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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王洪涛
通讯员 徐兆利 田宝宗 报道

本报沂水讯 近日，沂水县档案馆征集到
一件珍贵的“快邮代电”印刷品。其标题为《郭
洪涛、张经武、黎玉、江华四同志——— 给山东八
路军各支队的快邮代电》，落款时间为“一九三
九、一、一”，与1939年1月1日创刊的《大众日
报》印刷于同日同厂。这份快邮代电由一位老
乡珍藏了75年，在大众日报创刊75周年之际得
以首次面世，这种形式的电报也属国内首次发
现。

记者看到，这件印刷品为十六开新闻纸，长
26 . 7厘米，宽19厘米，从右到左竖排40行，每行39
字，计1212字。为铅字黑色油墨印刷，大标题用的
是宋体字二号和四号，正文用的是宋体字五号。

据沂水县政协原文史委主任庞守民介
绍，这些特征与1939年1月1日版的《大众日
报》创刊号标题、正文所用铅字字体、字号、
纸张一致，与《大众日报》创刊号的时间也一
致。可以推断，这份“快邮代电”应与《大众日
报》创刊号出自于同一个印刷厂———《大众
日报》印刷厂（沂水县云头峪村），并且与《大

众日报》创刊号同一天（1938年12月31日晚）
先后印刷，1939年1月1日凌晨发行送递。1947
年8月6日，在其背面（空白）记入“尺牍”，而
作为“尺牍”保存到今天。

这份“快邮代电”电令的第一部分内容，
主要总结了一年来开展抗战所取得的成就；第
二部分主要对各支队首长及全体指战员致以
胜利的慰问，对一年来为国捐躯、壮烈牺牲的
优秀干部致以崇高的哀悼；第三部分明确提出
了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后各支队的任务。

这份电令与《大众日报》创刊号同等重要。

《大众日报》创刊号阅读对象是全省人民，而这
份“快邮代电”阅读对象是山东省八路军各支队
官兵，它对于指导山东八路军在苏鲁豫皖边区、
山东大部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
打败日本侵略者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

由于战争等种种原因，这份电令原稿没能
保留下来。但其“快邮代电”在75年后首次面
世，对于进一步研究山东抗战史、中共中央山
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等方面史料填补了空
白，具有较高的史料研究价值及历史文物价
值。

山东分局“快邮代电”75年后面世
与《大众日报》创刊号同日同厂印刷

□ 刘玉堂

用某种食物做
戏名的除了《喝面
叶》，我所看到的就
是这个《龙凤面》
了。二者都是主食、
面食，用菜肴做戏
名的，比方“红烧
肉”、“糖醋鱼”或

“四喜丸子”什么
的，我还没见到过。

《龙凤面》说的是，继母陶氏趁梁员外至湖
南讨债，谋夺家产，欲置员外亲生儿女梁子玉、
梁赛金於死地。幸有仆人丁奎相救，主仆三人逃
离家门。途中遇虎，兄妹失散。梁赛金被板桥司
衙官钟文炳收为义女，梁子玉也为人所救，后中
状元，奉旨省亲，途经板桥，兄妹相认。梁父喜见
儿女，得知真情，欲休陶氏，兄妹劝阻。陶氏羞愧
难当，决心痛改前非。

“龙凤面”在戏里是一个重要的道具或线
索，所有的情节都围绕着或被其牵引着展开。丫
环出身、原为二房，后升为太太的陶氏，让前窝
的女儿梁赛金做一碗过去给她亲娘做过的龙凤
面。赛金想起生母，潸然泪下：提起龙凤面想起
俺亲娘，倒叫赛金泪汪汪。陶氏以丧气自己为由
毒打赛金。幸仆人丁奎及亲生儿子诚儿赶到，将
其救下。丁奎出一“假打真哭”的主意保护赛金，
其兄子玉去跟继母交涉，更是激怒了陶氏，先是
派仆人丁奎刺杀梁家兄妹，丁奎不忍，后又亲自
放火烧楼，欲将三人一并烧死。幸亏诚儿通风报
信，主仆三人才从后窗逃走。

后来我们知道，主仆三人逃离家门之后，丁
奎即另觅生路去了，兄妹两人去外地寻父，不想
走至深山，遇一斑斓猛虎，他二位逃散了。接下
来的戏是：赛金寻兄不着，走投无路，欲投井寻
死，恰被巡夜的人称四老爷的衙官及皂隶搭救。
从四老爷的自我介绍：我管的呀，东七里、西七
里，南七里、北七里，四七二十八里地，见了大官
得下跪，见了小官得作揖来看，他这个衙官相当
于管区主任或片长，顶多是乡镇一级。衙官钟文
炳无儿无女，乃收赛金为义女。

不觉三年已过。一日，有一新科状元打此
路过，乃是回家省亲的。你道他是何人？对
了，正是赛金之兄梁子玉。行至板桥，忽觉一
阵伤感：梁子玉心愁闷，想起了妹妹梁赛金。
当年惨遭继母害，侥幸逃命奔山林，山中出现
斑斓虎，冲散了兄妹两离分……想当年出门寻
父是兄妹俩，现如今剩下了我一个人。四老爷
前来求见，将状元爷一行安置停当，子玉即吩
咐手下，心情烦闷，不动五荤，准备清水淡面
一碗，午时用面。

四老爷回衙，安排厨房做面。不想厨师乃一
酒鬼，看看快到午时了，还酒醉不醒。情急之下，
义女赛金赶来救场，遂做了一碗龙凤面。

看来这个龙凤面不是一般人家会擀、能吃
的，而赛金则是家传。龙凤面是怎么个概念？待
赛金做好，我们知道了：捞上面，盛上汤，细瓷碗
刷得净净光，前龙头，后凤尾，龙爪搭在那碗沿
儿上，不是我赛金夸海口，十步以外喷鼻香。衙
官也不知是如何做的，赛金又解释道，用天箩细
白面，胡辣美味汤。

子玉见到龙凤面，睹物思人：一见此面心悲
伤，手捧面碗想起娘，母亲会擀龙凤面，小妹妹

也算手艺强，自从母亲下世去，再不让小妹擀面
汤。叫人役将面供在中堂上，拜面如同拜亲娘。
眼含泪心暗想，其中必定有文章，是谁会擀龙凤
面？唤来衙官问端详。

兄妹相认一场，我认为是该剧的重头戏，故
而演示得很详细：子玉唤来衙官问此面是何人
所擀？不想那衙官还不说实话，刚要说是我擀的
来着，马上又改口说是“擀面的擀的”。子玉又
道，此面擀得甚好，我要重重有赏，衙官欲代领
奖赏，子玉言道，让他亲自来领。结果衙官将那
酒鬼厨师领来了，厨师对龙凤面一无所知，自是
所问非所答，乱说一通。子玉怒斥道，一派胡言，
说了实话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招打——— 如此这
般，兄妹相遇了。

二人相见，还不能直视，遂一问一答地核对
起来：子玉问其哪里人氏？赛金答道，祖居山西
三贤村，小女子名叫梁赛金。子玉又问，你兄长
可叫梁子玉？赛金即答，他在那南学读书文。你
二人可遭继母害？差丁奎杀俺两个人。丁奎可曾
下毒手？他未曾长着杀人的心。是谁绣楼来送
信？是俺诚儿兄弟报信音。你二人可曾逃出府？
半夜逃出后园门。中途怎么失散了？斑斓猛虎下
山林。你就该把你的哥哥找，哭哑了喉咙不见
人。那时节你往何处去？要到黄泉寻母亲。是怎
么自尽未曾死？遇上个好心的干父亲。衙官待你
怎么样？比亲生女儿强三分。前言后语讲一遍，
果然是妹妹梁赛金。叫声妹妹你抬头看，连自己
的兄长都认不真。二人抱头大哭，只寻思今生难
见面，我到处差人把你寻。今日板桥得相会，好
似枯树又逢春。

该段对唱如行云流水，紧凑流畅，入情入
境，扣人心弦，随着两人共同经历的事情逐条核

实，兄妹终于相认，观众也如释重负。
兄妹一行坐船回家，又巧遇做了船家的恩

人丁奎，遂相约一起回乡。待回家见到老父，自
是一番百感交集，员外见到仆人丁奎，也以恩兄
相称。一家团圆，其乐融融。最尴尬的当然就是
陶氏，员外当着儿女的面斥责她：你不该狠心下
毒手，从此后一刀两断把你休。子玉兄妹二人又
向爹爹求情：怎忍见诚弟再落继母手，继母的折
磨罪难道无尽头？恳求爹爹你高抬贵手，念在儿
女份上将继母收留。员外只好答应。此时龙凤面
第三次出现：今日重擀龙凤面，举家和睦庆团
圆。

该剧很好地诠释了传统文化忠孝廉悌里面
的“悌”——— 兄妹亲情，很容易打动人的；故事情
节又是先离后圆、先悲后喜、先苦后甜，符合中
国人喜欢大团圆的审美习惯，特别在农村非常
受欢迎。故而山东地方戏各剧种都曾上演过，外
省的评剧、婺剧也有演出。

《龙凤面》的故事发生在山西洪桐县，真正
的龙凤面一般也认为是山西小吃。相传山西永
济人家在女儿订亲、出聘的喜庆日子，素有盛邀
亲朋来家吃“龙凤面”的习俗，以示龙凤呈祥、吉
祥如意。具体的做法是：先用清水和面揉作一
团，再用菠菜或韭菜的绿色汁液和面揉作一团，
之后将二者压在一起，摊平，再“擀擀擀，一大
片，切切切，细丝线。”即可呈现半白半绿、白中
透绿、绿中显白的效果。讲究的人家，也有用鸡
蛋与清水和面的，再跟翡翠面团压在一起，擀出
的面条，一黄一绿，又黄又绿——— 这么个龙凤
面。

看完此戏，我试着用此法也做了一次龙凤
面，味道果然不俗，口感甚佳。

团团圆圆《龙凤面》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本报通讯员 李 英

12月4日中午，灿烂的阳光中透着刺骨的
寒冷，郓城县双桥乡郭庄文武学校院内，二十
多个孩子正在总教练冯加兵的带领下，摩拳擦
掌，跃跃欲试。少林拳、通臂拳、梅花拳、对
刀、宋江阵……他们表演起来毫不含糊。“学
武一年的弟子，一般都会十几套拳，最多的会
五十套拳。不谦虚地说，这样的学生无论在全
国哪个地方，都是响当当的人才。”

“梅花拳”传人办起了武校

今年5月18日，郓城举行民间武术家收徒
仪式，冯加兵当场收徒15人。

50岁的冯加兵武功全面，会一百多个拳
种，他的单手开砖、腾空转体360度更是让人
赞不绝口。

他曾连续三次参加中国“梅花拳”演武大
会暨保护发展论坛，并在功力大赛、男子拳
术、男子短兵类中获得一等奖。

冯加兵是郓城县双桥乡永丰集村人，“梅
花拳”第十七代传人。在他儿时的记忆中，练
武是当时主要的娱乐方式，晚饭之后，村民自
发聚集在打麦场上，月光笼罩下，一百多名习
武人员轮流表演，相互切磋。

当时，威震武林的“梅花拳”第十五代传人
高学文在村里不定期指导。八岁的冯加兵天资
聪明，勤奋好学，深得高学文喜欢。在名师指点
下，冯加兵武艺进步更快，逐渐在武林扬名。

但冯加兵考虑的并不仅仅是“梅花拳”的传
承，他想建立一所综合性武术学校，学员们不仅
能学习基本的文化课，还可以练习各种传统功
夫。经过多方面努力，终于通过与郭庄小学联合
办学的方式，成立起郭庄文武学校。其中，武术
生由冯加兵统一管理，在郭庄小学学习文化课。

冯加兵说：“练武能培养青少年的毅力、
自信心和德行，只有让他们多了解先辈们的拳
种门派师承关系，领会中华武术的魅力，才能
发自内心的热爱和传承。”

因此，郭庄文武学校的学生们除了学习国
家规定拳外，还要学习传统拳，以及刀、枪、
棍、箭、对打、刀枪对打、双人对打、单鞭、
双鞭、绳鞭等内容。

冯加兵带领弟子们相继参加了菏泽2013网
络春晚、郓城县武术展演，表现不俗。在国家
级赛事中，先后有5人获得一等奖。2011年，
冯加兵的弟子冯来勇在国际武术比赛中获得刀
术、拳术两个单项冠军，去年参加《中国梦想
秀》后，在电视剧《英雄好汉》和《龙门百

甲》中担任主要角色。

真功夫让“洋弟子”心服口服

上世纪九十年代，冯加兵在宋江武校当教
练，他的单掌劈砖、铁臂断砖等硬气功表演，
都是学校的“招牌项目。”当时，美国、英国
等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武术爱好者为了学习中国
传统功夫，慕名来到宋江武校。

一开始，他们没有找到合适的教练。这
时，有人推荐了冯加兵。

“那几个外国人见我又黑又瘦，根本没放
在眼里。”结果，冯加兵凭几招“截腿”的真
功夫，让这些心仪中国功夫的外国武术爱好者

心服口服。
从此，宋江武校专门开辟一块场地，由冯

加兵专教美国、英国、意大利、奥地利、瑞
士、丹麦等国家和地区的武术人士。“虽然他
们本身都是‘练家子’，有多年的功底，但是
非常谦虚，学得非常认真仔细。”冯加兵说。

美国的杰夫学的是螳螂拳，戴瑞是八仙剑，
两人还对练小六捶，英国的杰克学的是登山螳
螂，意大利人学的是朴刀和鹰犬。虽然语言不
通，但冯加兵尽其所能的传授他们每一个动作。

6年后，奥地利的马丁不远万里再次来到中
国，找到了冯加兵。原来，马丁在奥地利做了一
个教授武术的网站，进行武术网上教学，影响达
20多个国家和地区。马丁此行的目的，是恳求冯

加兵教他传统拳和器械招数，再拍录像演示，为
此还提出每天给冯加兵200块钱的报酬。

对此，冯加兵只是一笑：“我们中华传统
武术不是卖钱的。因为你做的这件事，能扩大
中华武术的影响，促进中国功夫的传承，我一
分钱也不要，而且只要我会的我会尽力。”

冯加兵不仅把浑身功夫悉数传授给马丁，
还配合进行了录像拍摄。

冯加兵说：“如今，国家对传统武术越来
越重视，许多拳种被评为国家级、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全国性武术比赛也越来越多，传统
功夫又迎来了发展的机会。我们自己要努力传
承发展好，同时只要有机会就向外传播，相信
国际上喜欢上中国功夫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扩大中华武术影响，促进中国功夫传承

冯加兵的“功夫梦”

12月14日，观众们在参观美术作品。当日，全国美术馆发展扶持计划成果展在山东美术馆展出。自2010年以来，文化部启动实施“全国美术
馆发展扶持计划”，累计投入资金近2000万元，惠及国内18个省区53家美术馆。 □新华社发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2月15日，由济南西城投资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主办，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山东省合唱协会及济南天下泉城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共同协办的第一届“欢乐西城”合唱节在省会
大剧院音乐厅举行。

据了解，本次合唱节采取社会招募报名加邀
请的方式，共有包括济南爱乐合唱团、山东老年
大学合唱团、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青年合唱
团、山东艺术学院青年合唱团等在内的15支队伍
参演本次合唱节。参赛队伍选择演唱的《我和我
的祖国》、《走进新时代》、《在灿烂阳光
下》、《咱们工人有力量》等歌曲，主题积极向
上，旋律优美流畅。演员们用充满激情的歌声，
表达了对祖国、家乡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歌颂
和向往。

经过专家评委现场打分评选，济南幼儿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获得一等奖，山东金百合合唱
团、济南爱乐合唱团获得二等奖，山东交通学
院、山东启新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山东三箭置
业有限公司获得三等奖，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
限公司、山东劳动技术学院、山东天宇工程项
目咨询有限公司、山东中医药大学获得优秀
奖。主办方负责人介绍说，这次合唱节给济南
市合唱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从
首届比赛情况看，达到预期的效果，今后将继
续努力，将“欢乐西城”合唱节打造成一个知
名的合唱赛事、文化品牌。

“欢乐西城”合唱节

唱响省会大剧院

□记者 姜言明 通讯员 朱朋 报道
本报宁阳讯 锣鼓铿锵，弦乐声声。12月10

日，在宁阳县中何村的小广场上，一场充满着乡
土味气息的演出正在上演。台上唱得不亦乐乎，
台下看得津津有味，从十里八村赶来的村民把这
个临时舞台围了个水泄不通，人群中不时爆发出
叫好声……

据悉，该演出团名为蒋集镇正大艺术团，是
由蒋集村里的20多位文化能人组建的。农闲时，
他们就凑到一起唱戏、跳舞、编排节目。

据了解，全县目前有类似“庄户剧团”的小文
艺宣传队60多个，开展特色文化活动1400多场次。

“庄户剧团”演出日益兴盛与该县农村文体
小广场建设有很大关系。目前全县建成文体小广
场270多个，全县近50%的村、社区拥有自己的文
体小广场。近几年，鹤山乡陆续建起了皋山、王
卞等大型农村社区，也配套建起了设施完备的文
体广场，这也让乡里的“老年文化管事团”有了
施展才艺的舞台。他们每年都要挨个社区转着演
出，戏曲、歌曲、秧歌、快板样样精通，自编的
《学习科学种豆角》、《说和谐》、《还药账》
等节目，或歌颂主旋律或针砭农村不文明现象，
成为群众耳熟能详的经典段子。

在搭建舞台的同时，该县大规模培训培养农
村文艺骨干，把村里有吹拉弹唱等文艺特长、热
心文化事业的“乡土艺术家”挖掘出来，培养成
“文化带头人”，从而拉起文艺宣传队伍。目
前，该县共培养文化带头人1200余人。华丰镇歇
息铺村支部书记王现军就是有名的文化能人，以
前他总是在闲暇时间组织周围十里八村的文艺爱
好者，吹拉弹唱，到村里的文化广场给大家演
出。如今，他组建了华丰镇歇息铺村惠丰艺术
团，走上了义务巡演的道路。

县里从资金、硬件设备对庄户剧团予以扶
持。县文广新局相关负责人李勇告诉记者，今年
12月份，他们安排了200场下乡文艺巡演，其中
“庄户剧团”承担30场，每场给予补助3000元。
同时，充分利用“农村文化带动”工程，鼓励县
直部门、企业、社会人员以捐资捐赠的形式为庄
户剧团配备硬件设施。惠丰艺术团从演出音响、
乐器到麦克风、锣鼓均由该县文化馆支持配备。
“我们有些专业团体,给少了钱就不高兴，但民
间团体只要稍微扶持一下，他们的积极性非常
高 ,实际上就起到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作
用，就这样把庄户剧团红红火火地办起来了。”
李勇说。

宁阳：“庄户剧团”

唱出“好声音”

本报讯 12月8日，由中国齐鲁文化促进
会、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山东省华夏文化
促进会等联合主办的《齐鲁颂歌》2013齐鲁英才
经济文化高峰论坛暨“十佳年度人物”颁奖典礼
在北京举行。

江南、孙明高、刘继臣、戚宗华、武玉成、
张剑明、浪卡卓玛·李明、杜鹏、王庆爽、林永
健等十名同志获《齐鲁颂歌》2013齐鲁英才“十
佳年度人物”称号。孟晓苏、唐国强分别荣获经
济理论创新奖、表演艺术特别贡献奖。

齐鲁英才

经济文化论坛举行

□记 者 王红军
通讯员 于 霞 崔文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2013年是文化部推出的“文化
志愿者基层服务年”。12月14日，在本年度全国
美术馆年会上，文化部艺术司对由全国美术馆专
业委员会评选出的全国美术馆优秀志愿者进行表
彰，山东美术馆志愿者孔繁忠获此殊荣。

山东美术馆馆长徐青峰表示，“志愿者是联
系美术馆和社会公众的重要纽带与桥梁，在美术
馆各项公共文化服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山东美术馆重视志愿者队伍建设，打造了一支人
员构成丰富、专业知识丰富、服务意识先进的志
愿者队伍，在十艺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以及
今后的展览活动中，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山东美术馆孔繁忠

获评全国优秀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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