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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年松展示所获荣誉。 范年松在清扫村道。

浓情厚爱来自父辈

赖奕璇的父亲是个客家山歌爱好者，经常会和歌友一起唱山歌，也常在家里练习。

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中，赖奕璇被这种“所见皆能唱、我口唱我心之所想”的独特艺术深深吸

引，在她看来，山歌传情是那么亲切与自然。父女俩闲来无事常常对哼几句，生活也多了

不少乐趣，也增进了父女之间的感情。

“我父亲常说，客家山歌是一种口头文学，是用客家方言演唱的民歌，它反映老百姓

的日常生活，语言通俗，调子也很古朴，比起现在的流行音乐，很多年轻人不喜欢听，更不

会唱。如果不能好好传承，客家山歌就有断代的危险。”从父亲的口中，赖奕璇了解了很多

客家山歌的前世今生，对客家山歌的兴趣与日俱增，她爱唱山歌，也立志传唱山歌，让山歌

融入她的生活。

立志传承辛勤付出

为唱好山歌，赖奕璇 8岁开始跟随龙南山歌大王陈科发学习。为了练好这门技艺，多

年来她不怕苦、不怕累。

客家山歌里有很多方言，咬字清晰是基本功。赖奕璇从小讲的是普通话，较少接触

客家方言，如何将方言山歌一字一句唱清楚唱准，成了她学唱山歌遇到的第一个障碍。

每次上课时，她认真记录老师的发音，下课后反复念唱，有时为了唱清楚一个字，一遍一

遍练习，舌头都被牙齿磨起泡了。为了练好语言，赖奕璇不放过任何练习机会，经常和

会讲方言的同学交流，每到假期，她总爱去周边乡村找年纪较大的阿公阿婆，用方言和

他们唠嗑，碰到自己没听过的方言，及时记录到随身带的本子上。

日复一日不懈努力让赖奕璇进步巨大。“围美龙南 多彩非遗”客家山歌演唱会、龙南

首届旅游文化节、“客家亲，全南情”全球客家山歌走进全南演唱会、龙南市“围美龙南 客

家千年”旅游节各景区山歌巡演……从 2017年起，她频频亮相民间文化艺术舞台，深情献

唱客家山歌，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山歌小明星。在 2019年 6月中国音乐学院第八届全国

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大赛赣南赛区声乐复赛中，赖奕璇荣获六级一等奖，进入全国总决赛。

此外，她还参与陈科发山歌集锦一、二集拍摄。

传唱山歌传承文化

“我刚学会第一首山歌，唱给同学们听的时候，很多人嘲笑我，说听不懂。当时很难

过，但更坚定了想把山歌唱给每个人听的想法。”赖奕璇说，此后的长期学习中，她始终把

传唱客家山歌、弘扬客家文化相结合。

“客家山歌”已经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名龙南市客家山歌传人，赖奕

璇深知自己肩负使命。在她看来，每一首客家山歌的背后都有一个客家故事，客家山歌承

载着一段段客家文化，也只有在客家文化的滋润下，客家山歌才更灵动。因此，她的课余

时间几乎都用来查找、阅读客家文化、客家山歌的相关资料。她希望自己不仅是客家山歌

的传唱人，更是客家文化的传承人。

赖奕璇也深知，要让客家山歌真正传承下去，一两个人的努力远远不够。传唱山歌，

需要一群人、一代代人的努力。平时她十分关心与她一起唱歌的小伙伴，每次练歌，她都

充当大姐姐、小老师的角色，尽力帮助学唱山歌的孩子们，还常和老师一起到各个学校教

同学们唱山歌。

“现在，我唱山歌时同学们都不再嘲笑我，而是理解和欣赏，这让我觉得努力没有白

费。”赖奕璇说，“我会继续唱好客家山歌，讲好客家故事，传播客家文化，让客家精神代代

相传。”

久病床前有孝侄
——兴国范年松24年悉心照顾孤残叔叔的故事

□陈鹏 记者余书福 文/图

龙南有只“小百灵”
山歌传递客家情

——记龙南市客家山歌传人赖奕璇
□叶波 邹逢春 记者王怡岚 文/图

赖奕璇跟着龙南山歌大王陈科发学唱山歌。 （资料图片）

这里讲述的是一个“久病床

前有孝侄”的故事。故事的主人

公名叫范年松，是兴国县埠头乡

西霞村的一名普通村民。24 年

前，年仅16岁的范年松从父母手

中接过接力棒，承担起照顾孤残

叔叔范定财的重任，从此，用孝

心谱写了一曲亲情赞歌。

西霞村位于兴国县埠头乡

的西北面，紧邻县城。

12月 11日下午，记者来到

范年松家时，正巧他从村里做

完保洁回来。放下手中的扫

帚，范年松连忙脱掉外衣，拍了

拍身上的尘灰，洗净双手，便径

直走进叔叔的房间。

“叔，我扫地回来啦！”说

完，范年松娴熟地将叔叔背到

卫生间，帮助他解完小便后，

又抱他回到床上。接着，倒了

一杯温开水递到叔叔的嘴边：

“叔，冬天干燥，平时要多喝

点水。”喂完水，范年松走进

厨房将两个火笼提到客厅的

餐桌下，然后帮叔叔穿好衣

裤，戴好帽子，随即把叔叔背

到客厅的餐桌前坐好，让他烤

火取暖。

忙碌了十几分钟，把叔叔

安顿好后，范年松这才腾出空

来接受记者的采访：“不好意

思，没有招呼到！”这时，范年

松的母亲谢长秀从菜地里做

活回到家中。得知记者来意

后，老人长叹一口气说道：“他

爸走了，我也老了，照顾叔叔

就全靠年松了，他肩头的担子

不轻哦。”

范定财今年 67 岁，一生未

娶，无儿无女，是村里的五保

户。他 7岁那年因为一场大病，

导致双脚不再发育，身体萎缩，

双手变形，从此无法站立，失去

了生活自理能力。当时，范年

松的父亲作为哥哥，便义无反

顾地承担起照顾弟弟的重任。

“在我很小的时候，叔叔就

一直吃住在我们家。”范年松回

忆说，其父对叔叔的照顾细心周

到，每天给他送水端饭、接屎倒

尿、擦身洗脚、看病喂药等等。

因为叔叔不能行走，从他记事

起，自己也开始帮着父母一起照

顾叔叔。16 岁那年，父亲就把

照顾叔叔的重担交给了他。屈

指一数，范年松独自照顾叔叔已

有24个年头了。

范年松清楚地记得，2015
年，父亲临终前拉着他的手再

三交代：“年松，往后除了孝敬

好妈妈，无论如何要把叔叔照

顾好！”

父亲去世后，范年松牢记

父亲嘱托，悉心守护在叔叔身

边，让孑然一身的范定财感受

到了亲情的温暖。

也许是肩负家庭重担，加上从事保洁工

作，长年在户外日晒雨淋，范年松皮肤黝黑，

满脸沧桑，看上去不像是 40岁。

由于家境贫困，范年松学历不高，成年后

学了一门理发的手艺。2005 年结婚后，由于

要照顾多病的父母和残疾叔叔，还要抚养年

幼的儿子，加上妻子的身体也不好，范年松只

能在家附近靠打零工补贴家用。

生活虽然困难，但范年松从未有过放弃照

顾叔叔的念头。叔叔的吃喝拉撒都要人服侍，当

村里别的同龄人都出去务工挣钱时，他只能终日

陪伴在叔叔身边。对此，范年松毫无怨言，平时

就算出门走亲戚或外出办事，他都是即去即回，

从没有在外留宿过。更难得的是，每次上街赴

圩，范年松都会问叔叔想吃什么，常给叔叔买回

喜欢吃的香蕉、炸米馃、茶叶蛋等。为了生计，范

年松省吃俭用，几年都没添置一件新衣服，而每

年春节，他都要给叔叔购买衣帽、鞋袜。

照顾孤残老人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平日里，不仅要给叔叔换衣服、被褥，打水洗

脸、洗脚，每天夜里还要伺候他起夜几次，迟

了怕会尿湿被子。夏天天气热，为防止叔叔

染病，范年松坚持定期给他洗澡；冬天，怕天

气冷衣服凉，范年松就先把衣服焐热了再给

叔叔穿，且每天都要准备两个火笼供叔叔取

暖，遇到晴好天气还会背着叔叔到村外散散

步，晒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

看到范年松每天照顾叔叔这么辛苦，几

年前有村干部提议，让他将叔叔送到敬老院

去。范年松却不同意，称只要叔叔还有一口

气，自己就一定会照顾好。范年松的妻子钟

甘秀也很有孝心，范年松外出帮人理发或做

事太晚没回家，钟甘秀就会给范定财端茶送

饭、洗脸擦身。

在西霞村，只要提起范年松，村民们都会

伸出大拇指夸赞。

“作为侄子，他 24 年无微不至地照顾一

个残疾叔叔，说实话没有几个人能做得到，他

为西霞村树立了孝老敬亲的好榜样，值得大

家去学习。”在西霞村担任文书的范贞祥说，

作为范年松的邻居，小范的点滴孝心他很了

解。在范年松十五六岁开始，就从父母手中

接过照顾叔叔的重任。20 多年来，从来没有

听他叫过一声苦，喊过一声累，把叔叔照顾得

妥妥帖帖，真的了不起。

都说父母是儿女最好的榜样。在父母的

大爱熏陶下，范年松 16 岁开始照顾叔叔。而

今，范年松 14岁儿子范贞盛，把父母侍奉叔公

的一言一行看在眼里，记在心中。范贞盛现

在埠头中学上初二，周末或寒暑假在家，他会

主动帮助爸妈一起照顾叔公，除了给叔公端

水送饭、穿衣洗脸，还会帮助叔公按摩，讲有

趣的故事给老人解闷。

“20 多年管我吃管我喝，是我拖累了他

们。要是没有年松照顾，我也活不到现在。”

说话时，范定财不时抬头望向范年松，脸上挂

着笑容，言语却充满愧疚。

范年松如此有孝心，有的邻里偶尔也会

悄声问几句：“20 多年照顾一个孤寡残疾叔

叔，你到底图什么？更何况你老婆身体也不

好，家庭负担又重，怎么不把叔叔送到敬老院

去？”范年松听后总是很平淡地回答道：“他是

我叔，总不能丢下不管吧！只要有口饭吃，我

就不会让他饿着。”

范年松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但

是，他不等不靠，在家搞起了家猪、黄牛、鸡

鸭等养殖，同时还被聘为村里的保洁员。通

过勤劳双手，2016 年底范年松如愿脱贫，在

村里开展的评分定星中，他在发展产业、孝

老敬亲等方面都得了满分，被评为“9 星家

庭”，还获得“第二届美丽埠头工程最美保洁

员”称号。范年松表示，有了党和政府的关

心，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了，往后自己更要把

叔叔照顾好。

百善孝为先，范年松用他最淳朴的孝心，

以实际行动诠释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其

孝敬叔叔的事迹在埠头也广为传播，成了大

家学习的标杆。兴国县埠头乡宣传委员杨修

清说：“古时候有孟宗哭竹生笋、王祥卧冰求

鲤的故事。今天，范年松用他孝心义举，向社

会传递正能量！”

多少个同咸同淡的日夜，多少个无悔付

出的朝夕，范年松是照亮叔叔前行的明灯，是

呵护叔叔安康的贴心棉袄，更是叔叔晚景从

容的精神支柱。2018年，范年松被评为“赣州

好人”，2019 年被评为“江西好人”。范年松，

一个朴实善良的农村汉子，用体贴入微和持

之以恒诠释了孝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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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山歌嘞名声响，天籁之音传四方，支

支山歌表情义嘞，祝福大家幸福长……”近日，

清脆悦耳的客家山歌声从龙南市桃江乡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飘出，这是赖奕璇正带着小朋友

们学唱老师新教的山歌。一声“哎呀勒”韵律

古朴悠扬，客家山歌既是客家先民表达情感的

方式，更是客家文化传承的一种符号。

赖奕璇是龙南市第二中学的一名学生，凭

借着对客家山歌的深深热爱和近年来在客家

山歌领域的优秀表现，她被授予龙南市客家山

歌传人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