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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彻大江南北不老的歌

“青蛙妈妈河里游，游来游去播黑
豆；播下黑豆不生根，原来都是小蝌
蚪。”“小小乌贼娃，海底小画家，天天
出门游，喜欢学画画。颜料随身带，涂
出水墨画。”“萤火虫，萤火虫，夜间出
门提灯笼；看见小虫迷了路，照着送它
回家中；看见瓜棚纺织娘，照着帮它开
夜工。萤火虫，萤火虫，助人为乐乐无
穷。”……余长飞是桥头镇一名退休教
师，也是深受孩子们欢迎的“儿歌爷
爷”。从 1957年开始写作，他已经写了
60多年的儿歌。

余长飞对儿歌的爱好是从杭州师范
读书时开始的，那时还是上世纪 50 年
代，他在语文老师朱红的影响下，萌发
了写儿歌的兴趣，并试着创作了一些儿
童诗作，但开始对自己的作品缺乏信
心。偶然间，他看到《儿童时代》杂志
上著名诗人、散文家、儿童文学作家冰
心写的 《寄小读者》，深受启发。1955
年，他鼓起勇气给冰心写了一封信，讲
述了自己在创作中遇到的困惑。令他想
不到的是，冰心很快回了信，在信中给
予余长飞热情的鼓励，叮嘱他要“好好
地学、好好地写”，并赠送给他亲笔签名
的一本诗集《繁星》。

这让余长飞大受鼓舞。他重拾信
心，以更多的热忱投入到创作中，并且
开始尝试多种文学形式。1958年，上海
的《街头文艺》发表了他的民歌处女作
《跃进之歌》，之后又在《浙江日报》刊
登抗旱民歌二首。同年，余长飞写的儿
歌——《牵牛花》发表在湖南省的一家
文学刊物《新苗》上。余长飞说，《牵牛
花》就像一支喇叭，吹响了他向儿歌进
军的“号角”，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写下
了无数儿歌作品。这本刊物弥足珍贵，
他至今还收藏着。

“参加工作后，我被天真活泼的学生
所触动，开始大量创作儿歌。看着他们
可爱的样子，我觉得自己也变年轻了。”
为写好儿歌，他订阅了《中国儿童报》
《少年文学报》《儿童时代》等报刊，了
解孩子们的喜好，还经常到孩子们中间
去激发灵感。每次创作，他都要仔细斟
酌、反复修改，力求用最贴合儿童的语
言来写。

从 1958年起，余长飞创作的儿歌陆
续在报刊上发表，累计已创作几千首儿
歌，在100多家报刊上发表过不同形式的
文艺作品，获得各种奖项200多项。姚剧
小戏《小保管上任》（与人合作）于1965
年1月在《浙江日报》上发表，当时颇有
影响，还载入《慈溪县志》。民歌作品
《布谷得意换新韵》广为流传，也载入了
《慈溪县志》。童谣作品更是屡屡获奖，
2015年，作品《鸟和树》荣获浙江省首
届优秀童谣二等奖。2018年，《萤火虫》
在第七届全国优秀童谣发布
暨 传 唱 活 动
中

荣获优秀童谣二
等奖。一颗未泯童心，写就不老之

歌。多年来，余长飞写的儿歌作品被谱
成曲的不计其数。他说，人总要老去，
关键是要留下不老的歌声。

通天楼里的“活字典”

“九十九间走马楼”位于桥头镇小桥
头村，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为一余姓
豪宅。走马楼分为前中后三厅，每幢厅
的前面都有石明堂。前厅虽为楼，也有
楼窗，却没有楼梯和楼板，中间是一个
方方正正的大空间，故名曰通天楼。著
名学者余秋雨也是小桥头村人，他在
《桥头余家》一文中说：“桥头余家，最
大祖宅是九十九间走马楼，一听这个名
称便知气势之盛，但盛于何时、盛于何
故、因谁而盛，已难以查考。”

“整幢走马楼，虽然经历了社会的变
迁，遭遇了火灾的创伤，但其它部分还
有不少痕迹呈现着历史的原貌。如二重
门墙上的砖雕“瑞凝華萼”，后厅前石明
堂左右边墙壁上有着花格透通的砖窗，
墙旁砌有花坛，坛座周围刻有浮雕图案
……”余长飞说，九十九间走马楼作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吸引着不少人的眼
球，也牵动着不少人的心。

“九十九间”并不是确数，历来以
“九”表示多数而已。走马楼（亦称“转
马楼”），即为楼上间间相连并相通，结
构精巧，别具一格。整幢走马楼大约占
地10亩，建筑面积不下5000平方米，高
屋建瓴，气势不凡，绕楼环行，邻阁相
毗，墙基最高之处足有1.7米余，全用花
岗石条石层叠相扣。

在余长飞眼里，通天楼内每一个角
落、每一道墙，都有着一段动人的故
事，没两三个小时根本讲不完。“几个稻
桶覆起来，搁上几块门板，锣鼓敲起
来，咚而个咚，咚而个咚，农闲的时
候，这里就开始唱戏了，特别热闹。”

“给孩子们启蒙教育的私塾也在这楼里，
我也读过一年，你看，墙壁上还有好几
处‘毛主席语录’，当年这里还曾驻扎过
解放军。”……不论是从祖辈那里听说
的，还是切身经历的事件，都让余长飞
的故事有血有肉、有声有色，让人回味。

“我手里现在还保存着一枚子弹壳，
那是一位解放军叔叔送的。”余长飞的思
绪回到了多年前。1950年，中国人民解
放军某部经过淮海战役、“百万雄狮过大
江”后，驻扎在这里休整，为解放浙江
沿海岛屿做准备。“他们纪律严明，虽然
训练很紧张，但仍自己开荒种菜，不拿
群众一针一线，平日里还喜欢唱红歌。”
余长飞说，他总会被他们的歌声吸引，
有事没事就凑到跟前，他们都很亲切和
气，还教当时 12岁的他唱过《解放区的
天是明朗的天》，教他画过《手榴弹炸敌
人》，还得到了解放军叔叔送给他的那一
枚让他奉若至宝的子弹壳，至今还锃锃
发亮。

身兼多职的银发文保员

因为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余长飞
对通天楼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一草一
木都让他倍加珍惜。只要有时间，他都
会到处转转，看看老房子的面貌又有了
哪些改变。木地板蛀蚀处的面积又多了
些，地上的石板缝又大了，墙壁上的画
在风雨的侵袭下更斑驳了……因为年代
已久，木房子难免留下一些“疮疤”，每
次看到这些，他都痛惜不已。这些年，
岁月和风雨让老房子几经“磨难”，而最
让他耿耿于怀的是 10年前通天楼里的那
场火灾。

“我记得很清楚，是 2011年 5月 31
日，早上7点左右着的火，一下子烧着了
10多间房，损失非常严重。”余长飞说，
那天自己正好有事在浒山，“我在就好
了，至少还能抢救点东西出来。”经过这
次之后，余长飞主动承担起了业余消防
知识宣传员的职责，时不时地给楼里的
住户普及用火安全知识，努力做到防患
于未然。“2003年，时为市政协委员的俞
强从我口中获知走马楼后厅石明堂左一
角的大梁被白蚁蛀蚀，大有岌岌塌坍之
危，俞强向市政协提议抢修。嗣后，得
到了及时修葺。”

2012年，余长飞受聘为浙江省业余
文物保护员，重点看护通天楼。2013年
12月 8日，慈溪市人民政府公布的文物
保护点，把九十九间走马楼中的“通天
楼”列入了文物保护范畴。近几年，桥
头镇对通天楼部分房子进行了整理与维
修，并对其中存在安全隐患的线路进行
了整改，对周边居民进行了消防安全培
训，还专门落实了责任文保员对楼层进
行定期巡检，查看电气线路、消防设施
器材、是否有白蚁等相关情况。

列为文物保护点后，许多人慕名前
来参观通天楼，余长飞顺理成章地当起
了义务讲解员。“前厅、中厅、后厅三个
厅堂中，中厅名曰‘衣言堂’，为三厅中
的正厅，历史原貌尚存。”“衣言堂是整
幢建筑中最具艺术性的一进，不但在梁
枋上有雕刻精致的花木纹图案，而且在
门的内侧裙板上，大小不等的五只蝙蝠
栩栩如生，寓意五福临门，在腰板上又
有浅浮雕的博古图案。”……在余长飞的
讲解中，这栋古建筑变得活色生香起
来，不再是冷清空荡的老房子，而是充
满了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韵味。

“为喜欢写点小东西的我营造了一个
优雅的环境。我写过 《我说桥头走马
楼》，我把它复印后送给参观者，向外
进行宣传；我写过民间传说《桥头走马
楼》，已编入《中国民间故事丛书》（浙
江宁波慈溪卷）。”余长飞说，“我觉得
这些宝贵的文物古迹和文化资源是不可
再生的、不能替代的宝贵财富，继承和
保护好这些历史文化遗产，是延续历史
文脉，也是我们对历史、对人民、对子
孙后代应该肩负起的责任。”这些年，余
长飞粗略算算，大概接待过5000多人次。

文化园圃里的耕耘者

1998年，余长飞从教师岗位退休。
退休后的他也曾一度失去重心，抱着“人
到退休万事休”的消极情绪，但老伴劝
他：“老去的是岁月，你还可握起手中的笔
继续你写作的爱好，再度夕阳红。”这真
是“一语惊醒梦中人”，老伴的话让他
的心活络起来。

于是，余长飞的生活又忙碌起
来。他被一些单位特聘为通讯员，
一头扎进了新闻报道，在《浙江
日报》《宁波日报》《慈溪日报》
等报纸上刊发过长篇通讯《十个
爸爸和一个女儿的故事》《半篮
杨梅警民情》等多篇文章，每年
要发表大大小小的文章100多篇。

阅读和写作让余长飞的老年
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每每进入书
房，他就能感觉到身心的愉悦，陶
醉其中而怡然自得，顿有“采菊东
篱下，悠然见南山”之感，继而凝神
握笔，展纸而书。平生无所爱，独喜手
捧书。这么多年，他已经积攒起数百册
少儿读物。为了让这些书充分利用起来，
余长飞在楼里建起了“童心书苑”，面向社
会开放，专供少儿阅读。他还发挥儿歌创
作方面的特长，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写
了无数儿歌。等到小桥头村在通天楼创建

“乡风文明馆”“秋雨书房”，余长飞就更忙
了，经常要接待来参观的游客。

不仅如此，精力充沛的余长飞还扮演
着更多的角色。百年家族，枝繁叶茂，
参观的人多，到老宅来寻根问祖的人
也遇到不少，余长飞接待过好几拨，
其中不乏名人名家。2020年，当代
海派山水画名家余欣也来这里拜谒
祖辈。余欣，出生于上海，祖籍慈
溪，主攻中国山水画，出版有《中
国画入门·水墨山水》。著名版画
艺术家余白墅的亲属曾多次造访走
马楼。余白墅，上海大众美术出版
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上海
书画出版社编辑部主任、编审，代表
作品有木刻《铁路工人》《晚归》《牧
马》《鸭司令》等。“走马楼里到处是他
们的童年回忆。”余长飞说，余白墅就出
生在走马楼中厅左边的正间里，小名余宝
树。而余欣则是小辈，他的童年也在走马
楼里度过。论辈分，余白墅是余长飞的堂
兄，余长飞是余欣六堂叔。

因为在儿歌上的成就，余长飞常常受
邀到各地的学校给孩子们上儿歌课。对于
这样的邀约，余长飞总是乐此不疲。就这
样，他又成了一位超龄的“老师”，他喜
欢用自己的方式引导孩子们爱上儿
歌。先是诵读儿歌，让孩子对这种
艺术形式有了大概的认知，然后
再结合实例细致地讲解起儿歌创
作的特点和关键，阐述自己的
创作心得。余长飞告诉孩子
们，创作是一件持之以恒的
事，要在生活中多观察多分析，
并把体会写到随身携带的小本子
上，日积月累才能写出好的儿歌。

不惧岁月，壮心不已。耄耋之年
的余长飞，用自己的方式谱写着一首不
老的生命之歌。

他是孩子们心中的“儿歌爷爷”，在100多家报刊上发表过不计其数的文艺作品；他
是通天楼里的“活字典”，告诉你那些鲜为人知的古老故事；他是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在
乡风文明馆和秋雨书房的管理和宣传上贡献余热……他就是84岁高龄的余长飞，老当益
壮，耕耘不断，写下一首首欢快的歌谣。

余长飞，男，1938年3月出生，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浙江省音乐家协会会员。1958年开始文学创作，作品曾入选《中国儿歌大系》。出版过儿
歌集《小蘑菇·蒲公英》、童谣集《童声悠悠》、散文集《岁月留痕》等，多部作品获全国
及地方奖项。

■全媒体记者 陆燕青

日前，童谣爷爷余长飞在儿歌创作基地——桥头镇中心幼儿园和孩

子们在一起。
■摄影 全媒体记者 蒋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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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间走马楼。

余长飞整理发表过自己作品余长飞整理发表过自己作品
的杂志的杂志。。

■■摄影摄影 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陆燕青陆燕青

余长飞从楼里的秋雨
书屋走下来。

秋雨书屋秋雨书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