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沂蒙那个山
上哎，好风光……”这首流传于抗日战争时期、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中国优秀民歌的

《沂蒙山小调》，唱红了沂蒙山区，风靡了齐鲁大
地，正以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走向全世界。

不过，说起这首优美动听的《沂蒙山小调》
是何人何时何地搜集与填词，又是怎样广泛流
传开来的，人们大多不得而知。据考证，“沂蒙山
小调”起源于沂蒙山区当地的花鼓调。

创作背景“打黄沙会”
我省著名诗人苗得雨从1951年开始研究

《沂蒙山小调》，他表示自己痴迷音乐胜于诗歌，
“战争时期，我在家乡沂蒙山学唱了200多首歌
曲，有一首只能哼唱的，我觉得是半拉歌，这就
是‘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沂蒙那个山上
哎，好风光；青山那个绿水哎多好看，风吹那个
草地哎见牛羊；自从那个来了哎日本鬼，家家那
个户户哎遭了殃！’但我没有料到的是，这个曲
调后来成为了闻名天下、代表沂蒙山革命文化
的民歌小调。”

这首歌就是1940年由八路军抗大一分校文
工团的阮若珊作词、李林加工的抗日歌曲《沂蒙
山小调——— 打黄沙会》(也有一种说法是《反对
黄沙会》)。

当时，沂蒙抗日根据地刚建立不久，日寇经
常“扫荡”，以国民党临沂专员张里元为首的顽
固派也时常骚扰破坏。尤其是1940年3月孙祖战
斗之后，逃往东蒙山的张里元部反共面目日渐
暴露，在临蒙公路上的侍郎宅至徒山一线扶持
地主土顽反动武装和反动道会门黄沙会，欺骗
群众财粮，抢劫群众财产，杀害抗日干部，不断

“蚕食”抗日根据地。
1940年6月初，为打击反动地主武装及黄沙

会的嚣张气焰，八路军山东纵队和刚从太行山
东迁来的抗大一分校第二、第五大队，以及沂南
县地方武装发起了反黄沙会战役，经两昼夜激
战，迫使反动地主武装和黄沙会退至石屋山以
南。同年秋天，为了打通鲁中与鲁南的联系，一
一五师一个团从蒙山南向北攻击张里元部，抗
大一分校从北向南攻击，一鼓作气攻下石屋山，
张里元部溃不成军，一分校乘胜追击30多里，把
张里元部赶出了蒙山。至此，蒙山南北成为新开
辟的根据地。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李林、阮若珊、
了休根据当地民歌改编了《打黄沙会》。1940年8

月1日，日军偷袭抗大一分校驻地垛庄，我军成
功粉碎了日军的偷袭，取得了垛庄战斗的胜利。
在庆祝胜利时，这首《打黄沙会》成为演出剧目
之一。

曲调源于当地花鼓调
新时期以来，《沂蒙山小调》的研究众多，争

议也不断。有学术观点认为，《沂蒙山小调》是
“抗战时期的创作歌曲”，不是民歌，“因为一直
在山东民歌中找不到原型”。

其实，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苗得雨就跟编
创者之一的了休(原名廖湘彩，又名廖秋)了解过
相关情况，“那时，我在战时一本东北民歌集子
上，发现一首叫《绣灯笼》的民歌，极像《沂蒙山
小调》的原型，了休跟我说：‘我们就是根据这样
一首民歌加工的。东北也有？是不是从山东传过
去的……’”

旧社会，山东尤其是鲁南地区“闯关东”的
人较多，这些从山东到东北去的民间艺人所唱
的民歌，都是从小在山东学唱的。老家沈阳的李
林，1984年6月在给山东音乐工作者锐云的信上
也说，“那支小调不是我在山东搜集的，是我童
年在沈阳老家时经常听山东逃荒的人沿街讨饭
唱的一支曲子。影影绰绰记得一点轮廓，我把它
慢慢记下来，再经过整理，就成为后来那支《沂
蒙山小调》。唱词是我和阮若珊同志合写的，写
成后由我们在台上向群众演唱。”

目前，有多位研究者证明，《沂蒙山小调》的
曲调在数百年前就已经在当地的花鼓调中流
行。苗得雨表示，民歌在文学上指民间歌谣，艺
术上指民间歌曲。民间歌曲以曲为准，词是可以
随意变化的，包括山歌、号子、小调三种形式。

“山东一带到东北，主要是小调为主，偏于叙事，
有着‘优美、欢快、味浓、情深’的特点，这首《沂
蒙山小调》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山东民歌。”

在文革前，由张斌记谱的《沂蒙山小调》，采
用的是4/4拍，但此前和此后的版本都是3/4拍。

“这两个版本差别比较大，3/4拍是欢快，4/4拍
缓慢，缺少了小调的欢快的韵味。孙子说‘声不
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就是说音乐不过
五个音阶，而五个音阶的变化则听不胜听。”苗
得雨说。

“无论是《沂蒙山小调》的搜集，还是改编，
都是山东民歌的二度创作，二度创作是必有
的。”苗得雨表示，“民歌加工后仍是民歌，但加
工者从一开始就没有当个人创作对待，也不能

当个人创作对待，所有见诸于文字的民歌集子
或歌本中，也都没有个人创作的署名。”

“三代传唱”唱出新声
《沂蒙山小调》一经传出，很快就传遍了鲁

中、鲁南、滨海、胶东、渤海各抗日根据地，以后
又流传到华北、东北抗日根据地，受到了广大军
民的普遍喜爱。

苗得雨表示，《沂蒙山小调》的演唱者很多，
但代表性传唱人可以说有三个。第一代传唱人
是阮若珊，第二代传唱人是韦友琴。她在1964年
华东地区民歌会演时演唱了《沂蒙山小调》，受
到陈毅和其他中央首长的称赞，后被录制唱片，
在全国引起了轰动。

1975年全国歌曲调演，第三代传唱人王世
慧将《沂蒙山小调》带进了中南海，歌词是由苗
得雨重新加工的。他介绍说，“当时，我不知道有
王印泉等人的改编。我把歌词第二段的末一句
取材于古谣谚《敕勒歌》中的‘风吹草低见牛羊’
改为‘风吹那个谷穗(儿)遍地香’，更符合沂蒙地
区的风情；加了第三段‘解放区的军民哎心连
心，开荒那个种地(儿)来打胜仗’，末一段将‘咱
们的共产党员领导的好’改为‘咱们的毛主席领
导的好’，歌名也叫《毛主席领导的好》，副题‘沂

蒙山小调’。”
现在，《沂蒙山小调》已经蜚声国内外，许多

优秀的歌曲和器乐曲都是根据它改编创作的，
像舞剧《沂蒙颂》的音乐、吕剧《补天》的音乐、柳
琴独奏曲《春到沂河》等。2006年3月，在首届中
国民族管弦乐作品征集大赛中，由《沂蒙山小
调》改编成的大型民族交响乐取得第4名，实现
了山东省30年来大型交响乐在全国获奖零的突
破。

2009年，无论是临沂市精心打造的大型水
上实景演出《蒙山沂水》，还是在山东举行的
第十一届全运会开幕式，多种方式演绎的《沂
蒙山小调》贯穿始终。十一运开幕式执行总导
演刘冠麟表示，全运会在山东举办，开幕式不
仅在视觉上展现山东特色，在听觉上也要展现
山东特色，《沂蒙山小调》是山东音乐最具有
代表性的，在这里使用《沂蒙山小调》恰如其
分。

这么一首民歌为什么会经久不衰、越唱越
红？苗得雨表示，《沂蒙山小调》虽然在歌词上随
时变化，但是曲调始终保有“优美、欢快、味浓、
情深”的特点，传唱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最终
演变成了歌颂党的领导、歌颂沂蒙山的秀丽风
光和沂蒙人民幸福生活的歌曲。

柳下惠乃周公裔孙、鲁国公室后人。孔子对
柳下惠推崇备至，称赞他举止得当、宽厚仁慈、
公平公道、疏财济世，是一个节行超逸的人物。

关爱弱者，坐怀不乱
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妇

孺皆知。它最早出自《孔子家语·好生》。
《好生》记述了一个连环故事，其中涉及到柳
下惠，原话是：“柳下惠妪不逮门之女。”意
思是柳下惠用自己的身体温暖没有来得及进
(城郭之)门(而受冻)的女子。东汉建初六年(公
元81年)，由柳下惠后裔郡望河东解县抄录而来
的《和圣年谱纪事》则进一步具体化：“柳下
惠远行归，遇夜宿于郭外。少顷，适有一女子
趋托。时天大寒，恐女子冻死，乃抱女子坐于
怀中，一夜覆之，至晓不乱。”至此，“柳下
惠坐怀不乱”的故事基本定型。后经包括元末
明初陶宗仪《辍耕录》等的大力宣扬，“坐怀
不乱”遂作为典故在文艺作品中频频出现，流
传于国内外。

熟悉律法，严惩故犯
柳下惠多次担任鲁国士师(中级法官)，负责

审案断案工作。1984年，在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
出土的竹简《奏谳书》中，记载了柳下惠为鲁君
治狱的一个典型案例。有个叫佐丁的人偷了一
斗粟，本来依法罚钱一两，相当于案值3倍之多，
已属重判。柳下惠接手此案后调查取证，发现佐
丁作为一名负责礼教的官员，还犯有明知故犯、
欺骗上司两宗罪。他以鲁法为依据最后判佐丁
以重罪：“完为倡”。“完为倡”就是剃光头，这在
当时是一种刑罚，再去服四年修边城的苦役。鲁
君开始担心判得过重，待听了柳下惠条分缕析、
丝丝入扣的一番解释后，激赞判得恰当。

斥祭海鸟，以民为本
《国语·鲁语上》记载，有一只名叫“爰居”的

海鸟飞落在鲁国东门之外，三天不走，权臣臧文
仲指使国民祭拜它。柳下惠对此进行批评。他指
出，古代圣贤制定祭祀法典遵循的原则是：只有
律法颁施于老百姓的、兢兢业业做事而死的、用

功劳平定国家的、能抗御特大天灾的、能抵御心
腹大患的五种人，总而言之，是对民众有大功劳
的，包括供民观瞻的日、月、星辰和出产财用的
名山川泽，才能被祭祀。否则，一律不能列入祀
典。这只海鸟既无功于民众，又与鲁人不是同
类，更非同族，有什么理由作为“国典”祭祀它
呢？特别是柳下惠推测海鸟飞到鲁国的原因，可
能是“避其灾”。果然，这一年“海多大风，冬暖”，
气候反常，证实柳下惠的分析判断准确无误。这
一点，在迷信盛行的春秋时期显得不同凡响。

国难当头，授词却敌
公元前634年，齐孝公攻打鲁国。柳下惠临

危受命，向乙喜传授计谋。他让乙喜赶赴前线，
以犒劳齐军为名，行文攻退敌之实。在回答齐孝
公所提“鲁国恐乎”的问题时，乙喜按照柳下惠
事前设计的套路回答说：“小人恐矣，君子则
否。”他说，鲁国之所以“无恐”，是因为“有恃”，
恃的是“二先君之所职业”。原来，当年周成王看
到周公与太公夹辅文王、武王有功，所以分别将

鲁国、齐国封赐给他们，而且亲自主持仪式，让
他俩签订盟约，誓词是：“世世子孙，无相害也。”
以如此庄重仪式达成的神圣盟约，是任何一方
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的，世世子孙必须恪守如
一。乙喜搬出这段历史，质问齐孝公：“您即位后
诸侯们都希望您能继承桓公的功业。我们这个
穷国因此不敢筑城聚众，您怎么执政才九年就
废弃先王之命、先君之责呢？若您的先君在，他
会怎么处理呢？”柳下惠教授乙喜的说词字字在
理，犹为匕首刺向齐侯，不仅创造了“有恃无恐”
的典故，而且为中国古代战争留下了“授词却
敌”的传世佳话。

岑鼎作证，心有诚信
《吕氏春秋·季秋纪》记载：齐国攻打鲁国，

强索鲁国岑鼎。鲁君送去一个假鼎冒充真鼎。齐
侯看出破碇，派人告知鲁君说：“若柳下惠说是
真的，我就会收下。”鲁君只得请求柳下惠帮忙，
没想到柳下惠竟说：“主公想用岑鼎做礼物送给
齐侯，为的是免除灾祸，保住鲁国。为臣也有个

‘国’在这里，破坏为臣之‘国’，来保全主公之
国，这令为臣很难为情。”柳下惠心中的“国”就
是“信”，即诚信。柳下惠认为，唯一明智的选择
就是将岑鼎交出去。汉代刘向评论此事：“柳下
惠可谓守信矣！不独存已之‘国’也，又存鲁君之
国。信之于人重矣！”

“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
□ 王红军

■ 群贤毕至

■ 文化头条

和圣柳下惠是个什么样的人
□ 柳明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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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于岸青

水泊梁山是一个组织严密而有序的统一的整
体，它俨然是一个五脏俱全的小社会，它的发展
壮大与它健全而相对完善的规矩是分不开的。忠
义堂上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后，宋江就
亲捧兵符印信，颁布号令：“诸多大小兄弟，各
各管领，悉宜遵守，毋得违误，有伤义气。如有
故违不遵者，定依军法治之，决不轻恕。”所有
头领，有掌管机密的、有管钱粮的、有探信息
的、有管基建的、有行刑的，另外先锋、水军、
步军、马军等都安排精当，并且众头领各归所拨
寨分，中间有未定执事者，都于雁台前后驻扎听
调，号令已定，各各遵守，井井有条。这样看
来，梁山有规有矩，各头领各施其职，分工明
确。在完备的制度和严格的管理下，梁山秩序井
然，事业蒸蒸日上，让奸臣们胆战心惊，坐卧不
宁。

与水泊梁山一样，我们所处的社会也是一个
复杂的网络，千头万绪、相互交织，需要一套法
纪进行规范、协调，使人们的行为有章可循，有
法可依，这样才能建立起一个正常的、稳定的社
会，有一个安定的、美好的生活环境。如果没有
必要的规则理顺这些头绪，社会就成了一团乱
麻，互相掣肘，不但做事没有效率，而且很多事
情都办不成。

有这样一幅大家熟悉的社会场景：在马路的
十字路口，尽管车杂人多，可由于行人车辆各行其
道，红灯停，绿灯行，穿梭有序，结果是有条不紊，
道路畅通无阻。相反，如果没有交通规则，或者人
们不遵守交通规则，南来的，北往的，东行的，西去
的，各不相让，争抢阻挡，汽车、自行车及行人挤成
一团，那么谁也别想顺利通过。它告诉我们——— 社
会生活要有规则。不仅仅社会生活，国家治理、民
族团结、社会稳定，哪一样也离不开规矩。不守纪
律，看似事小，实则事大。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纪律散沙一盘。美
国西点军校，这一以纪律严明而闻名于世，并曾
走出无数政治、军事人才的地方，有一句名言：
“报告长官，没有任何借口”。“没有任何借
口”，是美国人才摇篮二百年来所奉行的最重要
的行为准则和言行规范，在它的支撑下，无数人
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工作没有借口，人生没有借
口，失败没有借口，成功也不属于那些寻找借口
的人，它体现出一种完美的执行能力，伟大的罗
文上校就是秉承着这一重要理念，把信送给加西
亚将军，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有规矩成方圆
□ 张 伟

■ 尺书闲话

肥城古为肥子国，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
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明朝李攀龙留写的肥
城县修城碑铭：“《汉书》泰山郡有肥成县，应
劭曰：肥子国也。”肥子国为齐附庸国，活动范
围大致在齐长城脚下的今老城镇、潮泉镇一线。
因肥子国、肥族文化及其影响，“肥城”由此而
得名。

肥城桃文化源远流长。肥桃栽培有千余年历
史，明朝天启二年即为皇室贡品。肥城张店村李
新云珍藏一块肥桃砚台，清朝乾隆年间，先祖在
京城、天津为官期间，曾向朝廷献地方桃——— 肥
桃，朝廷官员大悦，下令烧制正面雕刻有仙桃寿
星图案、反面刻有大朝乾隆年制的砚台并予回
赠，从此肥城桃方有了长寿仙桃的美称。由于肥
城的生态条件，加上科学的管理，肥桃品质优
良，他境莫能及，被誉为“群桃之冠”。

1935年，隐居在泰山脚下的原国民党爱国将
领冯玉祥，曾到肥城视察，倡导发展肥桃生产，
并派人在北仪仙租地建园，作为实验基地。为
此，他赋诗一首：“肥城桃，肥城桃，不独供给
富人食，劳苦大众也要吃个饱。”1937年3月，肥
城县政府曾以“肥桃本为著名特产，徒以性易腐
烂，不便运销，难期推广”为由，呈文请求“筹
设制造肥桃罐头工厂”，以期发展肥桃生产。但
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建设厅长沈鸿烈批示：“所
请筹设制造肥桃罐头工厂俾利畅销一节，尚有见
地。惟以肥桃产量太少，势难作大规模制造，成
熟期间太短，工厂久闲，亦不合经济原理。又肥
桃为粘性核，制罐工作甚感困难，且届成熟时
期，其果肉多液化，若加水加热，势必溶解。有
此数端，制造罐头实属不易。”分析合理，理由
恳切，呈文未获批准。

建国后，这一资源优势得到开发利用。1953
年，尚里村党支部书记李志文代表互助组的17户
桃农，挑选了13个重500克以上的肥桃寄给毛主
席，收到周总理的亲笔回信。他曾三次进京给党
中央毛主席送桃。1958年，盛产肥桃的尚里乡、
屯头乡合并为桃园公社。

2000年，肥城桃园被确认为世界上最大的桃
园，列入世界吉尼斯记录。同时肥城桃木雕刻民
俗作为肥城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悠久的历
史，是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宝贵财富。桃木雕刻
民俗历经数代演绎发展，健康、平安、长寿、吉
祥成为其吉祥文化的主要内涵。

■ 海岱一方

肥子国里有肥桃

□ 石 峰 郭庆莲

2009年第十一届全运会的开幕式音乐是用
《沂蒙山小调》贯穿起来的，但这个音乐又比
较时尚、动感，这也是近年来对《沂蒙山小
调》音乐最新一次的再创作。全运会在山东举
办，开幕式不仅在视觉上展现山东特色，在听
觉上也要展现山东特色，《沂蒙山小调》是山
东音乐最具有代表性的，在这里使用《沂蒙山
小调》恰如其分。

《沂蒙山小调》虽然简单，但听起来非常
亲切，将之贯穿到全运会开幕式音乐中，充分
体现山东元素，特别是按发烧友音乐制作，突
显时尚特色。通过再创作，经管弦乐和民乐的
结合，赋予了《沂蒙山小调》时尚、现代的音
乐气息，把简单的音乐旋律，变奏成宏大温暖
的交响，给人一种意境深远力量无穷的心灵震
撼。《沂蒙山小调》的音乐录制完成后，获得
了专家组的一致好评，专家认为这个音乐已达
到了国内顶级的水平。

右图：十一届全运会开幕式 摄影/李勇

时尚版

《沂蒙山小调》

1944年山东军区文工团战友合影。前排左二为阮若珊、右二为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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