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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2025年元
宵晚会》于 12 日
晚 8 点上演，重庆
携川江号子、铜梁
龙、大足鲤鱼灯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
火锅、榨菜、鸡杂
等特色美食闪耀
登台。

“ 千 帆 逐 潮
浪，浩荡出峡江，
灯明千家暖，月圆
万户甜，吆哦嘿咯
吆哦，一起来团圆
嘞！”雄浑壮阔的
川江号子与太阳
出来喜洋洋的歌
声交相呼应，喜气
洋洋的情绪层层
递进，让全国乃至
全球的观众又一
次领略到新重庆
的魅力。

川江号子是
起源于四川、重庆
一 带 的 传 统 音
乐。2006 年 5 月
20日，川江号子经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批准列入
第一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遗 产 编 号 为
Ⅱ-24。

今天，我们通
过三位唱川江号
子的男人，一起去
领略川江号子的
魅力和演唱者的
风采。

脚蹬石头手扒沙，吆哦嚯，嗨佐
四股纤藤肩上拉，吆哦嚯，嗨佐
打霜落雪天下雨，吆哦嚯，嗨佐
一年四季滩上爬，吆哦嚯，嗨佐
吆哦嚯，嗨佐
吆哦嚯，嗨佐
吆哦嚯，嗨佐
……
这是中央电视台2021年1月中

旬在人文华夏栏目中播出的《川江
纤夫》中的主题歌，听起来让人震
撼。这首主题歌的演唱者，是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川江号子荣誉传
承人蔺承新。

蔺承新，中等身材，五官英
俊，快言快语，十分干练。一提
起川江号子，蔺承新老师更是手
舞足蹈，又是唱、又是比画，兴奋
极了。

蔺承新的祖辈都生活在涪陵
蔺市镇的长江边上，爷爷和父亲早
年将生活交付给了长江。当知青返
城后，蔺承新也当上船员。随着改革
开放的不断深入，蔺承新也下海了，
当了几年的专业歌手后，又创办企业。

蔺承新说，无论工作有多忙，热爱音乐
仍然是他最大的业余爱好，尤其对川江号
子情有独钟，只要一听到川江号子那高亢、
悲壮、悠长的声音，蔺承新便热血沸腾，激
动不已。2006年，川江号子被评为国家级
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久，在重庆市的
一次同台演出中，蔺承新认识了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川江号子第一代传承人陈
邦贵老师。那天晚上，蔺承新辗转反侧，彻
夜难眠，萌发了拜陈邦贵老师为师的念头。

几天后，蔺承新找到了陈邦贵老师，
表明了自己的心愿，陈邦贵老师见他对川
江号子是发自肺腑的热爱，而且还掌握了
不少关于川江号子的相关知识，便爽快地
收下蔺承新。

从那时开始，蔺承新便与大师兄曹光
裕认真向师傅陈邦贵学习，刻苦钻研。陈
邦贵老师也将川江号子的技艺毫不保留
地传授给了两位徒弟。

在蔺承新的努力下，有关部门将沙坪
坝区消防支队作为川江号子的传承基地，
无论有多忙，他每个星期都要去一次消防
支队，教官兵们唱川江号子，还组织消防
支队的百余人，成立了重庆川江号子演出
团，他多次带领重庆川江号子演出团，参

加中央电视台和全国各地的大型演出，深
受观众们的好评。他也因此成为了重庆
消防形象的代言人。

蔺承新还挤出时间多次到长江边上
的涪陵、巫山、奉节、云阳等地采风，收集
素材以进一步丰富川江号子的内容。此
外，蔺承新还抓住赴全国各地演出的机会，
演唱川江号子，宣传川江号子，让更多人了
解川江号子，热爱川江号子。可以说，川江
号子早已融进了蔺承新的生命之中！

按理说，功成名就的蔺承新退休后，
本该享受轻松的晚年生活，可他并没有闲
下来，反而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
宣传、传承他钟爱一生的川江号子。

5年前，蔺承新说服家人，将这些
年从事经营的积蓄，投资30多万元拍
摄了三集纪录片《川江纤夫》。2021
年1月中旬，该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好评如潮；人民日报海外网播出了《川
江纤夫》，在海外引起不小的震动。

2018年，蔺承新获国家级非遗项
目川江号子荣誉传承人称号，他最大
的愿望，就是要让川江号子永远流传
下去。

(作者单位：涪陵区委党史研究室)

唐治中先生是我们的“步友”，大家亲
切地称他唐哥。几年了，我们几乎天天在
一起散步。我只知道他每天忙忙碌碌，不
是去艺术团排练，就是参加演出。原以
为，那无非就是一场游轮商演，或是和一
帮“舞友”在一起娱乐健身。直到最近看
了朋友发来的视频，我才惊异莫名：唐哥，
居然把自己跳到了央视。

那年10月，央视《江山如画》节目组拍
摄“国家级非遗”——重庆川江号子传习所
老船工艺术团表演的《起桡》。节目先后在
央视音乐频道和综艺频道播出。那是一场
规模何等恢弘、气势何等磅礴的演出！主
唱主演者是川江号子传承人曹光裕。

在20多名伴唱伴舞的演员中，唐
哥是舞台前端10名头扎白头巾、身着
白马甲、腰系红腰带的壮硕船工之
一。他那1.74米的个头，魁梧的身躯，
拔山扛鼎的动作，让我为之鼓掌叫好。

“唐哥是大明星了！”很长一段时间
成为我们“步友”中的热门话题。我们一
起谈非遗，谈川江号子，谈艺术团的演
出，夸唐哥真正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可

唐哥一脸羞涩，说，主演主创都是曹团长，我们
只是跟着他伴伴舞，跟着他为非遗吼一嗓
子。大家都说，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团队
精神在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没有你们一群
彪形大汉和姐妹们齐心协力的伴唱伴舞，如
果靠一个人独唱，就没有了整个舞台轰轰烈
烈的气氛，那也就不成为川江号子了。

自幼在长江边长大的唐治中，听惯了
船工的粗犷嘹亮的川江号子，目睹纤夫

“打霜落雪天下雨，一年四季滩上爬”的艰
辛，退休以后有人推荐他进老船工艺术团，
他想也没想就去了。开始他只想和大家一
起演演节目，让身心愉悦。渐渐地，他就萌
生了一种责任感、使命感。他要和团队的
兄弟姐妹一起抢救、发掘、保护川江号子，
弘扬传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如果
让川江号子在这代人面前断裂、消失，那就
愧对后人。从此，他远离麻将桌，更加热爱
自己的团队。他从走步学起，到整体造
型，再到伴唱，一招一式都精益求精。

那天，我们请他唱川江号子，他边走
就边来了一曲：

太阳出来照山坡哟

喊起号子把船拖哟
齐心协力往前走哟
船到码头把酒喝哦……
一身号子一身汗啰
一声号子一身胆啰
……
唐哥，在我的心目中真的算是大明星

了！我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唐哥，可唐哥
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他说在重庆这片土地
上，有许多为川江号子的传承做出艰辛努
力的真正明星，除了他们团队的顶梁柱川
江号子非遗传承人曹光裕，还有他的师傅
陈邦贵，还有蔡德元、吴秀兰等，他们都是
地道的船工、纤夫，他们早年喊出的号子，
是劳动的号子，是与狂风恶浪搏斗、与命
运抗争的战歌。“今天，我们的川江号子虽
然从朝天门唱到天安门（奥运会），从长江
上游唱到下游（上海世博会），在国际大赛
中捧回金奖，但那已是一种艺术的升华，
是川渝这块热土上的文化传承。我，作为
一个傍江而居的重庆人，只是为川江号子
的传承做了一点点力所能及的事！”

（作者系中国石化作协会员）

岁月沧桑，一晃就过了20多年，那
位叫吴国柱的男人，您还好吗?

那时，我在《三峡都市报》当总编
室主任，要到涪陵工作，没有高速路，
我坐船溯江而上。乘船是种享受，慢，
但可以观两岸风景。

我是个闲不住的人，扶着栏杆，看大
江东流，观重重青山隐没，心情爽快。

这时，前甲板上围着一堆人，在听
一位男人吼川江号子。我曾经参加过
《民间文学集成万县地区卷》资料搜集
和县卷编纂工作，听到过不少船歌，当
然也包括川江号子。

想不到，在这船上，我又听到了川
江号子。这高亢、激越、苍凉的歌声，
让我再次血脉偾张。

一曲唱罢，他已有点倦意，点上
一支烟，稍作喘息。听的人，在他面
前的草帽上，放上五角一块两块的
纸币，也有给硬币的，他一一鞠躬致
谢，他的脸上始终带着微笑。

我上前给了5块钱。
我仔仔细细地看了看他——个

子和我比，差不多，却比我瘦，起
码少10斤，皮肤黧黑，看来营养
并不是太好，还有奔波劳碌，额上
皱纹历历。

接下来他唱《船夫歌》——

一出南津关
两眼泪不干
要想回四川
背个破砂罐
下去荷啰嘿
转来岩洞歇
没有铺盖盖
扯把梧桐叶
听的人无不为之动容。字字血，声声

泪，那是桡胡子的苦难生活实录。
快吃中午饭了，我请他在船上餐舱去

吃，他挺不愿意，说太破费，要拿出自己带
的干粮——桐子叶苞谷粑粑，就开水吃。
我劝他不要客气，算是我对他的采访付
费，他才勉强同意。

男人有酒，心扉敞开。
原来，他是船工的后代，他爷爷和父

亲，都是船工，爷爷是纤夫，父亲是水手。
他是武隆人，叫吴国柱。他会唱船工号
子，但他并不是船工，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从小听爷爷吼川江号子，耳濡目染，悄悄
熟记于心。

本来他在船上煮饭，临时工，可是他
偶然吼了川江号子，被人听见，而且听的
人丢下钱，让他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

头天卖唱，收到了30多块钱，他感觉
已是不少。如果天天如此，就是临时工工
资的两三倍呢。

他说，如果家里没有老人要医病，日子
还能拖起走，老人常年吃药，生活就艰难了。

我说，你不是乞讨，而是民间艺人，人
们给你的钱，是对你付出劳动的回报，是
你该得的。

他天真地看着我，然后说：“你不会哄
我吧?”

我拿出记者证，他才相信了我的话。
他说，爷爷怕是活不了多久，这次回

家，想把爷爷接到县城好好医治。可是，
手里的钱，还真不够呵。

他只能不停地在各条船上卖唱。上
至重庆，下到宜昌。

生活就像江水，日夜奔流。2000年国
庆后，我再次到涪陵出差，在船上打听吴
国柱的事，可是大家都不知道。

吴国柱，1963年生，属兔，一个质朴的
武隆船工之后，曾用他那粗犷苍凉的川江
号子，奔行在长江和乌江之上，觅求生活。

20多年过去了，他还好吗？我只能遥
遥祝福。

我耳际时时响起他悲壮的川江号子——
脚蹬石头(嗨哧嗨哧)
手扒沙(哎，嗨哧嗨哧)
背上纤绳(嗨哧嗨哧)
把船拉(呀，嗨哧嗨哧)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评协会员，

现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副主席）

吴国柱：唱川江号子的临时工 □马卫

唐治中：为非遗喊号子 □史良高

蔺承新：用毕生精力传承川江号子 □冉启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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