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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英年早逝，逾
千人自发到灵前吊唁或送他最后一程。这
里边，有他生前的同事、同学、学生、朋友、
乡亲……

他叫车海斌，是我的老同学、好朋友。
就在前不久，他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老同学出身于历山脚下的普通农家，
凭着睿智聪慧和勤奋敬业，从一所仅有几
十名学生的山村复式小学教师做起，到县
办初中教师、教导主任、副校长，再到县教
体局中层干部，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

生前，他的领导和同事们夸赞他是“人
见人爱”，因为他甘于担当、任劳任怨，对任
何一项工作安排从不说“不”；他的同学和

朋友说他是个“大好人、大善人”，因为他为
人 敦 厚 、正 直 善 良 ，对 谁 都“ 像 春 天 般 温
暖”；他的众多学生称他为“恩师”，说他像

“慈父”，因为他爱生如子、润物无声……但
凡熟悉他的人，都会对他竖起大拇指，而大
家对他点赞的最多的，是他的恪尽职守、他
的敬业奉献。

中高考保密工作是一项容不得半点马
虎的“瓷器活”，需要责任心强、心细如发的
人来担负。老同学连续十多年承担全县的
此项工作，殚精竭虑、一丝不苟，不但没出
现过任何纰漏，还屡受上级表扬。其实，这
并非他的本职工作，他是被临时抽调挑起
这副重担的。一个人连续十多年被“临时

抽调”扛大梁，而且毫无怨言、尽心竭力地
去完成，其品德才干、敬业精神可见一斑。
就在老同学生命历程中的最后几年，已年
近花甲的他，还和年轻人一起，无怨无悔地
从事着这项工作。其实，不仅仅是保密工
作，单位里有了急活、重活，同事们也常常
找他帮忙，因为他不仅有一副热心肠，乐于
助人，而且总能全力以赴、出色地做好。

在老同学近四十载的工作生涯中，有
25 年从事教书育人工作。他极端热爱这项
事业，呕心沥血、兢兢业业，不但教学成绩
斐然，而且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对待每一
名学生，育得桃李满园。对那些家庭困难
的学生，他关爱有加，常常自掏腰包雪中送

炭。他的一名学生考上了师范，因其父亲
刚刚去世，家庭生活困难，一时拿不出学
费。他听说后当即解囊相助。这位学生参
加工作后，他又变身“月老”，牵线搭桥为其
解决终身大事，并搬出自己的岳父当媒人，
促成了这名学生的姻缘。老同学的追思会
上，这位同志泣不成声、几度哽咽。

这样的故事在老同学身上举不胜举，
对他怀有感恩之心的学生不在少数。他的
许多学生后来也从事了教育工作，和他成
了同事、同行。每逢县里召开教师会议或
在一些活动场所，只要老同学一进场，现场
的许多人便会不约而同地站起来，热情地
向他问好打招呼或行注目礼。因为这些人
都曾经是他的学生，有的甚至成了他的上
级。有同事同他开玩笑说：“你能享受到这
样高的礼遇，让我们‘羡慕嫉妒恨’啊！”我
想，这正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

老同学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和业绩，
有的只是些点点滴滴、平平常常的凡人小
事。其实，他正是用最朴素、最平凡的方
式，诠释了责任与奉献的力量，也应了那句
话：平凡成就伟大！

有一种担当叫尽职尽责
■马坚兵

听说新编古装蒲剧《还阳珠》
在人民剧院正式上演，遂与众多戏
迷们一起走进剧院，美美过了一把
戏瘾。

白天刮了一天北风，入夜仍不
息，隔着车窗望去，街道两旁的法
桐在寒风中瑟缩着。停了车，走到
剧院高高的台阶前，人流正从四面
八方涌向这里，恍如入河的一道道
溪流。戏迷们的盈盈笑语，屏蔽了
冬的寒意，呈现别样的热烈——天
底下的戏迷们爱戏，想来都一样，
刮风下雨，天公为难，都挡不住他
们奔向戏台的脚步。

晚 7 时 30 分，舞台方向传来操
着永济口音的男声，播报今晚的演
出剧目和主要演职人员——这声
音有很好的静场效果，偌大的剧院
里 ，喧 嚣 的 声 浪 如 海 潮 般 迅 疾 退
却，观众们停止了交头接耳，坐直
了身子，目光投向舞台。

对今晚的看戏，我有一种盛宴
开席前的小兴奋。该剧编剧杨孟
冬，身兼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
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山西省美术
家协会会员、永济市文联主席等多
重身份，在绘画、写作、书法诸领域
内灵活腾挪，身手之不凡，羡煞众
人。《还阳珠》是杨孟冬的第一部戏
曲 作 品 ，都 说 作 品 是 作 家 的“ 孩
子”，著述颇丰的他，对自己这第一
个可以搬到舞台上与观众见面的

“孩子”，喜爱之情自不待言。剧本
去年 6 月份完稿之后，小半年的时
间里，从编剧、导演、演员，到音乐
设计、舞美设计，创作团队一直在
为排练这出戏忙个不停，一段段唱
词，推敲了再推敲；一个个动作，打
磨了再打磨，几次试演的视频中，
常见人头攒动、喝彩不断。今天不
同往常，是在人民剧院正式演出，
我和今晚的观众们，坐的可是“正
席”，盛宴值得期待！

伴 随 着 浑 厚 的 男 中 音 画 外 音
响起，厚重的丝绒帷幕徐徐开启，
炫目的舞台灯光光华骤射，层峦叠
嶂、云雾缭绕的舞台置景，营造出
恍若仙境的效果。心中正欲把这
舞台中央之“山”与现实中的南山
做一比较，婉转清亮的女高音，声
如裂帛般从幕后传出，观众们循声

引颈而望，白衣小旦携老旦袅袅娜娜来到台前，手执拂尘的道长
也同时出场，默立一侧。这场戏中，道长没有一句唱词，但绝非
闲笔——龙王庙前即将发生的一幕，道长是见证者，关键时刻将
由他揭开真相。

《还阳珠》全剧共八场，是以明朝嘉靖年间蒲州地面上的一
场大旱为背景展开的。戏一开场，就显示了异常尖锐的矛盾冲
突：虞乡县民女刘玉英与母亲卢氏，在投亲路上与纨绔子弟罗三
及刁狗等一众喽啰相遇，罗三见刘玉英年轻貌美，欲强抢霸占，
卢氏以身护女，结果惨遭马踏而亡，刘玉英被逼跳崖自尽，幸亏
龙生用“还阳珠”搭救，并帮刘玉英写好状子，刘玉英踏上坎坷艰
难的申冤之路——这样的开场，戏料够猛够烈，让观众的心一下
子悬了起来，在座席与舞台之间忽忽悠悠地飘来荡去。

《还阳珠》后七场围绕刘玉英为母申冤的主线展开，先到虞
乡县衙，再到蒲州州衙，两次告状，两种结果：在虞乡，刘玉英本
要状告罗三，不料县令马胡正是罗三舅舅，舅甥串通伪造婚约，
竟将刘玉英判给罗三；洞房里刘玉英设法将罗三灌醉，逃出魔窟
后告状到蒲州知州张济跟前。张济刚从京城外放蒲州，就遇到
蒲州大旱乡民流离，又接到刘玉英申冤诉状，他一面设粥赈灾，
上报朝廷，一面微服私访，查访案情，最终从条阳道长那里得知
案情真相。当企图杀人灭口的刁狗在龙王庙被当场活捉后，全
剧就来到了第八场，这场戏是正邪两种势力的最终对决，也是全
剧的高潮，以张济为代表的正义一方，与以罗三为代表的邪恶一
方，你来我往，激烈交锋。罗三仗着有权有势，气焰嚣张，威吓要
让张济脱了冠带丢了乌纱。张济外放等同被贬，这次如果秉公
断案，将直接得罪罗三之父、现任吏部侍郎掌握官员升迁大权的
罗天林。身为体制内官员，张济不可能不在意自己的官位，这是
他为民办事的平台，但他更在意在官位上能否为百姓伸张正
义。“非是我将这乌纱恋，无官职怎能为民诉屈冤”“难难难，前
程、民情难酌定；愁愁愁，良心、昧心心不宁”。舞台中央，张济来
回地踱着步，上下剧烈抖动的帽翅，也是他极度纠结、剧烈斗争
的内心显现。当然，作为全剧着力塑造的清官形象，张济的最终
抉择也符合观众心理预期：当罗三等凶顽得到惩处、一场甘霖也
适时自天而降时，台下观众的掌声与喝彩声达到了最高潮。第
八场是观众掌声次数最多、叫好声最多的一场戏，这掌声和叫好
声诠释了观众内心太多的满意和满足——这戏剧情好，唱得也
好，是演到咱百姓心里了！

整出戏看下来，不得不佩服剧作者讲故事的水平：全剧的情
节设置十分巧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高潮不断，好戏连连；情
节推进既大开大合，又密针细线，既跌宕起伏，又环环相扣。因
为观众的心始终被主人公的命运牵着，两个小时十多分钟的看
戏时间，感觉过得很快，毫无传统戏曲中惯见的拖沓冗散。这种
快速推进的戏曲结构，还有现代感极强的音乐设计，让台下的蒲
剧迷们既陌生又熟悉。其实，古戏不古，古中有新，也是剧作者
的努力所在：在快节奏的当下，努力接近观众的审美趣味，在传
统的华美戏服、婉转唱腔、程式化表演之外，创造一种更有吸引
力、更具现代感的讲述方式，就像红酒中掺进了香槟，给观众带
来了新颖别致的艺术感受，也增强了戏曲本身的感染力与生命
力。

《还阳珠》取材于流传永济的一个传说，重新进行了艺术加
工，刘玉英吞下龙生的“还阳珠”借以生还的情节，以及刘玉英与
龙生的“人神恋”，赋予了该剧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是神、人
两界相隔，龙生在帮助蒲州百姓求得一场甘霖后，接替父亲成为
新龙王，刘玉英无奈道出一句念白：“此生难相伴，愿做看庙人。”
全剧带着幽幽惆怅与淡淡哀怨降下帷幕。这个世界，雨可求，冤
可雪，心意相通、地久天长的爱情最难得——遗憾是人生的常
态，与中国戏曲的“大团圆”结尾相比，这样的结尾多了一层理性
与清醒。剧中虞乡、蒲州、中条山、王官峪、龙王庙、卿云观等百
姓们熟悉的地名和景观，以及“收秋不收秋，要看五月二十六”等
民谚，也赋予了该剧浓郁的地域色彩，当台上演员唱念出这些台
词时，观众席上总有人轻声重复着，发出会意的笑声。

生于蒲坂、长于蒲坂的杨孟冬，热爱家乡的蒲剧，对基层剧
团的生存困境及艺术坚守有着最为深切的理解，同时他认为戏
曲的根基在百姓，编写《还阳珠》时，就是想把它打造成老百姓爱
看、能看明白的戏。剧院里一次次的掌声雷动，是对剧作者这一
初心的最好回馈，也是对广大蒲剧艺术坚守者的最高致敬。

随着汹涌人流走出剧院的时候，听着旁边的戏迷们边走边
交流着剧情，我想，走进剧院看大戏，看一出令人身心愉悦的好
戏，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期盼，更是众多戏迷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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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是一片广阔无垠的海洋，村庄是
海洋中的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岛屿。

村庄里的人们出出进进、来来往往，有
通往村外的那条小路指引方向，村民不可
能看不清路，而走到另一个村庄。

生长在岛屿上的飞鸟，飞来飞去，飞进
飞出，也同样有通往岛屿上的道路。

只不过飞鸟的道路在天空，人的肉眼
看不到，飞鸟自然知道它们的道路在哪里。

人们要去另一个遥远的陌生的村庄，
必须通过储存在头脑中的记忆和导航器作
指引，飞鸟除了有超凡的记忆外，也有导航
器，它们一旦飞往遥远的异国他乡，返回时
靠的也是导航器。

不过它们的导航器确切地说，要比人
类的导航器发明的早几千年或者几万年。
它们回归到自己所居住的岛屿当然是很简
单的事。

人们在自己的村庄住久了，总是想方
设法往城里钻，在城里建立自己的另一个
家园。

住在岛屿上的飞鸟，一年，两年，十年，
八年。或者一生都居住在岛屿上不愿离开
它们的家园，它们非常厌恶城里的生活。

即便是有人将它们的家园捣毁掉了，
它们宁愿去另一个岛屿建立新的家园，也
不去城中寻找另一个住所。

村庄里的村民王五，外出多年打工，杳
无音信，父母整天以泪洗面，望眼欲穿，终

不见回归。他的姐妹们只能在村口路边，
用粉笔画上一个圈，烧上几张纸，为他送去
冥币和过冬的棉衣。

一天，我在一个遥远而繁华的城里遇
见发小张瘸子，张瘸子弟兄四个，他排行老
四。过去家里很穷，娶媳妇有点难。于是
他独自外出打工，挣了很多钱，在城里娶到
一个漂亮的媳妇，把家也安置在城里。多
年没有看到他，马上又要到蛇年春节，我问
他什么时候回家？

张瘸子把头从小车里伸出来，脸上挂
满泪珠说，今年不回去了。我有点疑惑又
问，怎么能不回家？他止住哽咽说，爹娘都
去世了，哪里还有家？

水蓬草

冬天来了，接着很快又要下雪，天寒地
冻让村庄里的人们又将经受一次严冬的考
验。

我在村口遇见老队长，他笑呵呵地说，
冬天来了怕啥，冬天又不吃人。再冷咱们
家家都有空调，有电暖器，有电褥子，还有
做饭的电炉子。

过去那些年，每到冬天，睡觉有土炕，
做饭要用柴火烧，即便用土炕取暖也离不
开柴火烧炕。

大田里的玉米秆、谷子秆、高粱秆、黄
豆秆一切作物的秸秆都被社员拉进生产队

的牲口场。
除了玉米秆被社员用铡刀切成短节喂

牛马之外，其他作物的秸秆都堆在牲口场
上，让饲养员在牛棚里点着，供牲口取暖使
用。

为了节俭，村庄里的人们都下河滩，
在河滩砍伐一种叫水蓬草的植物做燃料。

说是草，其实比那些遍布河滩的其他
蒿草高大、丰满得多。秋天，一株水蓬草
可以长到半人高。主干足有一个成年人的
胳膊粗。冬天，水蓬草干枯了，砍伐回
来，无论烧炕、烧饭都是最佳的燃料。

那时每年进入冬季，我和发小们每人
拉一辆小平车就去河滩里砍伐水蓬草。

水蓬草也和人一样，有高有矮，有粗
有细。发小们都喜欢找粗的去砍伐。因为
砍十几株粗的就足够装满一平车，空闲时
间就可以去河边玩耍。假如砍伐细的起码
得砍伐几十株才能装足一车，而且费工费
时。

大家一旦进入河滩，看到长势粗的，
就一窝蜂朝那边冲过去。

发小未未是一个最懒惰的人，干什么
事总想一劳永逸，怕出力图清闲。大家都
在积极踊跃地砍伐，他坐在平车上“坐山
观虎斗”，看到大家砍伐下来后，命令每
人赐给他几株。大家不敢反对。因为他人
高马大，比同龄的发小高出一个头，力气
又比其他发小大几倍。

未 未 懒 惰 在 村 里 是 出 了 名 的 。 有 人
说，未未懒惰成性，是一种病态，是从母
体里带来的。他母亲生下他们姐弟八个，
他排列最后。上面都是女孩。他从小被父
母娇生惯养，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发小
们在他家门前玩耍，到了饭点，母亲喊叫
他，他当成耳旁风。母亲每次到时，都会
将饭送到他手上。

上小学时，一次老师布置了作业，大
家都在课桌上做作业，他却懒惰地怕动脑
袋，偷偷在桌子下叠纸飞机。老师收看作
业问他，未未你怎么不做作业？他用手指
了指同桌说，你别管，等他做完，我照他
的作业抄写出来就行了。老师只好罚他站
一个小时。

后来，听村里人说，那年父母给未未
找了个对象，结了婚。婚后没几天，娶回
的媳妇跑回了娘家，再没回来。原因是他
太懒惰。

水蓬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河滩
落户的。因为它繁殖快、生长发育期长、
个头大，抢先占领了河滩大部分地盘。

它 怎 么 也 没 有 想 到 ， 偏 偏 是 这 种 优
势，给它带来灾难性后果。人们进入河滩
首先奔着它而去。砍的砍伐的伐，整个一
个冬天，人们就会将其砍伐得片甲不留。

没想到，1978 年 8 月，老天滴滴啦啦
下了一个多月的雨，村子前那片河滩里的
水，一天天涨了起来，把原来生长水蓬草的
地盘，淹没得寸土不留。

如今不需要再去砍伐水蓬草，再一个，
水蓬草被水淹没后再也不会生长的。但是
我们这些当年曾经的发小和村庄里的人
们，不会忘记水蓬草为村民作出的贡献。

水 蓬 草 的 命 运 是 被 浩 荡 的 河 水 淹 没
了，再过若干年，我们这些过去的发小，
是不是也会像水蓬草一样，被时间的河流
淹没带走。

村 庄 和 家 （外一章）
■赵应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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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通知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复杂
的，既忐忑不安又热切期盼。不安的
是，年终岁末，单位的工作非常繁忙，却
专门为我们几个召开如此隆重的欢送
会，真正是给领导和大家添麻烦；期盼
的是，仅仅离开四个多月，却感觉时间
好像过去了很久很久，有许多心里话想
和大家分享。

又一次坐在这无数次参加会议的
地方，又一次看到可敬可亲的领导和同
事，尤其是看到屏幕上那夺人眼球的主
标题“感恩有你，一路同行”，还有那一
行“永远记得，那一段充满奋斗激情的
闪亮日子！”刹那间，我的眼眶里蓄满泪
水。这样的情怀，这样的表达，我也何
尝不是呢？万语千言不知从何说起，心
中充满了无数的感激、无限的眷恋和无
比的期待。

南朝梁文学家江淹曾在他的《别
赋》中 写 道 ：“ 黯 然 销 魂 者 ，唯 别 而 已
矣！”

的确，唯有分别时，才懂得感激的
心情多么强烈。回顾 30 多年的职业生
涯，一路走来，我十分庆幸能有机缘在
这个大家庭里工作。感恩组织的关怀
培养，让我从一个农家子弟锻炼成长为
一名领导干部，为我搭建了提升才能的
平台，收拾整理的一摞摞荣誉证书就是
最好的明证；感激历任领导和班子成员
对我的关心帮助，尤其是对我工作的充
分信任和生活的极大帮助，我们曾无数
次齐心协力，通力配合，完成了一次次
急难险重的任务，所有的经历令我永生
难忘；感谢同事们对我的关切支持，我
的每一次进步、每一分成绩都离不开大
家，我们是同事，更是战友，这份情谊弥
足珍贵，历久弥坚，我将永远铭记。“山
河不足重，重在遇贵人。”感谢生命中所
有的相遇。

的确，唯有分别时，才懂得眷恋
的心情多么深沉。回首过往，从青葱
少女到沧桑中年，机关大院里的一切
都是那么熟悉，那么让人留恋。其他
同志的亲切问候，门卫保安的热情相
迎，言犹在耳，如在眼前。楼前的塔
松、路边的冬青陪着我走过风，走过
雨，它们时常用挺拔的身姿无言地告
诫着我：“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
是对生命的辜负！”彻夜长明的灯光见
证着我们的废寝忘食；花开百日的紫

薇陪伴着我们的节假值守。夜深独坐
谁与伴，紫薇花对值班郎！我自豪我生
命的最美时光是在这充满温情、充满奋
斗的大院里度过。“青丝白发一瞬间，年
华老去向谁言，春风若有怜花意，可否
许我再少年？”

的确，唯有分别时，才懂得期待的
心情多么迫切。虽然船到码头车到站，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离开岗位是每个
人的必经之路，但我们相遇相识相知的
缘分会浓墨重彩地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并随着时间的增长愈加醇厚亲切。期
待所有的老同志，凝心静气履职责，于
无声处讲奉献；期待年轻同志学思践悟
勤练笔，勇挑重担创佳绩。“律回春渐，
新元肇启”，新年，是时间轴上的一次跨
越，让我们把遗憾、失落留在过去，去迎
接新的挑战；“愿得长如此，年年物候
新”，新年，是一扇通往全新自我的大
门，让我们得以审视和修正过往，重新
出发，成就最好的自己。

言 有 尽 ，意 无 限 ，一 生 珍 重 情 不
离。就让我用为自己写的这首小诗与
大家轻轻《告别》，并希望它陪伴着你
我，走向新的生活——

当初，我悄悄地来时，
注定了此刻我要轻轻地走。
我试图含笑着挥挥衣袖，
然而，不争气的泪水已浸满双眸。
我多想再看一眼这熟悉的地方，
却始终不敢回头。
亲爱的朋友，
离别，只是短暂的停留，
相信总有一个舞台，
会让我们重新聚首。

我留恋这温暖的家园，
更珍惜并肩奋斗的战友。
曾经，怀揣着梦想踏上征途，
感恩生活让我成长了很多。
如今，我再次整装上路，
在多彩的世界尽情游走。

人生的每一段都可以精彩纷呈，
只要你足够优秀，
放弃贪嗔、抛却烦恼，
带着信念行走在无垠的绿野四周。
生活的舞台如此宽阔，
这里将永远不退不休！

惜 别
■张彩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