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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家俱乐部艺术团团
长王旭，是一位来自山城重庆的
艺术家。她不仅歌声优美，而且还
擅长乐器，自己边拉二胡边唱，舞
台气氛非常活跃。
王旭从小喜欢唱歌，曾受到

四川西南师范学院音乐系张智琴
老师的启蒙和指导。一次偶然的
机遇她来到北京发展，后又得到
了声乐教授王炳志、王娟等许多
专家的亲自指导，更有幸得到了
著名歌唱家邓玉华的精心指点，
使王旭对歌唱艺术有了深入的认
识和理解。在二胡演奏方面，王旭
师从东方歌舞团二胡演奏家高国
武。通过不断实践和潜心琢磨，王
旭将民族唱法与二胡演奏有机地

融为一体, 用二胡与自己的歌声
对话，逐渐形成了独特新颖的表
演形式。她的代表作品老歌联奏
联唱《绣荷包·北京的金山上·赛
马》、《天路》及最新原创歌曲《美
丽的拉毛》二胡拉唱，都深受观众
的喜爱。

原创歌曲《美丽的拉毛》，是
甘南地区原创歌曲征歌获奖作
品。曲作者为著名作曲家楚兴元。
经好朋友介绍，王旭于 2010年 5
月与楚兴元结识，从学唱到录音，
总共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王
旭除了演唱，自然也少不了用自
己心爱的二胡为歌声增添色彩。

起初，王旭只是抱着尝试的
心态将歌曲上传到了互联网上，

没想到这不经意的试唱，仅在一
天内就突破了上万人的点击率，
很快遍及全国的各大网站：百度、
谷歌、新浪、人民网等 38家网络
视频都有播出。其中全国最大的
企业网站———百家网，很快在当
天的头版报道了业内专家的题
词：“美丽拉毛吐心声，上万粉丝
有共鸣，今朝谱下相思曲，来日情
感铸长城。贺著名二胡演唱艺术
家王旭新作《美丽的拉毛》网上试
唱大获成功！”中央民族大学音乐
学院声乐教授王娟对王旭的歌唱
评论说：王旭对声乐艺术的技能
不断的追求，对歌唱艺术精益求
精，有坚韧的学习态度，有吃苦的
精神，有向往的美好心愿。从而得
以收获悦耳动听的歌声。愿她的
歌声给人们带来永久的艺术魅
力。著名歌唱家邓玉华在欣赏了
王旭演唱的《美丽的拉毛》后，也
发表感言：《美丽的拉毛》给人影
响很深，听后非常喜欢，它的特点
是曲调上口，唱得自然甜美、清
亮、感情纯朴，有浓郁的民歌风格
和青春活力。拉毛用她的美丽，给
人带来快乐，再现了对生活的热
爱和美好的憧憬。

担任《美丽的拉毛》MV拍摄的
导演张明，选景入情入理，真实反映
出了草原姑娘轻松、快乐的生活场
景，令人回味。整个MV剧组的化
装、剧务、服装、舞蹈等都是王旭所
领导的“中国文艺家俱乐部艺术团”
的演员。她们在拍摄过程中身兼多

职，通过拍摄MV，也充分展现了她
们更多的能力和才华。
“中国文艺家俱乐部艺术团”

是中国文联下属的文艺团体，成
立于 2005年，王旭被任命为艺术
团团长。几年来，艺术团获得了良
好的信誉, 从而汇集了大批演艺
精英，得到了许多艺术家和著名
演员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也
为社会做了大量的公益事业活
动，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王旭也从
中国音乐家协会民族管弦乐研究
会会员、北京音乐家协会会员、中
国音乐家协会二胡学会会员，进
而成为了中国公益总会“公益爱
心大使”、中国第九届世纪大采风
“中国爱心艺术家”。 （海莲）

姻齐夫

兔年说兔
辞旧迎新，虎去兔来，今年是

农历兔年，还未正式进入兔年，
街头商铺已到处是各种兔子的
形象，关于兔子的趣闻和典故也
成了报刊热议的话题，可爱的小
兔子正蹦蹦跳跳向我们走来。
“兔”，是动物兔的象形字。

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解释说：
“兔，兽名，像距后其尾形。”其甲
骨文、篆文描画的正是“兔”的长
耳短尾的形象。由“兔”字派生出
的汉字不多，但很有特点。例如，
“逸”就是一个会意字。兔子跑得
快称为“逸”。《说文解字》等书认
为“逸”字表示兔子“善逃”。这表
明，兔子是当之无愧的长跑冠
军。于是又有“奔逸”、“逃逸”、
“逸失”、“游逸”、“隐逸”、“安
逸”、“逸闻”、“超逸”等语汇。
“冤”字则是替善良的兔子“鸣冤
叫屈”的标志。《说文解字》解释
说：“冤，屈也。”意为兔子在网罗
栅栏之下，不能逃脱，只有屈从，
不能舒展。引申为冤屈。于是有
“冤枉”、“不白之冤”、“鸣冤”、
“申冤”等一系列词语。而兔子居
有冤之首。可见可爱的兔子最值
得人们同情。

兔属兔形目、哺乳纲科，由食
虫动物演化而来。兔分为家兔和
野兔两种，家兔是由野兔驯化成
的。野兔最早出现距今约 6000万

年前，经过原兔类、始祖兔，到距
今 300万年出现近代兔。目前，
世界上兔科有 9类约 50 种。我
国有草兔、东北兔、华南兔、灰尾
兔、云南兔、塔里木兔、海南兔、
雪兔等 9种。其中分布最广的是
草兔，也称蒙古兔。兔是群居动
物，一窝一般有十几只到几十只
不等，然而到了繁殖期，就“夫妻
双双把家还”，过起小家庭日子
了。兔子耳长，听觉灵敏，嗅觉敏
锐，在夜间百米之内的敌人的任
何动静都休想瞒过它。它能嗅出
其他动物留下的任何味道以及
在什么时候留下的。兔子用它的
嗅觉来分辨它的配偶儿女等。兔
子眼大，但视力不强，是个典型
的近视眼。为了逃命，兔子有长
而发达的后肢，尤其野兔，奔跑
速度非常快，每小时达七十到八
十公里，跳跃能力极强，有时连
虎豹也奈何它不得。兔子还是
“深挖洞、广积粮”的高手，中国
有成语曰：“兔子不吃窝边草”，
“兔子尾巴长不了”，其实那都是
为了不曝露目标，保护自己。兔
子大多居住在开阔的多草地区，
也有栖息在树林中，以青草、野
菜、嫩叶为食。兔繁殖力非常强，
穴兔以多产而著称，每窝产仔至
6只，一只雌兔有时一年可产 6
窝幼兔。

兔子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文化
历史。《诗·召南·兔置》中说：“肃
肃兔罝，椓之丁丁。”意思是说，
装好张张捕兔网，敲打木桩响丁
当。可见在先秦或更早以前就有
兔子的文字记录了。兔子在十二
生肖中位列第四，因与十二地支
“卯”配属，故称为卯兔。卯时为清
晨 5时至 7时，乃一天的开始，象
征着光明和希望。这一时辰对人
们的生活至关重要，而人们将兔
子和卯时联系在一起，足见大家
对兔子的喜爱和重视。

在民间流传着许多与兔子相
关的神话和故事，如“玉兔捣药”，
据《淮南子》记载，嫦娥在升天成
仙时，怀中抱着一只雪白的兔子，
名为玉兔，它随主人到了广寒宫
后，也羽化成仙，有了灵性。《汉乐
府·董逃行》中说，在月亮之上，有
一只洁白如玉的兔子，它拿着玉
杵跪地捣药，制成蛤蟆丸，服用此
药丸后可以长生不老。

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有许多与
兔子相关的成语典故，并且形象
鲜明、韵味绵长。“白兔赤乌”，是
说古代神话传说中，白兔代表月
亮，赤乌代表太阳，二者合在一
起，多借指时间。人们还用“乌飞
兔走”来形容时光飞逝，日月如
梭。“乌”即“金乌”，借指太阳，因
传说太阳中有十三只金乌；“兔”

则是“玉兔”，指月亮。可见兔子
的身份很高贵。“守株待兔”，说
的是一只兔子不小心撞死在树
桩上，被一个农户拾到，于是他
放下锄头，每天都守在那里，希
望能再拾到兔子。古人借这个典
故告诫人们，不要墨守成规、不
知变通，妄想不劳而获、坐享其
成是不行的。从中也可以看到兔
子的粗心大意之处。“狐死兔
泣”，是说狐狸死了兔子悲伤，比
喻因同类的死亡而感到痛心悲
伤。由此可见，兔子也很重情。
“狡兔三窟”，是说狡猾的兔子会
准备好几个藏身的窝，这又说明
兔子是很聪明的。《韩非子·五
蠹》载：“兔走触株。”意思是说，
有一只兔子在奔跑时撞在了一
棵树上。有关兔的成语典故还有
兔死狐悲、龟兔赛跑、动如脱兔、
兔犬相争、兔死狗烹等。与兔子
相关的俗语歇后语也有不少，如
兔子不吃窝边草，兔子尾巴长不
了，兔子看人———红眼了，兔儿
吹笛子———嘴不严……
由于兔的性情温和，体态乖

巧，嗅觉发达，动作灵敏，因而在
人们心目中它是个可爱善良的
形象。特别是孩子们最喜欢兔
子，这是因为不仅有代代流传的
“小白兔与大灰狼”的故事，有孩
子们最爱玩的“小兔子拔萝卜”

的游戏，还有“小白兔，白又白，
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和白
菜，蹦蹦跳跳多可爱”的经典儿
歌，差不多每个小朋友都会唱，
每当听到这首儿歌，我们都会想
起自己的童年生活。
兔子的形象是温顺、平和、优

雅、不争的，但这只是其柔弱可
爱的一面；其实它还有强健、敏
捷、机警、不屈的一面，譬如兔子
飞跑起来，连狗都追不上，兔子急
了也会咬人，武术里就有很出名
的一个招数叫“兔子蹬鹰”，常可
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因而，我们
喜欢兔子的温顺、平和，更赞美兔
子的机敏、顽强。大家都记得龟兔
赛跑的故事吧，擅长于奔跑跳跃
的兔子由于骄傲自大竟败给了慢
慢腾腾的乌龟。今日，我们中华民
族虽然发展迅速，成就卓著，但毕
竟还与发达国家有相当距离，还
没有具备任何像兔子那样可以骄
傲的理由，唯有快马加鞭、日夜兼
程，方能加快速度，实现赶超。让
我们在兔年里奋起直追，努力拼
搏，以优异成绩来写满兔年的每
一个日子。
“虎奔千里展雄风，兔进万家

报吉祥。”在热烈的鞭炮声中，在
喜庆的红灯笼下，在一片吉祥的
氛围里，我们即将告别热热闹闹
的虎年，迎来生机勃勃的兔年。

年关岁末，刚刚迎来寒假
的孩子又在欢天喜地地准备过
年收压岁钱了。然而，时代潮流
正一日千里地演进发展。在知
识经济一马当先的时下，送孩
子什么东西也不如送孩子知识
更拿得出手。因此，与其将一封
封装满钞票的红包
派发到孩子手里，
然后一转手便被大
人收入囊中，还不
如将一本本沉甸甸
的好书放入孩子的
小书橱，成为使孩
子受益终生的知识
伴侣与宝贵财富。
这样，不仅自己显
得很体面，做家长
的想必也会看在眼
里，喜上眉梢。
读一本好书，

就是在和许多高
尚的人说话。古往
今来，许多家喻户
晓、妇孺皆知的人
物，都与书形影不
离、终身相伴：孔
子由于读书过勤，
竟将竹简翻烂，留
下了“韦编三绝”
的一段佳话；李密
幼年放牛时曾经
牛角挂书，最终成
为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代伟人
毛泽东酷爱读史，说出的话、
做出的文章旁引博证、文贯古
今。历史无数次地证明，唯有钟

爱读书的人，才更有可能做出
一番大事业、大成就。如今的
中、高考各科考题，特别是文史
方面，越来越灵活多变，与实际
联系地越来越紧密，光凭吃透
教材、死记硬背，已经难以考出
理想的高分了。据媒体报道，去

年各地高考“状
元”们，罕有“两耳
不闻窗外事，一心
只读圣贤书”者。
他们大都广泛涉
猎课外书籍，不断
用最新的知识武
装自己，不断给
自己的大脑“充
电”。让孩子读
书，已不仅仅是
为了填充他们闲
暇时的无聊，而
是为了更有效地
提升他们的自身
素质，以求在瞬
息万变、竞争激
烈的知识经济潮
流中挺立潮头。

在这个寒假
里，一个月的假期
给孩子提供了宝
贵的读书时间。
聪明的家长们，不
妨抓紧时间，为自
己和亲友的孩子

多购置几本有趣有益的“压岁
书”，让孩子在书香的熏陶中
度过一个充实开心难忘的假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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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群山将残阳揽入卷怀
暮色将黄昏染成一幅诗意的水墨画
山上的枯树啊
那片片回忆的余温
能否经得起，风雪的洗礼

山上的枯树啊
你昔日的青春热血澎湃
你曾经的门庭热可炙手
如今，你斑驳的身躯无以罗雀
谁能懂你，失落的寂寞

你不想
让我看见你满身无语的伤痕
你不愿
让我感受你满怀凄凉的愀悲
将所有的沧桑揉进一道道年轮

山上的枯树啊
枯衰的不是你
是枯竭的季节与逝去的岁月
艰险贫瘠的石隙里
不还深扎着你鲜活的根

你不想

让我看到你因挣扎而扭曲的表情
你不愿
让我注视你仿佛倒下的身影
其实，那一次次顽强的抗争
早已铸就了，一道道感人的风景

山上的枯树啊
你冒着刺骨的冰冷
将虔诚的祈祷，火红的心愿
举过山顶，洒满人间
只待那凋谢的缤纷
再次缤纷地宣告

我俯仰着春夏秋冬的天
分明感受到了你
涅槃的魂魄
分明看到了你
播下的，一片片灿烂

山上的枯树啊
我来了
背着太阳，抱着月亮
我来了
携一树鸟鸣，挑一肩春风
以一棵树的名义，与你并行站立

枯树之美 姻高利洲

悠扬的琴声动人的歌
———记中国文艺家俱乐部艺术团团长王旭

贴窗花，是家家必做的一件
事，一般放在除夕前一天。

寒冷的早晨，散去最后一丝
雾气，一束冬阳，穿云破雾，照到
了我家窗玻璃上。屋子里一下子
变得亮堂起来。院子里的麻雀，这
时候，开始在枯枝头，叽喳地欢
唱。祖母惦着小脚，来唤我们起床
了：“赶紧的，都起来，今天要贴窗
花了！”

我伸出手，在窗玻璃上，一下
一下，抚着上面的冰凌花，叹一
句：哎呀，这么漂亮的图案，一会
儿要看不见了。“那就看奶奶的窗
花呀。”祖母豁着没牙的嘴，慈祥
地对我笑。

吃罢早饭，一家人开始忙活

了。父亲举着绑着扫帚的长竹竿，
仰着脖子，绕着屋子四周走，这里
扫一下，那里扫一下。母亲拿着抹
布，忙着擦屋子里大大小小的物
什。而祖母，带着我们兄妹仨，围
坐在八仙桌旁，剪窗花。大部分窗
花其实已剪好，有鲤鱼跳龙门，五
谷丰登，金凤朝阳，刻着福字的拜
年图，还有大朵大朵的牡丹花。可
我们孩子不稀罕这些，我们稀罕
新年的动物属相。祖母要手把手
教我们剪。红纸，剪刀，小刀片，铅
笔头，橡皮擦，散落了一桌。我们
埋着头，很用心地学。

阳光这时候，带了暖意，把屋
子照得越发亮堂了，也把桌上的
红纸，照得越发红了，映衬着我

们一张张笑脸，还有祖母脸上那
一抹安详的微笑。祖母的手，巧
得了得，让我们三个小人儿，惊
诧得嘴张大了一次又一次，对祖
母佩服得五体投地。只见一把剪
刀，在她老人家枯瘦的手间，灵
活地左转，右转，一会儿的工夫，
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狗就跃然纸
上了。

经过了我们几个小时在白纸
上的努力练习，终于可以用红纸，
正式剪了。憨憨的鼻子，翘翘的尾
巴，炯炯的眼睛，身上还有几个小
花斑点，我们屏着气，小心翼翼地
剪着。看着自己完成的“杰作”，心
里那个高兴劲，甭提了！

太阳要下山的时候，掸尘工

作结束。家里变得纤尘不染，空气
里飘散着淡淡的泥土味的湿润气
息。在这样清爽的气息里，我们愉
快地吃罢晚饭，欢叫着奔到祖母
的屋里，去取小簸箕里放着的窗
花。刷上一点浆糊，轻轻地拿起一
张，仔细地贴在窗户上，家具上，
灶台上。还不够，我们还给家里的
两只小花猫的身上，也贴上了福
字。边贴还边对着小花猫打招呼：
要过年啦！新年好！
窗花贴好了。橘黄的灯光下，

我们用欣喜的目光，打量焕然一
新的屋子。那一幅一幅的窗花，是
一朵一朵开的花呀，直艳到人心
里去。我们的心里，也开出了欢喜
的花。

窗花开了，年到了 姻叶萍

整整一个冬天，由于少雪而
失落、期盼；而今早推窗，才发现
地上的白茫茫，皑皑白雪竟在我
即将踏上归程时出现在眼前。苦
盼了一冬的雪，此时竟如此地使
我厌烦起来；厌烦，主要是因为大
雪可能会延误回家过年的归期。

期盼也好，厌烦也罢，雪，还
是依照自己的方式飘落，沉稳，有
个性。而我，无法依照自己的方式
生活。过年了，和雪的潇洒不同，
我却要掩饰一下，藏起几多辛劳，
几多思愁，向着家的方向凝望，微
笑着举起杯……

就这样，鲜花和笑声中，虎年
蹒跚着走远，却临走前，在我额头
上悄然抹下一道浅浅的褶纹。又
过一年，又多一道褶纹，又老一
岁！

转眼，我却又变得激动万分，
因为远方的家中有依稀氤氲的炊
烟，有期盼的温热眼神，有切切的
等候。还有，两年前，因公离家而
至今未曾谋面的孩子，那一声甜
甜的、陌生的“爸爸”。“爸爸”，电
话中听过无数次，却仍是陌生。
掐指算算，离过年的日子所

剩无几了，甚至可以说抬起脚尖
就能迈上春节的门槛儿。身边、电

话中的告别，都能见到急迫的身
影，是啊，都是归心似箭。而我还
不能，我要完成最后一道工序方
可。
此时，窗外忽然传来工地对

面店铺里的音乐声，很熟悉。何止
是熟悉，老掉牙的感觉了，不是
吗？多年前那首风靡一时的忧郁
王子王杰的《回家》。而我在哑然
失笑后却猛地潸然，回家，我要回
家。神情肃穆着，我随即跟着唱起
来：“回家的感觉就在那不远的前
方，古老的歌曲在唱着童年的梦
想，走过的世界不管多辽阔，心中
的思念还是相同的地方……”
唱到最后，我才恍然明白：漂

泊多年之后，工作之余，最值得盘
点的收成就是一颗游子的心，一
份思念的酸楚。
沿着卧室，缓缓踱步，仿佛在

丈量经久后的跋涉路程，一圈圈
的轮回，最渴求的归宿还是那个
温暖的家。这种心情，尤其是在每
逢佳节时，尤其是在游子的心中，
尤其是夜深人静时，往往会缠绕
不停。
就像是一根纤绳，无论长短、

远近，牵挂的永远是身后那艘永
远不变的风雨之舟。这艘风雨之

舟，或许既不诗情也不画意，但它
非常厚重；这艘风雨之舟，承载着
世间大爱，世间真情，也承载着祖
国建设的重任。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在新年

的气息里，有一抹温煦阳光的味
道，掺杂着硫磺的气味；腊肉、桂
花酒的醇香袅袅飘来，使我禁不
住贪婪地呼吸。远方的家中，年迈
的父母，贤惠的妻子，和未曾谋面
的孩子，都是我美好的祈愿和祝
福。假以时日，见到他们，我该是
热泪盈眶，手足无措，还是给他们
一个紧紧的拥抱？我不知道，我只
知道又一个新年来了，我应该回
家，该回家去看看了！
季节交错的时刻，岁月似笔，

光阴如卷，勾勒出一个完美的画
面：爆竹声声，厅间温酒；乳儿绕
膝，窗下听柳。多么祥和的时刻，
多么令人神往的情愫！

那年临走时，在窗前挂的风
铃仿佛又响起，“叮叮”悦耳；也仿
佛看到，门头上的大红灯笼正迎
风摇摆，摇出一个又一个红红火
火、吉祥如意。新年的气息，如电
波、水纹般洋溢开来……

忙完最后手里的活儿后，我
要回家过年，穿越风雪，回家……

从过年前的农历十二月中旬，
街上就开始有了过年的气氛，丰富
的各类商品，穿梭如织的买年货的
人们，摩肩接踵，热闹非凡，一种浓
浓暖意在这寒冷的冬日里涌动着，
一颗心，也会随着这暖意而升腾欢
愉。

年的景象是美丽的，但年不像
寻常意义的风景，它的美在于它的
俗中透雅，有着一种浓郁的人情味
在里面。比如我们一提北京的新春
庙会，我们就自然而然会有一幅动

感的风俗画卷浮现在眼前。
年的景象不需要去长途旅行

才可以看到，在中国大地，每个地
方每个城市，都会为你呈现这样一
幅美好图画来。年的风景就在每个
人身边。

在我们这里，过年前，在街旁
的树上，就开始挂上了一串串的红
色纸灯笼，广场上布置得花团锦
簇，一盆盆金黄菊花或其他花卉绽
放着鲜艳的色彩，无论是路过或专
门欣赏的人，都有好心情。

走到大街上，无论是年货街还
是其他商场超市，都装扮一新，红彤
彤、喜庆庆，展露出年的味道来，浓
郁而亮眼。而摆放的年货，也比往常
更多更丰富，等待着人们挑选回家。
在年货街里，大红灯笼高高挂着，一
串串欢挤着，还有那一张张大红福
字，和一幅幅春联，都罗列着如彩似
霞。购买年货的人们，挤在人群中，
尽情挑选自己喜爱的年货，等回家
时必是满载而归，而这置办年货的
过程，就是一种美好的享受。

而到了大年初一和以后一串
新春的日子里，又是另一番景象，
人们放下了那忙碌的心，开始了悠
闲的享受。天气晴好的话，人们总
是约上亲朋好友三五成群地上街
游玩，观花赏景好不快活。

年是一道美丽的风景，而这道
风景的最动人之处是在人们的身
上。我最喜欢看的是人们过年时脸
上的笑容，和这份笑容里边的那一
颗欢悦的心。在过年的时候，人人
都是最美的风景。

王旭

王旭（右）在演唱《美丽的拉毛》

年是一道美丽风景 姻王华

摄影作者：张永谦

穿越风雪回家过年 姻韩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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