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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花了好几天时间，从近二十年的旧作里，搜得“闲情”如许。
　　一提起陶渊明，大家想到的是《桃花源记》、《归去来辞》，都是正经“古文”，叹为“观止”
之作。
一般读者不大知道他还写过《闲情赋》，当是诗人年轻时，真诚而稍稍夸张地罗列了一串排比句，表
示情愿化身为衣物装饰，贴到他心仪的女子身上，甚至“愿在丝而为缕，附素足以周旋”⋯⋯　　不
过我这小二百篇随笔或小品里，并没有他说的这种缠绵悱恻的感情。
　　这是另一种闲情，简单得很，是“偷得浮生半日闲”时偶然出现的一些情思，一些断想，可能是
浅浅的，淡淡的，一时有闲，随手写下来。
若不然，真的稍纵即逝了。
　　也有几篇长些的，甚至是应邀而写，但也多是读“闲书”、说“闲事”。
我辈凡人，不能一天到晚想“正事”，想国家大事、天下大事，一天二十四小时忧国忧民，那不早就
忧死了吗？
　　但生在现实中，不可能成天乐乐呵呵享受闲情。
忧乐相系，是忧多乐少，还是忧少乐多，怕是因人而异，也因时而异。
忧愁总是难免的，至少也是所谓“闲愁”吧。
　　如果读者在这些写闲情的篇什里，发现些许闲愁，那该是挥之不去的，难免的，“花落水流红，
闲愁万种”中的万分之一二，让它姑且夹杂在字里行间，删也删不净。
　　可以保证的是，没有哪一篇是硬做出来的。
我这点闲情，愿与读者共享。
却也还要有点闲情、有点闲心，至少是有点闲暇的朋友，；才会来读它——也算是分享闲情。
　　为了使眉目清楚些，我把全书分为“风花雪月”、“琴棋书画”、“春夏秋冬”、“东西南北”
、“山川林泉”诸辑，颇有点附庸风雅的嫌疑，最后一辑“衣食住行”便泄露了真相，尽管卖弄些“
酸文假醋”，其实掩盖不住浑身的烟火气也。
　　一笑！
　　2007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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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另一种闲情，简单得很，是“偷得浮生半日闲”时偶然出现的一些情思，一些断想，可能是
浅浅的，淡淡的，一时有闲，随手写下来。
若不然，真的稍纵即逝了。
也有几篇长些的，甚至是应邀而写，但也多是读“闲书”，说“闲事”。
我辈凡人，不能一天到晚想“正事”，想国家大事、天下大事，一天二十四小时忧国忧民，那不早就
忧死了吗？
　　但生在现实中，不可能成天乐乐呵呵享受闲情。
忧乐相系，是忧多乐少，还是忧少乐多，怕是因人而异，也因时而异。
忧愁总是难免的，至少也是所谓“闲愁”吧。
如果读者在这些写闲情的篇什里，发现些许闲愁，那该是挥之不去的，难免的，“花落水流红，闲愁
万种”中的万分之一二，让它姑且夹杂在字里行间，删也删不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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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邵燕祥，当代诗人。
浙江萧山人，1933年6月10日生于北平。
他的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1951）和第二本诗集《到远方去》（1955）。
收入50年代初期写的抒情诗，其中一些表现了年轻一代参与工业化建设的理想和激情。
当时在青年读者中有一定影响。
1957年遭到斗争和封杀。
20年后复出。
在继续歌唱的同时。
多写批判性和反思性的随笔、杂文。
至今出版诗集、文集70余种。
近年出版的有随笔杂文集，以及《回忆与思考1945-1958》。
邵燕祥先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作家协会《诗刊》供职。
80、90年代，当选过中国作协理事会理事和主席团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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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语唠叨说随笔序第一辑 风花雪月月当头十五月儿圆水仙放风筝草木二篇清宫二三事（录一则）法国
梧桐自然风虹梭罗树草籽变鱼另一种鸽哨今年柳絮小时候，大风天童年的阳光树木二章第二辑 琴棋书
画文化的雅俗与精粗沙画听《小白菜》有感穷小子和富家女劝黄英一首奇怪的儿歌浩歌空今古《抬轿
图》记关于《苏武》一幅画前的两种爱国心我有了一件文物合影写实的和写意的旧时歌曲100首关于唱
歌乐迷拟《你这个坏东西》说起《祖国进行曲》读唐达成的书法民歌与伪民歌小孩画画刘巧儿你爱唱
《国际歌》吗罗大佑的歌词第三辑 春夏秋冬寒衣冬日的花和乌柳宇第三笔关于圣诞节畅销书的主角夕
阳风沙九月十三日漫笔剥毛豆送寒衣“祖国生日”质疑新春忆旧四月立冬不见大雁过节与过年高秋八
月秋晴闹元宵锣鼓与鞭炮新年不快乐元宵胜景早秋情怀10月6日断想新年试笔岁月难磨萤火的闪电九月
试笔九月初三夜被遗忘为世纪守岁夏天最后的牵牛花白露告别中年端阳的尴尬每一天都是清明我们要
回到辛亥革命以前吗？
腊月廿三第四辑 东西南北第五辑 山川林泉第六辑 衣食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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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听《小白菜》有感　　听台湾蔡琴的录音带，一曲“小白菜，地里黄⋯⋯”虽然结尾略嫌突兀，
但闭目回味，仍感余音未绝。
　　五六十岁以上的人，听到《小白菜》，难免怦然心动，沉入摇篮边的回忆里，这是一点也不奇怪
的。
我却没想到在海峡那边，还有它的听众，有它的年轻的歌者。
民歌，不仅是生根在民族生活的厚土，而且是沉潜于民族心灵的深层，形诸歌咏，能唤起歌词所有以
及歌词所无、温馨拌和着辛酸、甚或是剪不断理还乱的眷恋之情。
如果听的是《孟姜女哭长城》、《凤阳花鼓》或《月儿弯弯照九州》这样年代久远的民歌，更会使人
油然而生一种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历史感，一定要言传的话，这历史感的内核，不就是对我们多灾多
难的民族命运的切身关注和感喟么？
　　我懂了，为什么一曲悲歌，以至像《小白菜》这样一支怀念亲娘的小调，能有远远大于形象的包
容，联系着千万人的感情。
它的凝聚力，也许不下于仰天呼吁的《让世界充满爱》，更胜过许多空洞的说教、口号和标语。
当然，对于那些把“让世界充满爱”也责为宣扬“抽象的人类之爱”的批判家来说，《小白菜》怕也
是所谓以普遍人性瓦解革命意识的货色了。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随着对劳动人民“萌芽状态”的文艺的重视，文学和音乐工作者们一
度纷纷向民歌学习，虽然有时不免带些急功近利的色彩，但确做了较大规模的收集工作，一直延续
到50年代的采风，功不可没；有些作品利用民歌素材，包括马可以《小白菜》旋律作为一出秧歌剧的
主题，也是成功的。
可惜1958年所谓“新民歌运动”中出现大量伪民歌，或依托于旧曲调，或仅以五七言形式书面流传，
把鼓吹“大跃进”的浮词滥调当做“主旋律”，于是“运动”兴而民歌亡矣。
　　到60年代，先是辨“软、硬”，分高低，像《九九艳阳天》、《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类颇具民
歌风的歌曲被封为“十大软歌”，加以禁绝。
接着，江青更彻底地一言以蔽之，说民歌都是“情郎妹子”，而一涉男女之情，必损革命意志，上有
所恶，下必甚焉，一时只闻颂歌与战歌，“靡靡之音”遂寝。
　　传统民歌中的确没有什么颂歌与战歌，又多的是哀音与怨声，更不符合“昂扬的战斗的时代精神
”。
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艺都划归资产阶级，产生于封建社会的便都是封建文艺，无疑属于应予扫除
的“封资修”旧思想、旧文化。
如问逻辑，逻辑就是这样的简单明了，干巴溜脆。
　　80年代，民歌不再是禁物了，不过偶有所闻，却往往只是所谓“民歌唱法”，而不是真正的民歌
。
因视民歌为“萌芽状态”而持虚无论者固然轻视这一份遗产，某些仅仅视民歌为“素材”而简单止于
利用者，也看不出对民歌遗产的真正理解和重视。
音乐史我知之不多，但我想马思聪若不是真心地尊重民歌，热爱民歌，被那句“城墙上跑马回不了头
，远嘹近看我没有一条路”的爬山调所撼动，他就不会成功地据以生发出《思乡》；柴可夫斯基、德
沃夏克、聂耳、贺绿汀若不是真心地尊重民歌，热爱民歌，深深地为民歌中所蕴涵的普通人的哀乐和
民族的精神力量所渗透，就不会在民歌的营养下创为新声。
他们借重于民歌的音乐素材者也是以心血熔铸，炼矿石生辉。
如其不然，点金成铁，那还不如保存原貌的好。
　　我们于既有的东西，整理时太多删削，保存中偏爱“处理”，音乐如此，文字犹烈。
甚至三四十年代前人创作的歌曲，到六七十年代还常改填新词。
民间文艺无版权，反正听不到抗议。
这与以“古”招徕，造假古董，有时殊途同归，成为玷污以至糟践。
商品生产中有假冒货与伪劣品，文艺生产中也未能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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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听蔡琴很朴素地唱了一首《小白菜》，不雕琢，无扭曲，真挚清纯，虽非黄钟大吕，窃
以为近于正声。
这给我颇多启发，读者该不致误会我主张一切都照旧谱，纹丝不得改动吧？
　　1990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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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闲情》分为“风花雪月”、“琴棋书画”、“春夏秋冬”、“东西南北”、“山川林泉”诸辑
，颇有点附庸风雅的嫌疑，最后一辑“衣食住行”便泄露了真相，尽管卖弄些“酸文假醋”，其实掩
盖不住浑身的烟火气。
生在现实中，不可能成天乐呵呵享受闲情。
忧乐相系，是忧多乐少，还是忧少乐多，怕是因人而异，也因时而异。
忧愁总是难免的，至少也是所谓“闲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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