叠了，脑海里闪过外公曾
经讲过的英雄故事，外公口中的薛仁贵，英勇睿
智、坦诚豁达，曾让小小的我敬佩不已。听故事
时我总认为是“雪仁贵”，好奇怎么会有人姓

“雪”的呢？外公不识字，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多年以后我才恍然大悟，地佬话里“薛”与“雪”
是谐音，这才发现原来是同一个历史人物。更
没想到，薛仁贵英勇杀敌的故事早就在我的脑
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三餐四季，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果园早已建
起一栋栋楼房，竹林也已渐渐消失，六堂舅仍然
痴迷于他的木偶戏中，带着一个团队，常年走村
过寨继续演绎着一首首经典的曲目，《再生缘》

《探亲》《四句头》……六堂舅的木偶戏剧本非常
多，他说如果每天唱4个小时，足足可以唱上三
年而不重复。逢年过节的时候六堂舅连轴转似
的每天忙个不停，但他不辞劳苦，乐在其中。似
乎他更乐于寻找与他一样钟情于“木头鬼”的有
缘人，即使收入甚微，也没有减少他对木偶戏的
热爱，尤其是博白的“木偶戏”已经成功申请了
非遗，他说只要有人听，就会一直坚持唱下去。

也许，“木头鬼”作为一种极为平常的乡村
艺术文化，在很多人的眼里粗浅简陋，但这朴实
无华的文化艺术，却是民间文化的一种美好展
示，一代接一代地传承着民族传统的历史底
蕴。在那一场场锣鼓喧天、唢呐声声、栩栩如生
的木偶戏里，演绎着一代代唱戏人的追求，充实
着一代代人梦里乡愁的念想，也镌刻着一代代
人童年的成长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