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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步济宁洸府河公园
张成吉

闲来堤上踏晨晖，满眼芬芳堆翠微。
一水抱城烟柳绕，千花护岸锦霞围。
丹青奕奕开轩榭，古建煌煌映日辉。
廊院流连忘去路，暖风残照鹭飞飞。

题汶上县莲花湖康养院（新韵）
王允国

莲花湖畔水粼粼，两岸泉河柳色新。
孤雁空巢行大孝，高德湛技唤回春。
仁慈普救含灵苦，持善合尊似子亲。
莫道桑榆无傍靠，满霞夕照醉人心。

游梁山断金亭
杨先进

闲观云卧断金亭，烟起泉飞入画屏。
松影黄鹂鸣柳谷，波光白鹭戏荷萍。
三生共道能追月，一路同心可摘星。
风雨长河崇礼义，春秋伟业自康宁。

七 夕（通韵）
姬广良

牛郎织女遇良宵，相会七夕慰苦熬。
河汉秋高星铺路，天街夜永鹊搭桥。
金风萦耳真情涌，玉露涤心挚语潮。

人间佳谈经世久，葡萄架下享清聊。

立 秋
史月华

叶落知秋至，花残半夏风。
石榴开口笑，稻谷把腰弓。
归雁啼声远，流云幻影丰。
田园瓜果硕，锦绣映长空。

沂河晚霞
李文华

五彩浮云耀眼明，人间仙境瞬间呈。
惊飞白鹭冲天起，霞映荷塘妙句生。

兴隆塔随想
王兴龙

晨钟暮鼓写诗行，庙像松风入旧章。
更喜春来楼阁起，不唯塔影落灵光。

京 剧
吴爱芹

京腔国剧古今风，粉墨登场鉴唱功。
义勇忠奸凭演绎，人生百味在其中。

运河风流
鲁亚光

水碧自芬芳，田肥鱼米香。

漕通南北远，渠贯海山长。
画绘斑斓色，文开锦绣章。
圣城弘大业，帆举运河忙。

故乡炊烟
孔庆更

落照深时归紫燕，炊烟袅袅上云天。
牛哞解轭槽头歇，狗吠依门叫嗓宣。
少女尘街抛彩毽，长男石井打清泉。
家慈煮饭甘香溢，户阖声欢喜笑连。

七 夕
张义风

织女祈求逢世外，牛郎盼望鹊桥成。
缠绵时刻多云迹，缱绻辰光少曲声。
历日相思埋腑底，经年眷恋怨河横。
今宵觅得欢欣聚，但愿佳期伴永生。

诗意人生
王秀梅

远山如黛映晴霄，近水含烟菡萏娇。
云影悠悠浮碧宇，风声细细过溪桥。
闲来品茗吟词曲，兴至玄香作画描。
若得易安同笑语，金樽并举醉今朝。

七夕念旧（通韵）
王 义

年年尤怕到七夕，空有相思不敢提。
旧影音容常绕梦，西风冷漠月先痴。

蝉鸣三曲（通韵）
高俊喜

初夏微醺蝉始鸣，暑来高咏颂芳庭。
霜风萧瑟悲声隐，一曲秋深万物宁。

秋 意
王印水

归雁征鸿秋自邀，金蝉虫蜇似笙箫。
谷粱片片迎风舞，菡萏层层飞絮飘。
荷曳池塘沉静水，鱼游渊泽弄平潮。
枫彤菊彩染天幕，气落瀛台爽韵骄。

秋 意
白如雪

秋意无声苇穗黄，枫红柳瘦菊飘香。
寒蝉悲寂微鸣尽，征雁南迁万里翔。

银龙飞驰（新韵）
穆炳森

鲁南高铁贯东西，车若飞龙驶岸堤。
逐电追风遄速过，犹如弩箭把弦离。

苏幕遮·初秋
张 林

气将清，枝尚翠。渐老蝉声，密叶愁将坠。
林下初凉微汗退。残暑依稀，万籁寻安寐。 蕣
华叹，鸾镜愧。漏箭轻移，拾梦金商醉。未几寒
来冬雪被。吟课重衣，岂若临秋瑞。

海棠春·羽毛球混双夺冠
王万习

人间天上传鹅羽。君不见，龙飞凤舞？万里
战沙场，莫把青春负。 国家荣誉今当举。为胜
利，欢呼泪雨。试看冠军侯，更有轻盈女。

鹊桥仙·七夕
陶成桥

星桥鸟驾，经年才见，泪洒九霄云畔。牛郎
织女诉离情，怎忍顾、相思别怨。 金风弄影，玉
簪划汉，情笃千秋未变。良辰苦短梦终残，唯寄
望、鹊桥永传。

前几天，几位在京的同学
约好去看张老师。临别，老师
又像往常一样，给我的包里装
了一瓶雪里蕻。另外一个同
学不要，这次我得到两瓶，心
里高兴得不得了。

还是那种熟悉的罐头瓶，
方方正正的，里面的雪里蕻青
绿诱人，香脆可口。师公说，
你也给现富拿点好东西，每次
都是咸菜。张老师说，他就好
这一口，每年腌得不多，都给
他留一点。不是啥好东西，就
是想让他再吃吃小时候的味
道！

知我者老师也。我也是
年近半百之人，也算得上吃过
大江南北，尝过各种美食，唯
独偏爱的还是咸菜。至今家
里的冰箱里，还摆着各种咸
菜，有老母亲腌制的辣椒、酱豆子、芥菜疙瘩、胡萝卜，还
有从市场上买的西瓜酱、辣白菜。一瓶瓶，一罐罐，把冰
箱挤得满满当当。不过，我还是更爱吃雪里蕻。

张老师是我们初中时的语文老师，后来跟师公随军
定居在了北京。30多年过去了，虽然时过境迁，很多记
忆都被岁月冲刷得七零八落，但在中学的寄宿生活依然
记得清晰。

那个时候，我在镇上的中学读书，平时吃住在学校，
只有周六才能回家。在学校吃的馒头，是用自家的粮食
换的，菜就是自己带的咸菜。一瓶咸菜，就是我一个星
期的生计。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我们鲁西南，咸菜是每家每
户的主打菜。除了中午能吃上一顿熟菜，早上晚上都是
咸菜。每家院子里，都有一个腌制咸菜的大缸，这也是
一个家庭的标配。

家里人口越多，缸就越大，有的一缸能吃两三年。
我们家人不多，但是缸也不小，一次能腌上百斤咸菜，白
萝卜、胡萝卜、芥菜疙瘩，满满一大缸。雪里蕻的腌制时
间相对短一些，不能和这些混在一起，母亲就专门买了
一个小缸。

在我们老家，雪里蕻叫花叶子，也叫芥菜。到了城
里，才知道它还有个学名叫雪里蕻。农历十一月前后，
是雪里蕻最茂盛的时节。时有雨雪，而雪里蕻就在雪中
青青。

腌制雪里蕻要麻烦一些，单从选料就很讲究，必须
选用打过霜雪的，不然口感发涩。新鲜的雪里蕻需要先
晾晒几天，等叶子全蔫了，就可以腌制。

母亲把早就清洗好的缸挪进屋，把洗净的菜一层一
层码在缸里。等缸塞满了，再压上石头。母亲说，菜压得
瓷实才好吃。一般新腌制的雪里蕻，六七天之后就可以
吃了。那个时候的雪里蕻清脆可口，吃在嘴里不时“咯
嘣咯嘣”响。腌得时间越长就越咸，存放得时间也越久。

我上学的时候，从家里带的“菜”，就是这种腌制时
间很长的雪里蕻，耐放。每个周日下午，母亲和姐姐下
地劳动了，我就自己留在家里炒咸菜。当时十一二岁，
也不会炒菜，就是切上葱花、辣椒，放上菜籽油，把咸菜
倒进锅里翻炒几下，然后加上水炖。

那个时候，也不讲究好吃难吃，做熟就行。另外就
是，一周只能回家一次，如果做得太好吃，半个星期吃完
了，后面的日子就只能靠同学“救济”，也不能天天“啃”
同学，就会去买豆腐乳汁。因为豆腐乳1毛钱一块，而且
一块只能吃一两顿。要知道，我一个星期的生活费才5
毛钱。所以，不舍得吃豆腐乳，就去买豆腐乳汁，1毛钱
半罐头瓶，可以蘸汁吃好几天。

那个年代，家里都没有饭盒，罐头瓶就是带咸菜的
唯一家什。星期天傍晚，返校的同学三三两两涌进校
门，不论是走路的，还是骑车的，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网
兜，里面是盛满各种装咸菜的罐头瓶。

那些瓶子，有的圆圆大大的，像个大腹便便的弥勒
佛；有的细细高高的，像个杨柳细腰的少女；还有的粗粗
矮矮的，像个没长开的大萝卜。拿到了宿舍，同学们都
会摆在窗台上，一个挨着一个，一个叠着一个，成了宿舍
里的“罐头”风景。

开饭的时候很热闹，好像不是我们在吃饭，而是咸
菜在开会。同学们纷纷拿出自己的咸菜，摆在床头前，
雪里蕻、芥菜丝、辣白菜、胡萝卜、酱豆子，有的是炒熟
的，有的是凉拌的，口味不一。你夹一口我的，我尝一口
你的。

同是咸菜，放油很多的，吃起来就很香；有的只是齁
咸，几乎看不到油星。有的同学经常换换花样，这周拿
雪里蕻，下周换了芥菜疙瘩。

回望当年，吃的是咸菜，品味的是人生，有酸甜苦
辣，也有喜悦和泪水，一瓶瓶咸菜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如今的人们，对咸菜没有了以往的依赖和渴望，甚
至有人把它列为不健康食品。不管别人怎么反对，我的
口味没有变，依然对咸菜格外偏爱。不仅是一种口味，
里面更夹杂着一种特殊情感。

我还时常炒上一盘雪里蕻，再酌上几口小酒，静静
地享受那份乡愁。那惬意，有种回家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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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5月15日济宁市任城区百姓故事汇宣讲大赛中，
小吕剧《有您的牺牲才有我们的今天》荣获一等奖。

这部剧再现了1946年1月初的济宁。敌人凭借济宁城堡
固守至天黑，战斗十分激烈。我军一举打败了敌军部队，敌人
闻风丧胆，弃城而逃，济宁古城获得解放，回到人民手中。济
宁人民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进
行了艰苦卓绝的不屈斗争，涌现出了大批爱国志士，留下了彪
炳史册的英勇事迹，成为济宁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中“我”和英烈穿越时空相遇的情节，推动整
部剧走向感人至深之处。

编剧姚雪梅在接受《文化周末》记者采访时说：“两年前我
在网上刷到过一个短视频，是一个穿越剧，我觉得这种形式很
有意思，就一直想写一个这样的剧本。”在今年清明节前，姚雪
梅动笔写下了这个剧本，旨在纪念济宁第一次解放78周年。

穿越的故事，一直是古今中外文学剧本创作的重要形式
之一。“穿越时空”用物理学的概念解释，就是“从一个空间里，
通过某种途径，转移到另外一个时间段不同的空间。”著名物
理学家霍金也曾发表过看法，“人类可以打开回到过去的大门
和通向未来的捷径。”

穿越的剧本来源已久。在东晋《桃花源记》中，陶渊明就
写到了“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绝不是最早
的穿越剧本。在中国古代，沧海桑田与“天上一天，地下一年”
的故事并不罕见。

南朝梁任昉《述异记》载有王质烂柯的典故。传说在西晋

时有个叫王质的青年，一次上山打柴，来到一个洞口。进入
后，只见两个小孩正在下围棋。王质喜欢下棋，被两个小孩的
棋艺吸引住了。

两个小孩边下棋边吃大枣，有时也顺手把枣递给王质
吃。看完一局后，小孩对王质说：“你该回家了。”王质俯身去
拿斧子，想不到斧柯已经烂朽，只剩下铁斧了。

王质回到村里，发现一个人也不认识，向村里人问起自己
的父母，才知道已经过去上百年了。与“山中方数日，世上已
千年”相似的，还有南朝刘义庆《幽明录》，记载刘晨、阮肇遇见
仙女，半年后回家，人间已过数百年的故事。

来到现代，穿越剧经历了不断创新和发展。《有您的牺牲
才有我们的今天》这部剧，就是穿越故事与红色文化和济宁本
土文化相结合，这种结合让戏剧以一种更加喜闻乐见的形式
被观众所接受。

烈士墓碑前摆放着花篮，女青年肃立墓前向革命先烈默
哀，霎时间，坟茔间散出一团雾气，一位身穿军服的英烈，手臂
挽着纱布，从烟雾中走来。此时天幕上迭出济宁太白楼前古
城墙炮火连天、山崩地裂的景象。在这团雾气中，女主穿越到
1946年的济宁。

女主穿越时空，急忙走到战士跟前，将鲜花送上，又拧开
矿泉水瓶盖送给战士。她说：“我是从新中国来的。”在战士们
的疑惑下，女主告诉战士们，我们胜利了，1949年10月1日成
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接着姑娘唱出“新中国
人人吃得饱穿得暖，个个精神抖擞干劲冲天。党中央改革开

放翻新篇，打造青山绿水金山银山。”
在故事的最后，主角的唱词描述了济宁飞速发展的壮丽

图景——高楼大厦、内环高架、高铁、机场、京杭大运河码头。
古老的城市旧貌换新颜，人们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而这一
切，都离不开党和人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剧中通过时而欢快时而低沉的音乐，配合视频节奏的变
换和图片展示等声、光、电的结合，把党和军队与人民的血肉联
系展现得淋漓尽致。通过穿越的形式，把1946年的济宁和如今
的济宁联系在了一起。这部剧是对英烈的怀念，是新时代的赞
歌，也是献给济宁人民的一份厚礼。

图为小吕剧《有您的牺牲才有我们的今天》剧照

百姓故事汇：与英烈穿越时空的对话
本报记者 刘帝恩

火车在咣当咣当地行驶着，车轮与钢轨发出有节奏的撞
击声，感觉是那么平稳，那么悦耳，那么执着。

过来一站，又过了一站，旅客上了又下，下了又上。那时
火车已进入湖北境内，车厢里忽然一阵喧哗，人们指指点点，
有说有笑，好像在议论什么。有人见我好奇，就过来告诉我
说：“黄婉秋就在隔壁车厢。”

就像一阵风儿掠过我的记忆，眼前又闪现出了银幕上的
刘三姐，她是那么温柔可爱，那么机智灵巧。我的周身顿时涌
起一股暖流，贸然决定去隔壁采访她。

当我上前一把握住那一双纤纤细手，我竟然不敢相信这
是真的，仿佛握住了微笑，握住了记忆。

这次的巧遇和采访，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了。
黄婉秋一口纯正的普通话，是那么柔和，那么动听。这声

音是我极其熟悉的，因为少年时期，我在银幕上经常听到。这
声音却又是陌生的，因为多少年很难听到了，我沉浸在一种美好
的回忆里。今天，竟然在旅途中巧遇刘三姐，也许这就是天意，
或命中注定的缘分。不管怎样，反正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

在我少年时代的记忆里，银幕上的刘三姐，是那么美丽、
动人、朴实、善良，并且勇于同邪恶搏斗。特别是她出口成串
的山歌，留给我的记忆最深。如今，一旦从记忆中搜寻出来，
那山歌似乎又萦绕耳畔，余音袅袅，依然很亲切。

黄婉秋出生在广东省梅县一个农民家庭，也就是现在的
梅州市。那时，她生性聪慧活泼好动，嘴里也不知道天天在哼
些什么，或许这就是天赋其才。尽管父母很疼爱她，把她视为
掌上明珠，但因家里贫寒，天天为饥饿所困，实在供养不起。

在小学即将毕业之际，非常懂事的黄婉秋，就不愿再为父
母添负担，含泪依依告别母校，中途辍学。

这时的黄婉秋，已表现出唱歌的天赋。她想，既然不能续
学，我可以去演戏啊！这样就能挣钱养活父母。不久，她终以
优异的成绩考入本地戏曲科班学校。在她毕业那一年，偶然
被人引荐去拍电影《刘三姐》。那一年，黄婉秋仅仅16岁。

不谙世事的黄婉秋，小小年纪便参加了工作，月薪30元。
而她为了孝敬父母，天天粗茶淡饭，省吃俭用，硬是从工资里
挤出一半来交给父母。每每接到女儿积攒下来的15元钱，父
母的手就会不停地颤抖。他们紧紧握在手里的，是女儿的一
片孝心啊！每当此时，父母总是泣不成声地感叹：“秋儿啊！
父母对不起你啊！”

清清贫贫、辛辛酸酸，又明白事理的16岁，绽放出的却是
人类情感最美的花朵，或甜蜜的爱。即使已经成为著名表演
艺术家，黄婉秋跟她的先生何有才仍然是很清贫的。他们一
家共4口人，大女儿在桂林中学读书，小儿子客读于新加坡著
名的光伟小学，也是内地在那儿唯一的学生。

黄婉秋夫妇1个月的工资和一些补助，加起来才400多元
钱，除了每月寄钱给双方的父母，还要供儿女上学，手头确实
很拮据，生活捉襟见肘，可她从未埋怨过什么。她每一天都是
匆匆忙忙地走着，为了生活，为了艺术，她欲罢不能，兢兢业业

工作着，奉献着。
黄昏，她拖着一身的疲惫，一跨进家门，就是一位地地道

道的家庭主妇，不是买菜、洗衣服，就是烧饭。她与何有才结
婚几十年，谁能想到，他们家连一个液化气罐都买不起，那时
烧的依然是煤球炉子。

为了挤时间晚上能读会儿书，她就烧柴引煤。火不旺怎
么办？她就俯下身来，从炉灰口一口一口使劲儿吹，每一次吹
得都是满脸灰尘。这时，你若是见了黄婉秋，无论怎么打量，
都难以置信这就是黄婉秋。此时此刻，她哪里还有一点明星
的影子？她说，当今中国大多数演员的生活还是很清苦的。

黄婉秋和她的先生从来没有“下海”，或“走穴”，尽管他们
的生活很清贫，很艰难，同时也被许多恶劣的环境围困着，但
她的意志从未消沉过，反而日益坚强。是的，德艺双馨应该是
每一个演员最立本的素质，或无形的财富。她说，她要永远在
戏剧和人生的舞台上学习，永远忠于艺术。

这绝非客套话，也绝非谦虚之词。客观地说，在成绩和荣
誉面前的态度，最能揭示品质的高低雅俗，最容易表露心曲。
黄婉秋就是这么一个演员，在明星光圈里并没有得意而忘

“形”，也没有陶醉。几十年来，黄婉秋始终如一，忠贞于当初
艺术之心的美好期盼。

黄婉秋与何有才的婚礼，是在一间破烂不堪的小屋里举
行的。冷冷清清、空空荡荡的小屋，只有他们两个人，只有两
颗挚爱的心缠绵在一起。四目相对时，他们只有久久不语，默
默相望。可以想象，在那段特别的岁月，上面的领导不批准，
是没有人敢来参与他们婚礼的。

此时无声胜有声，只有他们脸颊不时滴落的泪珠子，才会
告诉两颗孤独的心，一切过多的爱的表达，都是苍白而孤独
的。更令人钦佩的是，遭遇长达十几年的非人挫折和生活后，
黄婉秋依然不改初衷，毫无怨言地以人民演员的姿态，立即投
入拍摄工作。

那些年来，黄婉秋夫妇东奔西走，或南来北去，马不停蹄
地加倍努力，始终忘我地工作。为弥补那十几年来艺术生涯
中的空白期，她争速度，抢时间，先后拍摄了《春兰秋菊》《同龄
女友》《桂林山水传奇》《爸爸妈妈和孩子》《黄山月》等电影和
电视剧。

黄婉秋夫妇又是新中国第一对走向银幕合唱民歌的夫
妇，而且演唱会举办了许多场，足迹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广
西民歌被推向了世界，大力弘扬了民族传统文化。

1989年5月，黄婉秋夫妇接受马来西亚政府的特别邀请，
随同中国民族艺术团赴吉隆坡演出。黄婉秋演唱的民歌备受
欢迎，数万人的体育场，也是场场爆满。一支民歌才刚刚唱了
几句，歌声就被场下的掌声一次次所淹没。

听了黄婉秋夫妇演唱的民歌，一些海外华人深有感触地
称赞道：“只要中华民族富强了，我们这些海外游子，无论漂向
何方，脸颊上都有光！”

他们夫妇二人在新加坡演出时更受欢迎，特别受到华人
的青睐。最具有权威性的新加坡《先生周报》，还特辟一个《刘
三姐》专栏，邀请他们夫妇二人为此专栏撰稿人……

火车咣当咣当依然在摇晃着，车轮与钢轨不时地碰撞着，
碰撞着我的纷乱的思绪。在采访即将结束之时，我问何有才，

“何先生，你们生活在一起几十年了，这些年来，你作为黄婉秋
的丈夫感觉怎样？”

“太难了！”何有才说罢，苦苦一笑。紧接着又告诉我，因
为“抓”黄婉秋的记者和导演太多，她一时半会儿又忙不过来，
一切只好由他去接待处理。

这时，黄婉秋解释说，自结婚以来，“牛哥”给予她的太多、
太多，而她给予“牛哥”的太少、太少……略一沉思，她又告诉
我说，等她一退休，她要好好尽一个妻子的责任。

黄婉秋对我说，她这次北上武汉下火车，由武汉乘飞机进
京，是作为一个全国性青年专业歌唱演员大奖赛的评委而去
的。随后，她又谦虚地说道：“我给别人打分，希望广大观众在影
视屏幕前也给我打分，看看我作为一个人民的演员是否合适？”

在轻松愉快的采访中，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汉口火车站。
随即，我结束了采访，与他们夫妇二人握手道别。在黄婉秋夫
妇下车之后，我拉近目光的焦距，定格，扫描，可他们夫妇二人
远去的背影，已消失在拥挤的人流之中……

①图中左起：何有才、黄婉秋，右一为本文作者
②电影《刘三姐》剧照

在隔壁车厢巧遇的刘三姐
田万里

近镜头

独家报道

①

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