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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冬日的一天中午，一个偶然的机
缘，与市里几位资深戏友聚在一起，感
受他们对戏曲的虔诚和挚爱。曾经在
市豫剧团工作的李院长，言谈举止堪
比杨子荣，一招一式极似郭建光，他以
渊博的知识，如数家珍地讲述中国的
戏曲文化。

——我听到了，中国古代戏剧原
来以“戏”和“曲”为主要因素，所以称
作“戏曲”。中国戏曲主要包括宋元南
戏、元明杂剧和明清传奇，也包括近代
的京戏和其他地方戏的传统剧目在
内，它是中国民族戏剧文化的通称。

——我聆听着，戏曲由文学、音
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表演艺
术综合而成，集“唱念做打”于一体，是
能够很好地体现中华民族传统、精神
和特色的一项文化，在世界戏剧史上
独树一帜。

——我明白了，中国戏曲有360
多个种类，与希腊悲剧和喜剧、印度梵
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
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逐步形成了以

“京剧、越剧、黄梅戏、评剧、豫剧”五大
戏曲剧种为核心的中华戏曲百花苑。

毕竟是初冬时节，寒风里略含凉
意。听着听着，我分明感觉到李老师
他们戏曲人的悲怆和无奈。戏曲作为
我们的国粹，而今听戏、看戏的大多是
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早已淡出青少
年乃至中年人的视野。在网络大行其
道的今天，人们似乎已经忘记戏曲这
个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同时，新的
文化如浪潮席卷，新的偶像受人追捧，
大多数人又对老一辈艺术家和传统曲
目一无所知。原来戏校在招生时从相
貌及功底上都严格把关，可以说严苛
和挑剔，现在人都招不进来，只好放低
门槛，无形中降低了艺术标准。更有
甚者，戏曲在不远的将来恐存断层之
虞，令人心寒！

好在先进文化的光芒生生不息，
戏曲进学校就是良好的开端与举措。
我从李老师他们的眼神和语气中，又
真切地感受到，一代戏曲人为了心爱
的戏曲事业，肩负责任，默默坚守。

说到坚守，使我想起从事戏曲创
作的焦作剧协原副主席马敏学老师。
20年前，有朋友将我发表的文章编了
一本《往事印痕》的集子，推荐马老师

写了序言。在交往的过程中，
我获悉他几十年写过各种剧

本，并获得不同奖项，然而能排上戏
的却屈指可数。尽管写了没人排更
没人演，可马老师仍乐此不疲地在
简陋的斗室中与剧中人物对话。

今年78岁的马敏学老师，依然
以老骥伏枥的姿态、以强烈的责任
感，于2024年创作完成了温县豫剧
团约写的《春到黄河滩》之姊妹篇
《秋染潴龙河》；应北京温县籍白老

板之约，写太极大刀敢死队之电影剧
本《刀光拳影》，即将完稿；两部历史传
奇剧《绞胎瓷传奇》和《广陵绝响》被一
剧团看好……2025年元旦，他赋诗一
首，表达自己真挚的情感：道不尽亲亲
故土恋，写不完浓浓怀川情。满是杠
杠正能量，尽足活话大写人。

二

花开花落，云卷云舒。戏曲曾经

有过辉煌的历史。
风靡一时的八个样板戏，经典的

台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耳熟
能详，郭建光的《沙家浜总有一天会解
放》响彻云霄，李玉和的《穷人的孩子
早当家》脍炙人口，还有杨子荣的《打
虎上山》气冲霄汉，李铁梅的《打不尽
豺狼决不下战场》激荡心房……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我们焦作
矿务局红火之时，几乎每个煤矿都组
建有自己的剧团。为了提高剧团的品
位和质量，有的从县里挖一些名角儿，
列入矿工编制，成为所谓的“市民”。
记得王封矿年产达到创纪录的120万
吨时，专门邀请常香玉大师来慰问演
出两天，煤城万人空巷，轰动一时，那
情景比过年还热闹。春节期间，矿上
还邀请延津二夹弦剧团演了几天，成
为那些年活跃职工生活的一种方式。
如今，舞台还在，只是戏不再唱了。

说起来，自己在中站影剧院也看
过一场终生难忘的戏。上初中时，杨
同学的妈妈是街道干部，弄了两张稀
缺的刘忠河演出《十五贯》的戏票，我
俩谎称家中有事请了假去看戏。由于
不懂戏，也没看进去多少，反倒耽误了
那堂“卤素”化学课，化学课从此再也
跟不上。这也是自己不想学数理化的
一个原因吧。

窗外的一排排银杏已经叶落树
枯，一派萧瑟的景象，而它们来年依旧
会“葱葱郁郁，瑞烟萦绕华堂”。

要说戏曲没市场，也不是绝对
的。君不见，《梨园春》还在演绎着生
旦净末丑，乡村还在坚守着戏曲的根
据地。

十几年前在濮阳工作，常辗转于
冀鲁豫交界的大明、阳谷、菏泽、台前、
南乐、清丰等地。路遇乡村，见证了人
们对戏曲的热爱。寒风凛冽的野外，
演员在简陋的戏台上演出，大姑娘、小
媳妇包着花红柳绿的头巾，或站或坐，
兴致勃勃仰头看着、听着、乐着。在台
前县黄河北岸的将军渡，我曾好奇地
问一位抄着手背对戏台的老汉：“您老
咋不看哩？”他说眼睛得了白内障，看
不清，听听胡琴响也乐呵。闻听此话，
我分明找到了戏曲的希望。

家里也有老戏迷，93岁高龄的岳
母喜欢看戏。每个月只要轮到我们
回去伺候老人，没进门，悠扬的戏曲
声就会飘进耳朵里，电视机一准固定
在央视戏曲频道。每天晚上，她还会
在卧室看戏曲碟片，基本上都是听了
不知多少遍的《花木兰》《穆桂英挂
帅》《唐知县审诰命》《七品芝麻官》
等。

岳母说是在看戏，倒不如说她在
听戏。戏曲的力量，让她陶醉其中，一
副怡然自乐的神情。当卧室没了锣鼓
的声响，我知道老岳母听过了一场戏，
又过罢了戏瘾，她才会上床安睡。此
刻，她“神归心，魂归肝”，这抑或是她
长寿的秘诀吧。

三

“潼关以内白旗展，老娘的尸身掩
下边，恸地捶胸把天怨，你杀我吴汉为
哪般。”台上台下，男女老少，荡气回肠
的唱词从每个人的胸腔吼出，独属于
西北人的狂放和豪迈扑面而来……最
近一段时间，很多人的微信朋友圈被
这样的“秦腔演唱会”刷屏。

演唱会的主角名叫安万。天南地
北的秦腔戏迷几乎都知道，他2024年
组建了一个百人秦腔剧团，演出现场
异常火爆。演出最特别之处，就是每
场结束后演职人员和现场戏迷同唱秦
腔经典选段的“秦腔大合唱”，让戏迷
血脉偾张。

2024年12月8日下午，迎新年秦
腔惠民演出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汉
唐街开幕。零下几度的天气，戏迷从
四面八方赶来，沉浸式感受秦腔的魅
力。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窦凤琴参
加安万剧团的演出后情不自禁地说：

“从来没有感受过这么热烈的气氛。”
演出结束后，戏迷不愿散去，还未

卸妆的安万走上台口，拿起麦克风，再
一次唱起他主演的《兴汉图》中吴汉的
唱段，苍凉高亢的唱腔，响彻整个汉唐
街……

这唱腔也撞击我的心扉，使自己
这个“戏盲”泪盈眼眶。戏曲在民间，
一幕幕情景剧在上演：腊月雪，悄然落
满了村庄，寒风虽冽，却挡不住村民心
中那股对戏曲的热爱与渴望。在村头
的老槐树下，一座简陋却充满韵味的
戏台已然搭起，那是冬日里的一抹温
暖，是农民心中的一片热土。

夜幕降临，雪花依旧在空中轻舞，
而戏台前却已是人头攒动，热闹非
凡。大家伙儿怀揣着对戏曲的无限期
待，相聚在此，共享这一场文化盛宴。
随着一阵急促的锣鼓声，戏幕缓缓拉
开，演员身着华丽的戏服，粉墨登场。
那唱腔，时而高亢激昂，如冬日里的一
把火，点燃了观众心中的热情；时而低
回婉转，似雪地中的一缕轻烟，引人深
思。

雪地里留下的一串串脚印，见证
了这场冬夜里的戏曲之梦，也预示着
民族文化将继续发扬光大、生生不
息。这夜，这雪，这戏，成了农民心中
最温暖的记忆，也是民族国粹在新时
代绽放的璀璨光芒。

自己崇敬的汪曾祺老师与戏曲有
着很深的渊源，我这个戏盲在《汪曾祺
说戏》中，聆听过汪老娓娓讲述诸多戏
曲往事、抑或他自己的戏剧人生，字里
行间流露的是他对人对事的悲悯胸
怀。汪老还将视野扩展到全社会，深
刻地指出：“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下
降，是京剧衰落的一个原因”“戏曲艺
术教育的不普及、不深入，是戏曲没落
的一个原因”。

“演戏让人陶醉，听戏使人感慨。
我们有责任、有信心在传承的基础上
有所创新，将戏曲的画卷铺展开来，使
更多百姓身临其境，得到美的享受。”
我的耳畔还萦绕着李院长那圆润而有
磁性的嗓音。是啊，诚如一位老师所
讲：戏无角色焉成戏，人有不同方为
人。但看古今悲喜剧，繁华落尽化风
尘……

曲始委婉复连绵，但闻旋律突高
昂。随着咚咚锵锵的金石丝竹声响
起，我听着想着，坚信不疑：民族国粹，
戏曲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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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惭怍，一个文

学爱好者，竟然不看戏、不

懂戏、不爱戏，让文友不可

思议。当听到李院长说起

戏曲的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自己又听得津津有味、

如痴如醉，那神态呈现出戏

迷的模样。

“

开场“乖”意浓，家的味道扑面而
来。

晚会在一曲《回家过年》的歌声中
温馨开启。舞台上，一群身着红袄绿
裤的孩子们，手持灯笼，蹦蹦跳跳地唱
着：“乖，回家过年嘞！”那一刻，无论是
身处异乡的游子，还是守在家中的亲
人，心中都不由自主地涌起一股暖
流。屏幕前的我，也仿佛听到奶奶那
句熟悉的“乖孙儿，回来就好”，眼眶不
禁湿润。这简单的一个“乖”字，承载
了河南人对家的无限眷恋，也拉开了
这场充满河南味儿的春晚序幕。

小品“中”味足，笑中带泪话家常。
如果说开场是情感的铺垫，那么小

品《中不中》则是晚会的第一个高潮。
节目以河南农村为背景，讲述了老两口
为儿子筹备婚礼的趣事。剧中，老父亲
一句“这事儿，中”，不仅是对儿子婚事
的认可，更是对河南人豪爽性格的生动
展现。而当儿子因工作原因无法回家，
老两口通过视频连线与儿子“云团圆”
时，那句“弄啥嘞，孩儿？啥时候回来
啊”，瞬间戳中了无数观众的心。这不
仅仅是剧中人物的对话，更是无数河南
家庭的真实写照，让人在笑声中感受到
了家的温暖与无奈。

歌舞“可得劲”，传统与现代交织。
晚会中的歌舞节目同样让人印象

深刻，尤其是《可得劲儿的
河南》一曲。舞台上，现代
舞者身着传统服饰，伴随
着激昂的鼓点，跳起了融
合街舞与豫剧元素的舞
蹈。那既传统又现代的舞
姿，仿佛在说：“看，这就是
咱们的河南，传统与现代
并存，可得劲嘞！”这一刻，
河南文化的活力与创新精神被展现得
淋漓尽致，让人不禁为之鼓掌欢呼。

互动“ ”意浓，观众参与乐翻天。
晚会的另一个亮点，是互动环节

《 不 》。通过直播平台，观众可以实
时参与投票，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或演
员，甚至有机会与演员进行视频连线。
当主持人问：“大家觉得今晚哪个节目
最 ？”屏幕前的我毫不犹豫投给了那
个讲述河南故事的小品。那一刻，我仿
佛与千万河南人民紧密相连，共同分享
着这分属于家乡的喜悦与自豪。

晚会的高潮，莫过于对平凡英雄
的致敬环节。一段名为《河南之光》的
短片，讲述了疫情期间坚守岗位的医
护人员、洪水中的救援人员以及那些
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的河南人的故
事。当镜头转向那些平凡而伟大的面
孔，当他们的声音响起“弄啥嘞？咱就
是干嘞”，那一刻，我深深地被河南人

民的坚韧与担当所打动。随后，全场
齐唱《我和我的祖国》，歌声中充满了
对祖国的热爱与对未来的希望，让人
心潮澎湃，泪湿眼眶。

在一片温馨与感动中，2025年河
南春晚缓缓落下帷幕。最后，所有演
员与观众共同唱响了《河南梦，中国
梦》，用歌声表达了对河南未来的美好
祝愿，也寄托了对国家繁荣昌盛的深
切期盼。晚会虽已结束，但那分河南
味儿，那分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未来的
憧憬，长久地留在了每个人心中。

这就是河南的春晚，没有华丽的
装饰，却用最真挚的情感、最地道的河
南味儿，触动了每一个河南人的心，也
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观众，感受到了
河南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正如河
南人常说的：“中，可得劲，真 ！”这场
晚会，不仅是一场文化的盛宴，更是一
次心灵的洗礼，让人久久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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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岁末的寒风夹杂着新春的期许，2025年河南春晚如同一股温暖
的春风，悄然吹进了千家万户。没有宏大的场面，没有炫目的特效，但
那分地道的河南味儿，如同家乡的老汤，越品越有味，让人心旌摇荡，
甚至泪湿眼眶。在这场晚会中，“乖”“中”“弄啥嘞”“可得劲”“ ”……
这些河南人常挂嘴边的词汇，成了一幕幕温情故事的串联线，让人深
切感受到了河南文化的魅力与温度。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论语论语》》

主讲人：李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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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君召使摈（1），色勃如（2）也，足躩

（3）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
（4）如也。趋进，翼如（5）也。宾退，必复
命曰：“宾不顾矣。”

【译文】
国君召孔子来接待宾客，他的脸色

立刻庄重起来，脚步加快。他向与他一
同站立的人作揖，向左右两边的人拱手，
衣服随身体前后摆动，却很整齐。他小
步快走，就像鸟儿展开的双翅。待宾客
走后，他必定向国君回报说：“宾客已经
不回头张望了。”

【解析】
本章讲述夫子在朝堂接待宾客的场

景。
（1）摈，音ｂìｎ，这里作动词，指接

待外来宾客。《周礼·小行人》中说：“凡四
方之使者，大客则摈。”可见，摈是规格较
高的接待，而摈者就是从事接待任务的
官员。

（2）勃如，面色庄重的样子。
（3）躩，音ｊｕé，形容脚步飞快。
（4）襜，音ｃｈāｎ，整齐之貌。
（5）翼如，像鸟儿展翅一样。
诸侯间往来朝聘，能成为摈者的多

为身份尊贵的上卿，而夫子在鲁只是大
夫，所以国君特命他主持聘礼。根据《仪
礼·聘礼》的记载，聘有大聘和小聘之分，
是周代天子与诸侯或诸侯与诸侯之间，
在没有祭祀、会盟时互相派遣使者往来
聘问，从而联络感情或达到某种政治目
的的外交仪式，其中包括执玉、郊劳、辞
玉、受玉、私覿、问卿、还玉等一系列仪
节。

那么，鲁君为什么要特命夫子来接
待宾客呢？这里大概有三方面原因。第
一，宾客或自齐、晋、楚等大国，鲁君不
想在大国面前失了礼数。第二，宾客有
可能是像吴国的公子季札那样精通礼乐
者，鲁君不得不在国内找到能够妥善应
对之人。第三，从之前鲁国上卿孟僖子
出国访问，因不懂礼仪而被外邦嘲笑的
历史来看，鲁国已在丧失“宗邦望国”的
美誉，其礼乐文化之盛也逐渐凋零。所
以，在前500年，鲁定公决定参加与齐国
的夹谷会盟时，担任随行相礼的并不是
三桓中任何一位，而是夫子其人。这样
看来，深谙礼乐文化、驾轻就熟的夫子被
不时召来出任摈者，已然成为家常。而
在宾客心满意足、没有任何牵挂和遗憾
离开之后，夫子回去直接向国君复命，也
表明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参与者，而是这
场礼仪外交的最高主管。

（第230期）

河南味河南味儿里的温情儿里的温情
——观看2025年河南春晚有感

□黛 烨

甲辰过后是乙巳，巳对应的生肖
是蛇。因此，2025年为蛇年。蛇作为
一种古老而神秘的生物，不仅在自然
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更在文学作品
中被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和深刻的
隐喻。在我们的古典文学中，蛇就是
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千百年来，很多蛇
的形象也早已深入人心。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分
为风、雅、颂三部分。雅又分为大雅、小
雅。小雅中的《斯干》中写到：“吉梦维
何？维熊维罴，维虺维蛇……维熊维
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意
思是说，梦见狗熊棕熊、小蛇大蛇，是吉
祥的梦。梦见狗熊棕熊，是生男孩的祥
兆；梦见小蛇大蛇，是生女孩的祥兆。

在中国志怪古籍的《山海经》里，
讲述了许多具有浓厚神秘色彩和浪漫
主义情怀的神话故事，反映了古代中
国人民对于世界起源、自然现象以及
社会生活的理解和想象。而蛇是《山
海经》里出现最多的动物，名曰相柳、
肥遗、腾蛇、鸣蛇、九婴等。有的凶猛
异常，能掀起滔天巨浪；有的一头两
身，能引起大旱灾；有的吞云吐雾，每
天想着蜕皮飞升……这些形态各异的
蛇，使《山海经》千百年来为世人所着
迷，成为书中最具特色的一大亮点，同
时也为后世人们考察上古时期的动物
环境提供了重要线索。

东晋干宝写过一部很著名的《搜
神记》，书中就有《李寄杀蛇》的故事。
故事说东越闽中地区有一座庸岭，岭
西北山洞里有一条大蛇，经常出来残
害百姓。当地的风俗是每年都要选出
一个十二三岁的童女，作为祭品献给
大蛇。这一年，将乐县李诞家的小女
儿李寄应募前往。李寄带着宝剑和猎
狗，独自一人来到山洞，用计策引出大
蛇，并与之搏斗，最终成功将其杀死。
李寄的勇敢行为得到了人们赞赏，她
也因此被东越国王聘为王后，她的家
人也受到了封赏……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有一篇
很有名的散文《捕蛇者说》，开头就说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
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当然，
柳宗元写蛇不是为蛇立传，而是反映
当时“苛政猛于虎”的税收，其结尾处
说“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千
古之下读之，犹让人警醒。

说到蛇，估计大多数人都会想到
《白蛇传》，耳旁会想起“洞中千年修此
身，青城山下白素贞”的歌词。而冯梦
龙《警世通言》里的名篇《白娘子永镇
雷峰塔》是戏曲《白蛇传》的蓝本，不过
其旨趣大相径庭。《白娘子永镇雷峰
塔》里法海是正义的一方，到《白蛇传》
里则摇身一变，成了干涉婚姻自由的
大反派。至于白娘子（白蛇），也从一

个性格模糊的女妖，化为争取爱情的
斗士。尤其是随着赵雅芝和叶童主演
的《新白娘子传奇》播出后，赵雅芝剧
中展现出的白娘子不仅美丽动人，而
且温柔贤惠，具有深厚的仙气和母性
光辉。她的形象成为无数人心中白娘
子的模板，影响了几代观众。

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志异》
多次写到了蛇。其中有《豢蛇》《蛰蛇》
《蛇人》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蛇
人》。小说详细描绘了一位耍蛇艺人
与其灵蛇二青之间的情感纠葛与道德
启示。二青，作为耍蛇人的伙伴，被赋
予了生命，与耍蛇人建立了深厚的友
谊。然而，当耍蛇人将其放归山林时，
二青在自然环境中成长，却一度成为
路人旅途中的威胁。面对这种情况，
耍蛇人以深刻的言辞劝诫它，二青从
此不再伤害无辜的行人……蒲松龄通
过《蛇人》这个故事，提醒人们应当反
思自己的行为，学习动物的智慧，做一
个有良知、有道德底线的人。

在古典文学中，蛇的形象往往与智
慧、诱惑和邪恶紧密相连，具有多元化
的象征意义。其实蛇作为动物本身没
有道德和品性，是千百年来的文人雅士
赋予了其不同的个性。喜爱也好，厌恶
也罢，蛇就活生生存在于我们古典文学
的文本之中。在蛇年，翻阅一下关于古
典文学中蛇的故事，也算一种雅致吧。

古典文学作品中的蛇
□樊树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