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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玉堂

(上)

说吕剧，不能不说《姊妹易嫁》，为什
么？因为它是吕剧的代表作之一，堪称传统
经典，就像一提评剧会想到《秦香莲》，一
提豫剧会想到《花木兰》一样，一提吕剧，
也会想到《姊妹易嫁》。我知该剧目，是上
世纪七十年代“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四
人帮”批判二次复出的邓小平，就提到他喜
欢看《姊妹易嫁》，以此证明他思想“腐
朽”。对我们这种从没看过该剧的人，自然
就是一种诱惑，想看看是怎么个腐朽法。

粉碎“四人帮”之后，才看到《姊妹易
嫁》的电影。一看竟是1964年拍摄的，字幕
上标明根据蒲松龄的小说改编。我当时尚在

驻辽宁的海军部队，电影一演，那熟悉的旋
律一响，山东方言一说，心里即生出一种久
违了的亲切与温暖之感。

《姊妹易嫁》的故事很简单，说的是张
有旺之女素花，自幼与牧童毛纪订婚。后毛
纪进京赶考，喜中黄榜，但他故意隐瞒事实
真相，以考验素花是否真心相爱。素花见毛
纪落魄穷酸，竟不顾旧日情义，拒绝完婚。
其妹素梅激于义愤，并感毛纪忠诚，愿代姐
出嫁，上轿之时，始知毛已得中新科状元。
真相大白，素花悔恨不已。看时，既为张有
旺的厚道而钦佩，为素梅的善良而感动，也
为素花的误判而遗憾。该剧的一大好处是没
有程式化地将素花归类到女丑上去，依然形
象俊美，唱腔优美。

看完电影，看小说。《聊斋志异》中
说：毛纪之父，葬于张家……葬已，母偕儿
诣张谢。张一见，辄喜，即留其家，教之
读，以齿子弟行。又请以长女妻儿，母谢不
敢。张妻卒许之。然其女甚薄毛家，怨惭之
意时形言色。且曰：“我死不从牧牛儿！”
及亲迎，新郎入宴，彩舆在门，女方掩袂向
隅而哭。催之妆不妆，劝亦不解。俄而新郎
告行，鼓乐大作，女犹眼零雨而首飞蓬也。
父入劝女，不听，怒逼之，哭益厉，父无

奈。家人报新郎欲行，父急出曰：“衣妆未
竟，烦郎少待。”又奔入视女。往复数番，
女终无回意。其父周张欲死，皇急无计。其
次女在侧，因非其姊，苦逼劝之。姊怒曰：
“小妮子，亦学人喋聒！尔何不从他去？”妹
曰：“阿爷原不曾以妹子属毛郎；若以妹子属
毛郎，何烦姊姊劝驾耶？”父听其言慷爽，因与
伊母窃议，以次易长。母即向次女曰：“迕逆婢
不遵父母命，今欲以儿代姊，儿肯行否？”女慨
然曰：“父母之命，即乞丐不敢辞；且何以见毛
家郎便终身饿莩死乎？”父母大喜，即以姊妆
妆女，仓猝登车径去。入门，夫妇雅敦好逑。第
女素病赤鬜，毛郎稍介意。及知易嫁之说，由
是益以知己德女。

小说里的张家是遇到诸多灵异及诡异事
件的了，而到了戏里却就温存和单纯了许
多。枝节删除了大半，整个故事浓缩到一
天，场景几乎尽取张府一地，矛盾集中于娶
亲一事，紧凑规整，引人入胜。

而毛纪其人，还真有。毛纪，字维元，
掖县(今莱州市)人，生于1463年，卒于1545
年，历任明朝重臣侍学士、学士、户部侍
郎，正德十年(1515)由吏部左侍郎升任礼部
尚书，旋迁户部尚书，十二年兼东阁大学
士，首辅宰相，辅佐皇帝处理军国要务。为

官清廉，颇有政绩。嘉靖三年为首辅时，因
议“大礼”执奏，触怒皇威，有“要结朋
奸，背君报私”的嫌疑而辞官还乡。

但考之史书，毛纪并非牧童，其父也并
非牧牛人，而是学识渊博、精通诗书经论、
曾任杭州府学教授的毛敏，父子葬在同一墓
地，如今，毛纪墓已成为莱州市的一处景
观。毛纪之妻，也与蒲松龄笔下的张氏姊妹
毫无关系，那只是作者将一则民间趣闻安到
了他身上。

《姊妹易嫁》的电影版及舞台版各有优
长，但我还是更喜欢舞台版。它简单明了，
上来就让你知道毛纪的身份，多少有点放心
感。毛纪一上场即言道：春雷一声震天动，
得中金榜第一名，万岁恩赐旨一道，荣归故
里把亲迎。俺毛纪，山东掖县人氏，自幼家
道贫寒，与人牧牛为生，皆因主人刻薄，不
堪虐待，是我一怒归家发愤苦读，今科得中
头名状元。前往昌邑完婚。正是功名遂夙
愿，婚事难称心。

为什么难称心？因为当初进京赶考路过
此庄时，曾遭到素花的讥讽，让他含羞带
气，故而他让随从“备下兰衫一件，方巾一
顶”，他要乔装打扮做落魄状，对素花试探
一番。

闲话《姊妹易嫁》

□ 司金川

生活总是太忙，人们没有时间静下心来
与自己的灵魂好好谈谈，想一想自己在成长
的同时又是否丢掉了什么。诗集《行走穿过
思想的树林》，则向我们展示了作者迟云对
于当下现实以及个体在这样的社会中应该如
何生存的反思。

诗集共收录了作者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至
今的170首诗歌，这些写成于不同时期的作
品反映了作者在不同年龄段的不同人生感
悟。从时间上来看，这部诗集大体上可以分
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和2008年之后两个阶段，
而从风格上来看，这两个时期的诗歌有明显
不同，昂扬的青年时期、沉淀的中年时期在
诗歌里有着清晰的呈现。

迟云出生于1962年，毕业于聊城师范学
院，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于作者而言，正是鲜
衣怒马少年时，因而此时的诗歌在整体风格
上也大多昂扬乐观，文字充满了想要改变世
界的勇气以及能够改变世界的信心。《水
手》中那个被昨夜的巨浪搁浅在礁石边的水
手，尽管狂风折断了他的桅杆，巨浪掀翻了
他的帆船，但是他依然沉着冷静地、以顽强
的毅力寻找着生的希望而最终“在墓场与鲜
花之间/向往着袅袅的炊烟/他看见了远方的

红帆船”。这个历尽磨难而始终不放弃生之
希望的水手是作者对自身百折不挠精神的隐
喻，也表现了作者面对困难决不妥协的信心
和坚定的斗志。

在组诗《黄土高原牧歌》中，作者更是
将自己昂扬的情绪借黄土高原表达出来。他
借用黄土高原这一地域所独有的“信天
游”、“高原腰鼓”等民间特色，以遒劲有
力的笔调将历史的、现实的、民族的东西融
汇贯通，写出了这片大地上沉重的历史积淀
以及生活在其上的人们独特的生活方式，那
“深红的太阳”、“疾驶着的西北季风”与
“旷野上拉直嗓子咏唱的扶犁汉”、“姑娘
舞动的红纱巾”将黄土高原粗犷中的柔情、
古老中焕发的强劲的生命力勾勒描绘而出。

2008年之后，作者的笔触由热烈转向厚
重，那些“太阳”、“高原”、“红房子”等
或清新或昂扬的意象被“混沌”、“冰凉的
草蛇”、“魂灵”等灰色调的意象所代替，
许多诗歌更多地与现实接轨，思考当下社会
现象，而在这些思考中也渗透着作者对自我
灵魂的拷问。

比如，《天地良心》中，对社会道德滑
坡、某些人良心泯灭深深的忧虑。《救赎》
中那个在空旷冰冷的原野上“提着纸糊的灯
笼”跌跌撞撞前行的魂灵，想要求得灵魂的

救赎却迷失了方向而只能不断追问“当初呢
/当初呢”，借魂灵之口写出了对迷途之人
的规劝和警戒，同时也透视了灵魂深处的悔
恨与孤独。

在《古怪的精灵》中，作者将金钱比作
古怪的精灵，精灵本来是十分可爱美好的形
象，但是在这里却成为欲望和诱惑的化身，
它撩拨起人的欲望却将人带入一个恐怖的世
界，这里到处是空荡荡的钱包，如恶鬼般
“发出咕噜咕噜饥饿的声音”。在《关于行
走》中，将人的行走姿态与动物比拟，在这
里，行走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空间的移动，而
是一种“裹挟着思想”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
择，有的人选择“像狼狐一样游弋”，而有
的人却随波逐流、虚与委蛇，虽然有健全的
四肢却选择匍匐爬行。作者透过行走的不同
方式来揭示众生百态，以比拟的方式表达了
对“冰凉的草蛇”这类人的鄙视与厌恶。

中年的作者褪去了青春的张扬与不切实
际的幻想，但是那份面对诱惑和困难依然不
改初衷的坚定信念却是一以贯之的。在看尽
人生百态后，作者依然表达着自己面对不那
么美好的世界时坚持自我的决心，在《必定
有信仰的种子飞扬》中，“我”在不同的思
想中穿梭着，假如有一天“我撞到南墙”，
而“我”的脑浆迸裂，“但伴随热血的流淌

/必定有信仰的种子飞扬”。这是信仰给予
人的力量，也是作者在思想丛林穿梭依然坚
定自我信仰的表白。

青年时期的作者宣称“我是一棵嫩黄的
芽儿……我拥抱的是热情的盛夏/春意萌动
在我的心里/我用躯体否定着一个恒式———
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条件就是对太阳的信
仰/再加几分在黑暗中探索的毅力。”而中
年的作者则不再急于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爱与
改变世界的意念，转而以悲悯的、博爱的眼
光看取世界的阴暗面，或焦虑或戏谑或惋
惜，从而表达出人到中年时对这个世界冷静
而深沉的挚爱。

与前一时期一样，在这一时期的诗作
中，也有一部分抒发了作者对亲人的爱。这
种融于血脉中的爱，让作者保持着眼睛的锐
利和心灵的清澈，所以，笔触下无论是对于
父亲母亲还是女儿，感情积蓄得更加丰满。

行走过少年的张扬与幻想，行走至中年
“开始平静地接受四季轮回”，作者在行走
中不断认识自我、认识世界。思想的树林千
奇百怪，有时让人疲惫、有时使人迷惑，行
走于其中必然面对被同化甚至异化的危险，
但作者行走其中，带着对世界沉甸甸的爱，
带着对信仰的执着追求，不忘初心，踽踽独
行。

灵魂的拷问 深沉的挚爱
——— 诗集《行走穿过思想的树林》评点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山东省作家协会第六届委

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3月12日在济南召开，
总结省作协2013年工作，部署新一年工作任
务。省作协党组书记杨学锋说，为做好2014
年省作协工作，省作协要提高能力、搞好服
务，要练就做好文学工作的“几把刷子”，
努力为社会、为基层、为广大作家和文学爱
好者搞好服务。

他说，“搞好服务，一是要为广大作家
服好务，二要为基层和社会服好务。”

为广大作家服务方面，省作协要求既要
为著名作家、签约作家、重点作家服好务，
又要为广大作协会员、非会员作家和文学爱
好者服好务；既要重视传统文学、经典文
学，也要注重网络文学、通俗文学，最大限
度地把各类文学人才、文学资源纳入到作协
工作视野，不断增强作协组织的凝聚力和吸

引力。
为基层和社会服好务方面，省作协要

求，要积极探索省作协和各会员单位之间的
有效工作机制，加强与各市文联作协的联系
交流，指导、支持各会员单位开展丰富多彩的
文学活动，形成全省作协系统的工作合力。

2013年，省作协不断创新完善体制机
制，完善签约制作家管理服务机制，创新重
点作品扶持办法，努力打造《山东文学》、
《时代文学》等文学展示平台，同时积极引
导作家深入生活开展各种形式的采风活动，
积极开展合作建立作家创作基地，“文学鲁
军”队伍不断壮大，文学精品不断涌现。

杨学锋说，2014年，在文学创作方面，
省作协将精心组织以“中国梦”为主题的文
学创作活动。其中包括组织广大作家和文学
爱好者积极参加中宣部、中国作协等部门开
展的“我们的中国梦——— 讲述中国故事”文

艺作品征集推介活动和开展以“中国梦”为
主题的文艺创作活动。同时，省作协与省委
宣传部联合举办“中国梦”文学征文活动。
另外，围绕新中国成立65周年，组织创作一
批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的优秀文学作
品。

在文学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杨学锋表
示，“省作协将继续做好省作协签约制作家
管理服务工作，激励签约作家潜心创作出更
多精品力作，努力把签约作家培养成为全省
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

今年，省作协还将组织举办以“青春文
学”为主题的青年作家高研班，注重吸收文
学新人加入作协组织，着力发现培养具有较
大发展潜力的优秀青年作家。同时，加强与
网络作家和自由撰稿人的联系，引导他们提
高思想道德修养和文学艺术学养，充分发挥
其在繁荣文学事业中的独特作用。

不断增强作协组织凝聚力和吸引力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根据《山东省泰山文艺

奖评选奖励办法》规定，山东省第三届
“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评奖工作日前
正式启动，开始面向全省征集参评作品。

参加本届“泰山艺术奖·文学创作奖”
评选的作品，发表和出版的时限为2011年1
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由中国大陆地区
经国家批准的报纸、期刊、出版社首次发
表或出版。推荐参评作品截止时间为4月20
日，评奖办公室设在省作协文学研究所。

“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简称泰山文
学奖，是由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批准设立
的我省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该奖每三年评
选一次，共设立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
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儿童文学、文学评
论和文学理论9个单项奖。

据了解，“泰山艺术奖·文学创作奖”的
参评文学作品，要求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统
一的原则，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用诚实
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

“泰山文艺奖·文学

创作奖”征集作品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诸城讯 3月6日，诸城明诚学校古

琴班的学生们正在上诸城古琴课。现如今，
诸城明诚学校不仅建成了古琴教室，聘请了
古琴老师，而且专门开设古琴课，培养了多
名诸城古琴传承人，成为诸城市学校中唯一
的潍坊市级非遗传承教育基地。

相传早在4300多年前，出生于诸城诸冯
村的虞舜就善于制琴弹琴。《礼记·乐记》载：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
赏诸侯。诸城派古琴形成于19世纪中叶，历经
几代琴家的探索、发展，形成了一个具有诸城
特点和特有曲目传谱的古琴流派。

“诸城古琴”走进

校园培养传承人

□高元 张学英 报道
 3月10日，郯城县高峰头镇初中从

三个年级中遴选出34名参赛选手，在“中
国汉字听写大会”学校初赛中进行角逐。
据悉，第二届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各地参赛
队伍选拔活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本报通讯员 赵兰峰 刘旭东

“走啊，快去看节目去呀。今儿个，咱们这来了支‘乌兰牧
骑’，‘红色文化工作队’！”3月1日上午，临清市大辛庄中心敬
老院的杨安学老人，开心地向正晒太阳的同伴们吆喝着。不一
会儿，敬老院里350多位老人，纷纷拿着座位来到演出现场。他
们非常欢迎这支“乡土文艺队”的演出。

“家常便饭”更可口

“乡土文艺队”由临清市8位乡土民间艺术家组成，走
乡串镇，为敬老院老人及群众演出，节目包括在当地广为流
传的山东快书、木板大鼓、西河大鼓、山东大鼓、传统评书
等曲艺品种。从去年冬天截至目前，民间曲艺公益演出队已
巡演10场，为3000多名老人送去了节目，观看群众近万人。

在大辛庄敬老院，“乡土文艺队”带来的节目非常精
彩。临清木板大鼓第二代传人甄荣海首先上场，说了一段传
统小段《小两口争灯》，紧接着唱了一段山东快书《矬大
嫂》，掌声、叫好声接连不断；从夏津特地赶来的新南村金
派古筝传承人李克超演奏起古筝名曲《渔舟唱晚》；擅长木
板、西河、坠子等 “十八般才艺”的张书超，在表演了他
改编创作的《深山问苦》后，突然变魔术似地从演出大褂里
拿出一副竹板，表演起他的保留节目竹板书《他乡遇故
知》；临清著名票友赵慧敏一段《锁麟囊》选段，字正腔
圆、韵味十足，听得京剧迷们啧声一片。聊城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山东快书代表性传承人刘方平拿出的节目是《万百
千》，他的说唱洋溢着浓郁生活气息，配以娴熟的“手眼身
法步”，逗得老人哈哈大笑。

一位观众评价说：“这样的演出虽非山珍海味，却是普
通百姓爱吃的家常便饭，可口，非常有营养。”刘方平说：
“群众愿意看乡土节目，我们就乐意演，尽最大力演好，这
是我们最大的快乐。所以我要抽出时间和精力，为群众多演
好的节目，让民间艺术走进千家万户。”

古董级“大三弦”亮相

“周总理当年听过的山东大鼓小段，如今咱也面对面地
听到了，真是一饱耳福啊！”临清市老赵庄敬老院76岁的李
宗英老人高兴地说。

2013年11月13日，在该市老赵庄敬老院的演出中，一位
年过花甲却精神矍烁、独具风韵的女艺人，演唱了非常风趣
喜乐的山东大鼓《蚂蚱出殡》，获得了热烈的掌声，把演出
推向高潮。演唱《蚂蚱出殡》的女艺人就是当年在临清、夏
津一带赫赫有名的木板大鼓著名表演艺术家张振武的女儿张
书琴。目前德州市正在为她申报山东大鼓非遗传承人。

当年担任山东省曲协常务理事的王长志创作了山东大鼓
《蚂蚱出殡》，并于1957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表演，受到周
恩来总理的充分肯定和亲切接见。后来，王长志的外甥女张
书琴经由父亲张振武学会了这段传统名段。她把自己的保留
剧目献给了敬老院的老人们。

张书琴能够带来精彩的演出，中间还有一段故事。目
前，在全省会唱“王派”山东大鼓《蚂蚱出殡》的只有张书
琴姐妹。演唱《蚂蚱出殡》要用大三弦来伴奏，不光能伴奏
的人寥寥无几，而且连大三弦此种乐器也四处难觅。

距离演出十多天来，张书琴委托多人跑遍了附近很多乐
器店，买不到这种乐器，市镇文化部门也没有这种乐器存用。

最后，张书琴的师兄、金郝庄镇西石集老艺人张书超提
供线索，张书琴、张书超前往夏津县，找到目前唯一一位会
弹大三弦的古稀老人刘延功，从他的徒弟那里找到一把只剩
下一根老弦的旧三弦。张书琴师兄妹随即雇车去临清买了另
外两根皮弦。张书琴和刘延功两位老艺人重新拾起搁置多年
的技艺，“大三弦”的乐声又在乡野社区响起。

■相关链接

擦亮“非遗”和“义演”招牌
“乡土文艺队”发起者是张振武的得意弟子、金郝庄镇

西石集村民间老艺人张书超。
张书超和他的师妹张书琴一直有为群众演出的愿望，他

们走访了老赵庄敬老院，感受到了老人们对曲艺说唱艺术的
向往。于是，张书超决定成立民间曲艺公益演出队，自备好
车辆、道具、演出设备等，刘方平等6位民间艺术家欣然加
盟。

他们约定，不论哪个单位需要，不论什么时候邀请，一
个电话马上就到。2013年11月13日，演出队在老赵庄敬老院
举行了第一场演出。张书超对那场演出记忆犹新，“那天非
常冷，还刮着北风，演出就在平地上，围坐着观众。观众们
尤其是那些老年观众，坐在马扎上，没一个离开的。看到精
彩处，站起来鼓掌、喝彩。演员、观众真是没有了距离。表
演者穿得很薄，冻坏了，可心里非常高兴。从来不觉得这是
“白演”，观众的掌声就是我们最好的收获！”

张书超说：“民间曲艺公益巡演形式很好，各位乡土艺
术家用心整理非遗产品，拿出最好的节目，为群众带来欢
乐。演出队已经巡演完了乡镇敬老院，打算在农村集市、节
日的文化大院举行演出，还要走出临清，进一步扩大知名
度，真正把演出队打造成群众自己的演出队。”

市文广新局副局长赵雪丽表示，要搭建更多平台，推动
民间曲艺公益演出深入开展，使民间艺术得到更好挖掘、传
承和发扬，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新农村两个文明
建设。

临清乡土文艺队的

“古董级”绝活
“大三弦”乐声在乡野社区响起

□新华社发
3月10日，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青年艺术家扶持计划

2014年首展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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