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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岭坡平地岭坡，，
全是对唱山歌的人群全是对唱山歌的人群。。
城乡的文化舞台城乡的文化舞台，，
进行着一场场精彩的演出进行着一场场精彩的演出。。
广场上的竹竿舞广场上的竹竿舞，，
蹦跳出人们的欢乐蹦跳出人们的欢乐。。
抛不完的绣球抛不完的绣球，，
传递着恋人们的深情传递着恋人们的深情。。
大街小巷刚出锅的五色糯米饭大街小巷刚出锅的五色糯米饭，，
散发着生活的甜蜜和芳香散发着生活的甜蜜和芳香。。
震天响的铜鼓声震天响的铜鼓声，，
奏响着春天的进行曲奏响着春天的进行曲。。
靓丽的姑娘们身穿多彩的民族服装靓丽的姑娘们身穿多彩的民族服装，，
像天上飞来的彩云在飘动像天上飞来的彩云在飘动。。
健壮的小伙子们在拔河赛中发出的吼叫声健壮的小伙子们在拔河赛中发出的吼叫声，，
像阵阵春雷在轰鸣像阵阵春雷在轰鸣。。
啊啊，，
三月三三月三，，
壮乡人民的盛大节日壮乡人民的盛大节日，，
南疆变成了欢腾的大海洋南疆变成了欢腾的大海洋，，
人们尽情地高歌人们尽情地高歌，，
人们纵情地欢舞人们纵情地欢舞，，
像起伏的大浪潮像起伏的大浪潮，，
一浪高过一浪一浪高过一浪，，
一潮翻过一潮一潮翻过一潮。。
一个个狂欢的白天一个个狂欢的白天，，
一个个不眠的星夜一个个不眠的星夜。。
歌声不断歌声不断，，
声声赞美今天的幸福生活声声赞美今天的幸福生活。。
欢舞不停欢舞不停，，
纵情飞扬展望奋进新征程纵情飞扬展望奋进新征程！！

黄花风铃木黄花风铃木，，
落在江滨的盛世芳华落在江滨的盛世芳华

谭柳新谭柳新

是昨夜的街灯忘了休息是昨夜的街灯忘了休息
还是贪玩的晚霞不想回家还是贪玩的晚霞不想回家
是粗心的七仙女落下的霓裳是粗心的七仙女落下的霓裳
还是哪位大师现场的水彩画还是哪位大师现场的水彩画
晨曦中晨曦中
那一树树金灿灿看不到尽头的黄花风铃木那一树树金灿灿看不到尽头的黄花风铃木
在江滨公园河堤路的两边在江滨公园河堤路的两边
在那湛蓝如洗的天幕下在那湛蓝如洗的天幕下
美得炫酷张扬热烈美得炫酷张扬热烈
美得干净温馨文雅美得干净温馨文雅

那一树的黄花风铃木那一树的黄花风铃木
像梦幻中的少女飘着香风的裙摆像梦幻中的少女飘着香风的裙摆
款款坐下款款坐下
那一路的黄花风铃木那一路的黄花风铃木
像遗落在江边的银河像遗落在江边的银河
闪耀着璀璨的光华闪耀着璀璨的光华

连艳红如火的三角梅自愧不如退居一旁连艳红如火的三角梅自愧不如退居一旁
嫉妒又无奈的紫荆花嫉妒又无奈的紫荆花
只好把淡淡的身影藏在斜坡下只好把淡淡的身影藏在斜坡下
象江水惊得停下了脚步象江水惊得停下了脚步
只有几只不懂事的鸭子划破平静的河面只有几只不懂事的鸭子划破平静的河面
引来树上的小鸟叽叽喳喳引来树上的小鸟叽叽喳喳

公园里绿草如茵阳光正好风不燥公园里绿草如茵阳光正好风不燥
公园里繁花似锦风景如画人如潮公园里繁花似锦风景如画人如潮
不知是人在赏花不知是人在赏花
还是花在欣赏盛世的繁华还是花在欣赏盛世的繁华

诗诗 歌歌

扫码聆听更多美文。

每年“三月三”前夕，父亲都要带我
上山去祭拜一棵树。

我们在天蒙蒙亮时才出门，生怕让
人看到。那棵树不算大，只有手臂那么
粗，样子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棵树
是父亲专门标记好的，在树干上系了一
方红布，红布上写了父亲的名字。村里
有个约定，在野外，凡是人家标记好的树
或洞就不要动了，那是人家的缘份。

我们去祭拜的这棵树叫密蒙树，开
的花叫花麦，这是它的学名吧，但我们
都叫它花麦。这种花可以染出色亮喷
香的黄花饭，“三月三”制作五色糯米
饭少不了它。黄花饭在五色糯米饭中
排首位，黄花饭的袅袅清香与高贵的
色泽，决定了它的地位。黄色在民间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古代皇家
的至爱。平时，只有举行重要的活动，
或过节才舍得拿出花麦来煮饭。哪一
家没有私藏几梱花麦在箱底？夏天采
好花麦，成排地挂在屋檐下阴干后，母

亲赶紧用一块白布裹好藏在小孩不知
晓的地方。

“三月三”祭拜密蒙树是壮家人血
脉里流淌的虔诚。平日里，摘取花麦是
不用祭拜的，也不是所有的人家都要去
祭拜花麦，有的人家重于仪式才这样。
父亲一生都在讲究仪式。

夏天围塘打鱼，父亲常用花麦的叶
子在塘边的石块搓出泡沫，不久，塘里
的鱼便陆续浮头。当然，我们吃黄花饭
不会头晕，反而能感到清新。

有一年秋后，一个亲戚来找父亲，
行色紧张。原来他家儿子谈了个对象，

“三月三”刚好轮到对象的父亲做头。
凡是做头的，全村的五色糯米饭均由其
负责。对象的父亲需要花麦数量较大，

正苦于这事。对象只是把这苦恼说说
而已，亲戚却较真了，因为当时对象的
父亲不大满意这门婚事。亲戚得知父
亲家里常年备一些花麦，便对姑娘许诺
了这事，姑娘很感动。亲戚觉得效劳的
时候到了，让父亲无论如何都要帮一
帮。母亲觉得人要有成人之美，父亲便
把高挂于屋檐下的30多捆花麦全捐了
出来。虽然我们小孩有些惋惜，但碍于
父母的决定，我们只能迎上笑脸。

每逢“三月三”，人们蒸糯米饭少不
了用枫叶、紫兰等，但人们吃得最多的
还是用花麦制作的黄花饭，送出去的也
多是黄花饭。特别是清晨，家家户户在
揭开蒸笼时，那股黄花饭的香味能把熟
睡的人熏个激灵，整个村庄都被这一股

清香包裹。
“三月三”带给我最大的快乐是五

色糯米饭。确实，没有哪个民族能像壮
族这样，用一碗色彩艳丽的糯米饭寄托
对生活的高追求与殷殷期盼，这不得不
让人重新审视平常事物中隐藏的诗意
与幸福密码。

“ 三 月
三”期间，手
捧一碗高颜
值 的 黄 花
饭，相信它
会给我们的
生活增添一
抹亮色、一
线希望。

花麦，“三月三”的味觉密码
覃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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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熹微，木达木弄景区的大门缓
缓开启，揭开热闹的序章。

游客们似潮水般涌出大巴车，有
朝气蓬勃的年轻背包客，背着色彩斑
斓的行囊，眼中满是对未知美景的憧
憬；有头发花白却精神矍铄的老人，缓
步前行，眼眸里跳动着久违的雀跃；还
有活泼好动的孩子，挣脱父母的手，在
人群中嬉笑奔跑，清脆的笑声回荡在
空气中。

人群中，不时传来几句不同方言
的交谈声，南腔北调交织在一起，为这
热闹的场景添上一抹别样的色彩。

身穿瑶族服饰的导游拿着一个专
用喇叭，一边摇着一面小彩旗，一边用
娴熟的普通话跟游客交流：“亲爱的游
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美
丽的来宾金秀，今天我们将一同游览
充满魅力的木达木弄景区。我是你们
的导游苏姐，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将
陪伴大家一起探索这里的美景，请大
家跟着我往这边走……”

游客们跟着导游走进景区，首先映
入眼帘的便是充满浓郁民族风情的建
筑和美丽的自然景观。

“哇，这里竟然将优越的自然风光
与瑶族传统建筑风格完美融合了，真是
太美了！”广东小伙子小谢一边走一边
拍，渐渐落在队伍后方。

“是啊，来到这里，就像走进了瑶族
人民的生活画卷，真切感受到瑶族独特
的文化魅力。”旁边有个年轻漂亮的女
孩举着手机说，不知道她是在视频通话
还是在回应小伙子。

女孩是来自湖南旅游团的小唐，她
所在的旅游团已经走远了，正好她想拍
点视频和照片，就没有追上去，没想到
碰见了同样掉队的小谢。

两人一前一后往前走，耳边传来潺
潺的流水声，那是溪流在欢快地歌唱。
这里溪水清澈见底，水底的沙石和游动
的小鱼清晰可见。沿着溪流前行，气势
磅礴的瀑布从陡崖上飞流直下，那震撼
的场景，让他们忍不住驻足观赏，手指
不停地按着拍摄键，直呼“这简直就是
为摄影爱好者打造的天堂”。

除了美丽的自然景观，景区还为游
客们准备了丰富多样的广西三月三主
题活动，对歌就是其中之一。

导游们像是商量好了似的，一人负
责把游客带到溪流的左边，另一人负责
把游客带到溪流的右边。两边人数相
差无几，山歌对弈亦难分伯仲。

高空栈道上，小谢和小唐在嘹亮歌
声中俯瞰整个景区，感受清风拂面。那

一刻，满腔的畅快让他们忍不住放声呐
喊。

“小谢，你怎么跑这上面来了，快下
去对歌，大家都在等你了，等下唱完歌
还要一起吃五色糯米饭哦。”小谢的导
游终于找了上来，气喘吁吁地说。

小谢朝小唐挥手示意，便跟着导游
下去，走到小溪的左边。这时，小唐的
导游也找到了她，带她去了小溪的右
边。两人分别站在各自的团队里，隔溪
相望，目光不自觉地在人群中找寻彼此
的身影。在你来我往的歌声中，两人的
心渐渐靠近。

小谢看着对面娇俏的小唐，直觉自
己情韵初绽，但是不知小唐怎么想，于
是借着山歌开口试探：“哎~山上桃花
朵朵鲜，不知哪朵把情牵。妹在溪边把
歌唱，可愿同哥把话谈？”

小唐羞涩回应：“哟~溪边流水响
潺潺，哥唱山歌似蜜甜。隔溪相望不妨
事，听歌倒觉心喜欢。”

小谢心中暗喜，决定再探心意：“哎
~林中鸟儿双双飞，哥心好似彩云追。
妹若有意共相随，莫让哥心空徘徊。”

小唐看着溪流对面帅气的小谢，
也怕天南海北的两人会因此错过，于
是委婉暗示：“哟~鸟儿成双自在飞，
妹羡它们比翼偎。哥若真心把妹陪，
清水也能比酒美。”

小谢终于鼓起勇气告白：“哎~太
阳出来照山坡，哥对阿妹情意多。想与
阿妹把手握，一生相伴不离舍。”

小唐于害羞中欣然接受：“哟~春
风吹过暖心窝，妹也盼着与哥合。从今
共赴生活河，相伴到老幸福歌。”

小谢心中激荡，再次用歌声向小唐
表明心意，他唱道：“青山绿水映心间，
妹似天仙落眼前。若能与妹把手牵，此
生逍遥赛神仙。”

小唐脸颊绯红，羞涩地回应：“郎似
雄鹰飞天边，妹如彩云把你缠。愿与郎
结百年缘，比翼双飞共缠绵。”

周围的游客们渐渐看出端倪，被他
们的歌声和情意所感染，纷纷鼓掌喝
彩。

两人匆匆吃完五色糯米饭，不顾众
人的笑闹，各自跟导游打了声招呼，便
奔向彼此。

小谢鼓足勇气牵起小唐的手，真挚
地说：“小唐，我想和你一起继续探索这
世间的美景。”小唐羞涩地点头，眼中满
是甜蜜。

两个原本陌生的人，在充满魅力的
木达木弄景区，开启了一段浪漫的旅
程。

又是一年“三月三”，春风如灵动的
乐手，拂过家乡的每一寸土地，奏响了
一曲生机勃勃的乐章。空气中弥漫着
清甜的花香，与此起彼伏的歌声交织在
一起，仿佛整个世界都沉浸在一场盛大
的音乐盛宴之中，让人心底充满无限希
望。在这样美好的日子里，我的思绪总
会不由自主地飘向我们村的“歌王”。

“歌王”在家中排行老二，名叫盘大
凤，在村里，大家都喊她二姐，是位远近
闻名的“歌王”。年轻时，她是山歌场上
的常胜将军，周边村庄的年轻男女，没一
个能在山歌上赢过她。二姐天生一副好
嗓子，歌声清脆明亮，能从这座山头飘到
那座山头，在山谷间悠悠回荡。70年
代，生产队的牛多，农闲时需轮流放牧。
牛一放出去就满山跑，到了傍晚找牛，可
难倒了不少人。二姐放牛却与众不同，
她一边绣花一边唱山歌。神奇的是，牛
儿们仿佛能听懂她的歌，很少满山乱窜，
大多乖乖在桐油林吃草。傍晚时分，二
姐一嗓子山歌响起，牛儿们便齐刷刷列
队下山，“歌王”的名号就此传开。

记忆里，往昔农闲，暖阳慵懒洒在
山岗，大地如披上金色绒毯。此时，外
村青年男女三两结伴，踏入我们宁静的
小村庄，似石子打破湖面平静，带来了
别样的活力与热闹。

一听说远方来客，村里即刻沸腾。
大人们忙着准备丰盛饭菜，孩子们兴奋
地在村里奔走相告。最让人期待的，就
是夜里摆歌堂对歌活动。

夜幕降临，酒足饭饱后，大伙儿围坐
在火塘边。火苗跳跃，映红了人们的脸
庞，火塘边茶香与期待兴奋交织。二姐
稳坐显眼处，眼神坚定自信，像在宣告这
是她的舞台。对歌开始，对方歌声传来，
二姐侧耳倾听后开唱，歌声如清泉，歌词
精准对答，声调时而高亢、时而轻柔，周
围人听得入迷，不时发出阵阵掌声。

我坐在不远处，目不转睛地看着二
姐，满心崇拜。那一刻，她如闪耀星辰，
散发着迷人的光芒。我听着她的歌声，
心中泛起层层涟漪，不禁想，世间竟有
如此美妙声音，像魔法抓住人心。从那
时起，一颗音乐种子埋入我心底。我渴

望有一天，能像二姐一样，用歌声传情，
用旋律描绘世界。在温暖的火塘边，悠
扬的歌声中，我的音乐梦想悄然萌芽。

如今，二姐已年过花甲，可嗓音依
旧不减当年。她对唱歌的热爱丝毫未
改，家里添置了音响，空闲时就拿起话
筒高歌一曲，山歌、流行曲样样都能唱。

正月里，村庄里有互相串门拜年的
习俗，一天，村里人邀约一起到二姐家拜
年，大家喝酒聊天，热闹非凡。席间，有
人提议二姐唱首歌助兴，唱歌本就是二
姐的拿手好戏，她自然不会推辞。只见
她拿起话筒，张口就来：“亚拉索……”瞬
间，全场安静下来，桌下抢骨头的几条狗
猛地抬头，骨头还含在嘴里，口水直往下
滴。“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二姐再
唱一句，那几条狗吓得扔下骨头，夹着尾
巴直往门外跑，不敢回头。大伙笑得前
仰后合，直喊：“二姐，你这嗓子不用话筒
都能掀翻房顶，不愧是咱村的歌王！”欢
声笑语传遍整个村庄。

后来，疫情如阴霾突袭，悄然笼罩
生活，二姐的嗓子也似被岁月尘封。家

中音响蒙灰，往日歌声不断的小院变得
寂静。二姐常望着窗外，眼神满是失落
无奈，她总念叨：“凭我这嗓子，以前唱
一天都不带哑的，可现在……”话语间，
尽是对往昔纵情歌唱的怀念。

终于，阴霾渐散，二姐如久旱逢甘
露。去年广西三月三假期，她与兄弟姐
妹相约海陵岛旅游。夜幕下的海边广
场很是热闹，灯光闪烁，乐队歌声与笑
声交织。二姐看到扫码10元便能唱
歌，眼中满是惊喜，点了首《山歌好比春
江水》。上台后，她亮开嗓门：“唱山歌
咧，这边唱来那边和……”，声音高亢嘹
亮。海风轻拂、海浪拍岸，她的歌声融
入其中，与海浪声完美交织，诉说着对
歌唱的渴望与惬意。

海边游客被这独特歌声吸引，纷纷
驻足欣赏。一曲终了，掌声如潮。二姐
的同行笑着说：“我们村的歌王从广西
唱到广东，从高山唱过大海，还把海浪
都唱嗨咯，太厉害了！”二姐脸上洋溢着
自豪的笑容，如三月繁花，在夜晚开得
格外耀眼。

当春天的细雨如丝般飘落，我总喜
欢漫步在武宣老街的巷子里。雨滴似
灵动的精灵不断洒落在石板上，溅起小
小的水花。恍惚间，我仿佛走进了一条
悠长又寂寥的小巷，天空飘洒着淅淅沥
沥的小雨，不由得想起戴望舒的《雨
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
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
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夜幕降临，老街像是被施了魔法，
沉浸在一片宁静之中。此时的老街，褪
去了白天的喧嚣，宛如一位沉睡的老
人，静谧而安详。我抬头望去，街上挂
着的红灯笼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昏黄的
灯光下，老街的轮廓被勾勒得愈发清
晰。在这朦胧的灯光下，我的思绪飘回
到明清时期，想象着那时的老街，车水
马龙、店铺林立，吆喝声、谈笑声交织在
一起，是何等繁华热闹。

我怀揣着探寻旧时光的期待，缓缓
踱步于老街的每一条巷子里。偶尔，也
会在老百货寻一处角落坐下，讨一杯热
茶慢慢细品。闻着木质桌椅散发的古

朴气息，和着袅袅茶香，将我引入往昔
的岁月。抬眸望去，柜台上摆满了老物
件，它们宛如沉默的史官，每一件都镌
刻着独特的故事。当你轻抚这些旧物，
便能触摸到岁月的纹路。武宣老百货
承载着老街坊们的珍贵记忆，它仿佛在
诉说着曾经的风光，把我带入当年的闹
市之中。

店内人声鼎沸，顾客们穿梭在货架
间，与店员热情地交流；孩子们紧紧拽
着大人的衣角，目光被糖果区五彩斑斓
的糖果吸引，时不时发出欢快的笑声；
妇女们则在布料区挑选布料，一边抚摸
着布料，一边仔细地比较价格与质地，
讨论声此起彼伏。在日用品区，搪瓷
缸、暖水壶等商品琳琅满目，顾客们拿
起商品反复端详，时不时向店员询问商
品的性能和价格。收音机播放着激昂

的广播，与人们的交谈声交织成一曲动
人的乐章。那热闹非凡的景象，构成了
武宣老百货独有的魅力，成为老城区居
民心中难以磨灭的美好记忆。

离开武宣老百货，我踱步经过西街
的粤东会馆。这座古朴的建筑，宛如历
史的守望者，静静伫立。我在粤东会馆
前停下脚步，刹那间，往昔粤剧的悠扬
歌声，裹挟着独特的韵味，在耳边悠悠
响起。那婉转的唱腔，仿佛正将一段段
尘封的故事娓娓道来。粤东会馆门口，
早已被围得水泄不通。人们或手持蒲
扇驱赶蚊虫，或怀里抱着小孩边游走边
听，脸上写满期待的神情。孩子们穿梭
在人群中嬉笑打闹，偶尔被大人轻声呵
斥，却依旧乐此不疲。随着一阵紧锣密
鼓，身着华丽戏服的演员们粉墨登场。
她们身姿婀娜、步履轻盈，举手投足间

尽显优雅；眉眼含情，顾盼生辉，引得门
外群众阵阵喝彩；唱腔婉转，犹如夜莺
啼鸣，抑扬顿挫间，将角色的情感表达
得淋漓尽致，让观众沉浸其中，如痴如
醉。时光仿佛放慢了脚步，让我沉醉于
这满溢着历史气息的时光里，久久不愿
离去。

幸运的是，往昔的烟火气，并未在
岁月中消散。如今，我时常与三五好友
相聚在老街朋友的小茶馆里。大家围
坐在一起，桌上摆着一壶香气四溢的火
龙果糯米酒、几样地道的小吃。我们一
边品尝着美酒佳肴，一边天南海北地聊
着八卦，其乐融融。这里的每一寸土
地、每一缕空气，都承载着我的情感与
回忆。无论时光如何流转，老街永远是
我心中最温暖的港湾，让我在喧嚣的世
界中，寻得一片心灵的净土。

话说永和九年三月初三上巳日，晋代会稽内史、著名
书法家王羲之偕亲朋谢安、孙绰等42人，在兰亭修禊后，
举行饮酒赋诗的“曲水流觞”活动，引为千古佳话。

一日，在风和景明的春光中，我竟梦入《兰亭集序》，
穿越到晋代，体验了一番“曲水流觞三月三”。

只见溪水漫过青苔的瞬间，我手中的绣球不慎坠入曲
水。弯腰去捞时，指尖却触到一只顺流漂来的漆耳杯。抬
头便见两岸广袖如云，有人朗声笑道：“此觞停在7号客处，
当罚诗三篇！”

我望着青竹掩映的兰亭，后颈渗出冷汗。今早还在忻
城歌圩跳竹竿舞的布鞋，此刻正浸在会稽山的春水里。王
羲之倚坐溪石，半敞的衣襟沾着墨迹，目光扫过我胸前的
壮锦纹样：“足下衣冠甚异，请问客从何处而来呀？”

“晚生自一千六百年后的广西来宾市而来。”我解下
腰间的五色糯米饭团呈上。米香唤醒了假寐的谢安，他
捻着枫叶染的紫米细看：“《楚辞》有言‘粔籹蜜饵’，不意
后世稻作竟成霓虹之色。”

铜鼓声忽然在袖袋里震动——是调成静音的手机收
到“三月三”活动直播推送。众人惊诧间，我索性放出昨
夜录制的象州“壮欢”山歌。丝竹之声乍歇，唯有孙绰手
中的漆耳杯“咚”地落进溪水：“此等叠韵，竟比广陵散更
跌宕！”

“此谓双声调，壮家男女传情多用之。”我点开竹竿舞
视频，支起手机置于溪石。蓦然间，山涧响起竹节相击的
脆响，我向他们诉说着“三月三”的种种欢乐。王献之已
踩着青石板模仿画面里的舞步，玉冠上垂缨随动作翻飞
如蝶。王羲之以竹枝蘸墨，在素绢上勾画起来。我瞥见
跃动的线条逐渐化作舞龙姿态，龙鳞竟是壮锦图案，龙目
嵌着玳瑁制成的绣球。“妙哉！”谢尚击节高歌，“当添上羯
鼓铙钹，方合这来宾气象！”

酒过三巡，众人让我展演壮族舞狮绝技。解下靛蓝
头巾权作狮被，王徽之搬来两张榧木棋枰充作梅花桩。
我踩着谢玄击打的羯鼓节奏腾挪，狮口忽地叼走孙绰手
中的鹅颈砚，满溪文人笑得冠簪斜坠。王羲之的鼠须笔
在素绢上走龙蛇：“今日之乐，当名《来宾上巳图》！”

暮色染红流觞时，我取银镯与山民换的苦艾染帕拭
汗。王献之盯着帕角蜡染的锦鲤纹出神，突然解下佩
玉：“烦劳后世兄台，将此玉系在金秀瑶人的圣堂山前。”
他眼底映着跳动的篝火，“就说东晋有个爱歌成痴的愚
人，想听瑶族姑娘唱唱王右军的《兰亭集序》。”

还未来得及追问，山雾忽然裹来竹筒饭的香气。会
稽山的兰亭在晨雾中淡去，我跌坐在现实中的红水河
前。手机相册里赫然多出半卷《来宾上巳图》，王羲之的
题跋墨迹未干：“永和癸丑暮春，遇千年后客，乃知三月三
之乐，不在修短随化，而在万民同欢。”

远处传来舞狮队的锣鼓声，我摸着袖中温润的佩玉，
突然读懂了《兰亭集序》里不曾写明的真意——原来那些
曲水里流淌的，不只是失意文人的喟叹，更是千年不绝
的、对人间热闹的眷恋。

木达木弄的浪漫飞歌
苏冬玲

老街记忆
林 红

“歌王”二姐的悠扬岁月
月下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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