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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市第六届文化“菊花奖”经典剧目展演第十三场

眉户《顾家妈妈》：人间大爱 情动凤城

□吉海奎

说到紫禁城，人们都会想到北京的
故 宫 ， 但 我 要 说 的 是 赵 村 的 “ 紫 禁
城”。

赵村位于新绛县万安镇的最边缘，
这里少了城市的喧闹，多了世外桃源的
清静。南有峨嵋岭为屏障，北有汾河水
做后盾，东可看日出，西能望黄河，是
个有悠久历史的古村落。

传说很早以前这里称坡底村，因这
里的先祖曾穴居坡下而得名，后因村庄
渐大，王、赵两姓人口居多，改名王赵
村。再后来因种种因素，王赵村改名赵
村至今。

赵村历史深久，文化底蕴丰厚，历来
人杰地灵，物华天宝。村前是峨嵋台地，
很久以前经雨水冲刷形成了十沟九道
岭，人称“九凤朝阳村”；村北是富饶的汾
河谷地，汾水绕村而过。赵村从不缺

“山”少“水”，但赵村人历来都低调务
实，遇事能退则退，能让则让，有“财”而
不显摆，行善而不扬名。过去赵村的古
村墙，村门也都是八字回缩在村墙之内
的。

传说，明太祖朱元璋流浪乞讨时到
过赵村，见赵村地理位置优越：战时可
利用沟岭攻守兼备，平时能耕种良田乐
业安居；有旱地、水地，适种五谷杂
粮；有坡地、沟地，宜栽果树植桑；更
有大片的滩地、草坡，适合于发展副

业。尤其是此地民风淳朴，村民待人友
善，朱元璋就在赵村一寒窑住下了。后
来，朱元璋受赵村高人指点返乡投军，
最后打下大明江山。

传说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但朱家在
赵村建有“紫禁城”却是千真万确的。
如今“紫禁城”遗址还在，地名仍沿用
至今，朱姓的后代也在赵村。为了解赵
村“紫禁城”的过去，笔者专门拜访过
一位退休老领导。据他所说，他虽生长
在柏壁村，但他的祖籍却是赵村，他记
得小时候每年都要随大人到赵村去祭
祖。笔者还找过本镇一石家庄村籍的老
干部聊过，他也来自赵村的朱家，谈到
赵村和赵村“紫禁城”里的故事时连说
遗憾，因为“紫禁城”的消失留给后人
的只剩下说不出的痛。

赵村人都知道朱家祖坟里埋着一位
丢了头的皇亲。传说朱家人用黄金给尸
身补上了个金人头，曾引得盗墓贼惦
记，后不得不平坟防盗。朱家祖坟的准
确位置在什么地方，朱家后人知道的都
少之又少，但赵村人一直称朱家祖坟所
在的那块地方为“金疙窝”。

朱家人什么时候来到赵村，为什么
要在赵村建“紫禁城”，现在的朱家后
人也说不清道不明，能说清的只有“紫
禁城”这个名字和那块地方，以及流传
下来的野史传说。

或许这是一段历史记忆的断片，也
可能是朱家不能公开于世的一个秘密，

我们只能在现存的历史遗迹里去寻找、
去推测历史的可能，但谁都不能否认赵
村“紫禁城”的存在。

赵村“紫禁城”坐南朝北，坐落在
赵村村东南的高崖下，东、西、北三面
是由天然断崖形成的围墙，正门朝北，
出城门前行两三百米就是现在赵村的东
南角村门口，也是当年“紫禁城”的报
事门。当时凡进城者，文官下轿，武官
下马，待报事人进城禀报后方可入城。
报事门门名还在，路还能走，却早已没
了当年的传报人。

虽然赵村的“紫禁城”占地面积只
有三亩地有余，但麻雀虽小、五脏俱
全，它完全就是一个浓缩版的北京故宫
的。出了报事门，向东走不远处，还有
个打帘坡。过去，皇帝出宫坐轿，轿子
都有帘子遮挡，想必打帘坡地名就与那
时的出行仪式有所关联。

时空流转，朝代更替。明朝灭亡，
赵村的“紫禁城”也随之败落。为了生
计，朱家后人最后把“紫禁城”卖给了
当时的大户王家，遗憾的是，王家的后
人吸食鸦片，这个失落在民间的建筑瑰
宝就慢慢地被拆卖完了。后到抗日战争
时期，日军为了在此寻宝，把传说中朱
元璋住过的古窑也给炸毁了，从此赵村

“紫禁城”变得面目全非，一座有几百
年历史的神秘建筑，就这样烟消云散
了。

现在的“紫禁城遗址”上已建起了

新瓦房，听说村民建房挖地基时，挖至
几米深处，发现了完好的“紫禁城”地
基、清晰的院落轮廓、用多层砖铺就的
院子和地下粮仓的痕迹，还有一些残瓮
空穴和一个地洞直入南崖深处，洞内因
年久塌堵不能进入，洞通何方也无人知
道。

在“紫禁城”的南崖之上，有一块
平地叫尉家坡，是当年守护“紫禁城”
的驻军所在地，也是保卫“紫禁城”的
最佳方位。在离“紫禁城”不远的村
内，现在还留有朱家井 （朱家井一直用
到20世纪80年代） 和朱府里胡同等古
迹和地方名。

赵村是个历史悠久、神秘而传奇
的古村落，藏龙卧虎，钟灵毓秀。在
赵村这块土地上，流传着与大唐李世
民、大明朱元璋有关的故事和传说。
从明清时赵村手工制作的贡品官帽，
到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赵村生产的太阳
牌玻璃刀销往全国；从现在的农产品
油桃出口到海外，到罗家金刚石带动
周边乡镇人走向共同富裕，再到赵村
正在开办的农贸一体化服务园区的设
计，赵村总是以低调的姿态走在前进
的路上，满足社会的需求，努力实现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巍巍峨嵋是赵村的脊梁，悠悠汾水
是赵村的血脉。正因赵村有悠久深厚的
历史文化积淀，才有今天赵村的腾飞和
更加辉煌的明天。

赵 村 与 赵 村赵 村 与 赵 村““ 紫 禁 城紫 禁 城 ””的 传 说的 传 说

□记者 王捷 文图

11月24日晚，蒲景苑里笑与泪交
织、爱与善流淌。运城市第六届文化

“菊花奖”经典剧目展演第十三场开
唱，由临猗县眉户剧团带来的眉户现
代戏《顾家妈妈》如同一幅细腻动人的
生活画卷，向观众讲述了一个贯穿45
年的感人故事，讴歌伟大母爱，礼赞善
行义举，带给观众深深的震撼与感动，
现场掌声不断，好评如潮。

故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一个
寻常的春节，吉祥巷的人们正在为庆
祝新年而忙碌。然而在那个大年夜，
女主人突然离家出走，不但没有留下
任何财产，还将一对龙凤胎留给了朴
实、善良的年轻保姆红柳。找不到女
主人的红柳毅然承担起抚养孩子的重
担，一担就是45年。

在那个艰难的岁月，红柳一个人
含辛茹苦把龙凤胎抚养成人，看着他
们结婚生子，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
展。龙凤胎二人有了各自的小家，但
也因为经济、工作等原因产生了一些
摩擦。最终，围绕着红柳一直代为保
管的“红木雕花盒”，他们的身世之谜
被解开……

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下，该剧以普
通老百姓的视角为切入点，将横跨几
十年的故事浓缩在两个半小时的舞台
上，让观众看到了红柳对一对孩子不

离不弃的凡人壮举，以及那份超越血
缘的亲情大爱。故事充满喜怒哀乐，
情节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既有
令人欢笑的幽默桥段，又有令人动容
的无私奉献，深刻诠释了母爱的伟大
和人性的光辉。

因为婉转悠扬的唱腔和贴近生活
的剧情，眉户《顾家妈妈》深受观众喜
爱，演员们对剧情的精彩诠释更是一
大亮点。

国家二级演员卫程红领衔饰演红
柳，通过细腻的表情、生动的肢体语言
和饱含深情的唱腔，将红柳善良、坚

忍、无私演绎得淋漓尽致。每个眼神
和动作，都能让观众深刻感受到红柳
内心的情感变化。

尤其是在演绎红柳 25 岁、40 岁、
55 岁、70 岁 4 个不同年龄段的状态
时，她特意结合年龄特点，在人物音
色、语调、体态、姿势等各方面作了设
计，十分契合人物形象特点。特别是

“为儿女我不觉得冤”“苦劳一生我心
甘情愿”等唱段，时而高亢激昂，时而
低沉婉转，生动诉说了自己的无怨无
悔，让人动容。

青年优秀演员许腾飞饰演唐云

天，其清亮的嗓音和细腻的演绎，成功
刻画了人物的正直善良。龙凤胎八月
和十五，以及儿媳胡爱美、女婿谷大
康、窑嫂等其他主要角色，也都由该团
优秀青年演员饰演。他们各尽所能，
生动诠释了人物的挣扎矛盾、泼辣蛮
横、善良豪爽等性格特征，给观众留下
了深刻印象。

此外，精美的舞台布景和服装设
计也为该剧增色不少。不同的场景、
道具、人物穿着，既有时代特色，又符
合人物身份，为推进剧情、塑造角色起
到辅助作用。

演出过程中，观众被环环相扣的
剧情、充满哲理的台词和演员们精湛
的表演深深吸引，现场不时爆发出热
烈的掌声。特别是红柳两度为儿缝补
掉落的扣子、红柳面对亲情和现实时
无奈抉择等场景，戳中了观众泪点，令
很多观众泪湿眼眶。

观众杜女士被剧中的很多唱词所
打动，“红柳说‘我不是正宗的奶奶，是
保姆，可天底下哪个奶奶不是保姆
呢’，说得真好。红柳和孩子不是亲
人，却胜似亲人，这种感情让我们动
容，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家人”。

散场后，观众李先生连连称赞演
得好，“就像剧中说的，有爱的地方就
有家。这部剧主题深刻，让我们看到
了母爱的伟大，让人感动，也感觉很
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