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木叶吹歌：
大山里有个“江南一叶”

说起杨光清一家子，在当

地可谓是家喻户晓。杨光清今

年 67 岁，40 多 年来， 他 致 力

于民族文化的挖掘、抢救、保

护和传承，共收集整理了 5000

多首苗语山歌，并一一译成汉

语，整理成书籍《城步苗族自

治县民歌集成》，希望以汉语为

媒，将苗韵传递到大江南北。

“苗乡树叶青悠悠，摘片木

叶吹山歌，问我山歌 有多少，

一片树叶一支歌……”除了整

理挖掘苗歌，杨光清还是远近

闻名的“木叶歌王”，小小一片

树叶，在他嘴里却能吹出千变

万化的曲调。

在城步苗乡，人们都爱唱

山歌、吹木叶。吹木叶的人必

会唱山歌，但会唱山歌的人却

不一定会吹木叶。杨光清就是

能将两者发挥到极致的人。

他曾躺在杨梅树下两天两

夜，认真领悟吹歌诀窍，吹掉

了几箩筐树叶。因为太过专注，

杨光清年轻时甚至误吹过有毒

长沙文坛的
“父子副主席”

在长沙的文化圈，说起易

凤葵和易柯明父子，那可谓是

人尽皆知——因为他们是长沙

唯一一对“父子作协副主席”。

父亲易凤葵，是长沙市作

家协会第五、六、七届副主席，

儿子易柯明则是长沙市作家协

会第八届（本届）副主席。

“我爱上写作，都是因为受

父 亲 的 熏 陶。”2 月 28 日， 易

柯明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在他眼中，痴迷于文学创作的

父亲是一位宁乡文化的“粉丝”。

在易凤葵的笔下，《刘少奇

乐活之家：夫吹木叶，妻打油茶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在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素来便有唱山歌的习俗。农忙农闲，山林

田野，随时随处都能听到令人心醉的山歌。

而在距县城不到 20 公里的丹口镇，就有这么一对夫妻：丈夫以木

叶吹歌，让苗语民歌走出国门，传播到了异国他乡；妻子则以油茶传情，

推动了城步旅游的发展。

这对夫妻，便是有着“江南一叶”美誉的城步民间文化名人杨光清，

以及城步油茶习俗代表性传承人刘仁秀。

书香之家：文坛“父子兵”，文化“夫妻档”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称呼湖南宁乡人易柯明的家庭为“书香之家”，可谓是再合适不过。

这一家人都爱看书，家中藏书众多；同时，他们更能写书：易柯明

和父亲易凤葵不仅先后成为长沙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更撰写了大量宣传

家乡优秀人物和风景名胜的书籍。更幸运的是，易柯明还与供职于出版

集团的女孩佘露结为夫妻，被赞为“湖南文化产业单位中的双跨夫妻档”。

2014 年 3 月，易柯明家被评为“长沙市十大书香家庭”。

微信扫一扫，看他们的故事

的虫叶子，让他唇边至今都留

着疤痕。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

杨光清终于能用树叶吹出高低

不同的音调，并获得了“江南

一叶”的美誉。

怎样才能用木叶吹出动听

的歌声？杨光清并不藏私，他

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木

叶之所以能够发声，是因为嘴

唇呼出的气流与木叶产生了共

振。要想吹出好听的曲子，首

先在选叶上就要挑不老不嫩、

不厚不薄的叶子，叶沿不能有

锯齿，且叶面要干净，不能有

虫迹。

“木叶吹歌不仅旋律好听，

还能 传 情 说 爱。” 杨 光 清 说，

他自己就是通过木叶吹歌赢得

了苗家阿妹的芳心。

杨光清 14 岁时，从城里的

学校回到老家苗寨。他经常会

到山上去砍柴。休息时，杨光

清就会随手摘下一片树叶，吹

起苗歌来。

这悠扬动听的歌声飘到了

苗家阿妹刘仁秀的耳中。“他当

时在山上吹木叶，我就听到了，

与花明楼》、《大宋状元易祓传》

( 易祓是南宋淳熙十二年状元，

官至礼部尚书，系经学大家，

著有《周官总义》——编者注 )、

《刘少奇的四十四天》、《谢觉哉

传》、《何叔衡和他的女儿们》、

《陶峙岳将军》和《天下沩山》

等作品无不在宣传宁乡的人和

物。其中，《刘少奇与花明楼》

更是由刘少奇之子刘源题写书

名。

在父亲的感染下，易柯明

也着手筹 备《宁乡文化觅踪》

系列作品。“在写作之前，父亲

建议我阅读余秋雨的文章，尤

其是《苏东坡突围》等篇章，

更是成为我在写作上取得突破

的启明星。”易柯明说。

因为父亲的教导，易柯明

没有匆忙出手写作，而是通过

7 年的沉淀，写出了《创意之

旅》；又经过 7 年，2014 年 1 月，

易柯明的文化随笔集《独步遐

想》问世，该书一经上市便销

售一空。

易柯明说，他和父亲之间

还有诸多“唱和”。目前，父子

俩合著了两本书 ：《花明楼所

知道的刘少奇》、《刘少奇与故

乡》。同时，易柯明也常给父亲

的书写序，“这一次已是我为父

亲写的第四篇序言”。

文化产业里的
“夫妻档”

如果说，易柯明跟父亲是

文化创作领域的“父子档”，那

么，易柯明跟妻子佘露则是文

化产业领域的“夫妻档”。

易柯明目前就职于湖南卫

年 8 月 16 日，杨光清饱含浓郁

城步元素的山歌在“欢乐潇湘

·魅力邵阳”城步专场上惊艳

开唱，优美独特的旋律、高亢

清亮的嗓音在顷刻间便征服了

现场观众。此外，由中国知青

协会组织的民族文化演出活动

登陆美国，杨光清则带着苗语

民歌登上了异国舞台。

油茶飘香：
婆媳女儿都有好手艺

丈夫杨光清在木叶山歌上

吹出了名头，妻子刘仁秀也是

巾帼不让须眉。

在城步苗族自治县，流传着

“宁可食无肉，不可一餐无油

茶”的饮食习惯。在这里，打

油茶是家里每天的例行工作，

也是苗家姑娘的必备技能。但

油茶打不打得好，技术上也有

高下之分。当地妇女都想得到

“城步油茶习俗代表性传承人”

的称号，而获此殊荣的却唯有

刘仁秀一人。

刘仁秀告诉记者，城步苗

家人打油茶，一般有做阴米、

做 茶叶饼、炒主料、煮茶汤、

撒茶料五道工序。刘仁秀从小

跟着妈妈、奶奶学，10 岁就可

以单独打油茶。她说，喝油茶

既可解渴充饥，也能祛除风寒

湿气，一年四季都喝。经过多

年摸索，刘仁秀打的油茶不油

不腻、茶香浓郁、独具风味。

而耳濡目染下，刘仁秀的两个

女儿和儿媳也都打得一手好油

感觉这个小伙子吹木叶吹得很

好。我当时在屋里打油茶，我

就喊他，‘过来吃油茶咯，小伙

子’。就是这样认识他的。”刘

仁秀笑着回忆。杨光清告诉记

者 ：“按我们苗族的习俗，这一

年，我虽然只有 14 岁，但我们

还是订了婚。订婚的东西就是

几斤猪肉，还有一些糕点。”

木叶吹歌，为杨光清吹来

了爱情，也吹来了荣誉。2013

茶。

 2007 年，杨光清、刘仁秀

夫妇把自己的祖传木屋办成了

全县第一家农家乐。“观竹海，

摸鱼虾，唱山歌，吹木叶，喝

油茶，品民俗”，这家名为“新

铺里”的农家乐，如今已是最

能代表城步苗族文化特色的旅

游观赏地之一。

在外人看来，他们夫妻俩

简直是“绝配”。杨光清也用“珠

联璧合”来形容夫妻俩的技艺。

他希望这些民族文化瑰宝能一

代代传承下去。

此外，杨光清家族的家规

家风也值得一说。

杨光清说，整个大家族有

五男二女共七个兄弟姊妹，目

前 有 100 多人。“ 杨家 有一 张

家庭成员行为规范，这就是这

100 多号人要严格遵守的家规

家风。”

“大家每年清明节都会回

到新铺里祭扫和召开家族会议。

家族会上除了大家交流感情，

还会评选表彰优秀族人。”杨

光清说，儿媳妇唐双玲就曾经

荣获过“杨家好媳妇”的称号。

杨家 2008 年给这位“好媳妇”

的颁奖词中如是写道：“你将‘尊

老爱幼，相夫教子，诚实淳朴，

勤劳能干，贤淑聪慧，自立自

强’的中华女子传统美德集于

一身，发扬光大。经合族评定

你为 2008 年度好媳妇。”而在

2009 年，唐双玲获得了邵阳市

“好媳妇”殊荣。

视官方网站金鹰网，是电视湘

军中的一员；佘露则供职于中

南传媒，是出版湘军的一员。

湖南省委宣传部的一名副部长

曾说他们是“湖南文化产业单

位中一个典型的双跨夫妻档”。

易柯 明家 里的藏书极 多，

目前 有 7000 册左右，而他也

有着独特的读书习惯：书架上

的书从必读书到已读完的书等

五类，几乎每本书都有他做的

读书笔记；书架上的这些书在

易柯明的脑海里也都不是原本

的名字，而是他根据内容改成

的便于自己理解的专有书名。

易柯 明坚 持 读书、 工作、

写书三者紧密结合。他到湖南

快乐阳光互动娱乐传媒有限公

司任副总经理后，有一次，公

司号召每位员工写点东西，他

便突发奇想，在一周内，为约

120 名员工每人写了一副对联，

对联藏各位同事姓名于首字，

藏公司名字于尾字，无一例外。

易柯明夫妇和儿子小时候合影。

易凤葵、易柯明（图左）父子。

杨光清、刘仁秀夫妇。

微信扫一扫，看他们的故事

家庭篇之寻找
湖南

——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105 周年特刊

A08
E－mail:chenyang@fengone.com
2015年3月6日  本版编辑／陈泱  版式／王蕾

电话：0731-823336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