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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人间

□孙远忠

我的师父李赞臣先生是
中国著名武术家，祖籍河北
沧州盐山县大姚庄 (现为孟村
回 族 自 治 县 ) ， 生 于 武 术 世
家，少年时期师从于八极宗
师李大忠之子李贵章门下尽
得真传，后赴唐山国术馆边
打 工 边 深 造 ， 自 此 技 艺 提
高，广开眼界，并吸收了其
他拳种的精华充实自己。刚
刚步入青年，他已经成为身
怀 绝 技 闻 名 遐 迩 的 武 林 高
手。先生的拳术以八极拳门
派 的 拳 械 为 本 ，同 时 精 于 劈
挂、太极、太祖等拳种，尤其是
九节鞭、三节棍、绳标等软兵
器功夫更是出神入化，令武林
称绝。先生豪侠仗义，爱打抱
不平，强烈的正义感使他在河
北沧州、唐山、天津、开滦一带
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他
不畏强暴却从不以武伤人，总
是恰到好处地以武为诫而化
解暴力，为了调停乡里之间
的矛盾冲突，他不辞辛苦往
来奔走，平息化解了许许多
多的恩怨纷争，因此在民众
中德高望重。

上世纪 80 年代的一个夏
天，我去先生家探望求教，
忽然发现先生的左腿肚生出
一个疖子，不到半月的时间
化 脓 ， 先 生 就 用 手 挤 出 脓
液，同时也挤出一个直径近
6 毫米的铁珠。当时我与先
生的家人都感诧异，而先生
沉思片刻，微笑着讲起了一
段发生在上世纪 30 年代的故
事——— 在先生老家沧州，两
个相邻的村子之间为了地界
发生争执，一直发展到双方
村民群殴械斗。在那动乱的
年代，可想而知，受伤害的只
能是双方的贫苦农民。事情越
闹越大，从械斗发展到使用火
器 ，在 多 方 调 解 未 果 的 情 况
下，师父出面调解了。凭着在
乡里的声望，矛盾冲突渐渐缓
解。一天晚上，师父独自去其
中一个村庄继续调停，刚行至
村 口 ，黑 暗 中 一 声 震 耳 的 枪
声，师父应声单腿跪地，同时
大声呼喊：“我是李赞臣！”原
来师父在黑暗中蹚响了村民
为了防卫敌对村庄而设下的
线枪埋伏。

乡亲们听见先生的名字，
急忙围上来将受伤的师父送
去抢救，同时懊悔不已。

别说，那土郎中倒也了
得 ， 他 用 一 根 探 针 扎 进 伤
处，探及到子弹所在，即用
镊子插进肉中将其取出。就
这样一粒一粒取出几十粒散
弹，先生竟也没吭一声，众
乡亲无不叹服。为首的村民
伸出大拇指对师父说：“就
冲你这分仗义，我们的怨仇
从此化解，永不再提了！”
就这样，先生用情义和鲜血
平 息 了 一 场 生 死 相 争 的 冲
突，从此备受人们的尊重。

这个故事早已过去了四
十多年，但令人称奇的是，
当年深藏在腿中、逃过了神
医妙手的这颗子弹，竟也默
默地沉睡了四十多年，然后
醒来，自己慢慢走出体外，
又勾起了一段往事……

先生出身农民家庭，兄
弟四人中排行老二，由于身
体强壮，加之出色的社交能
力 ， 成 为 家 庭 的 主 要 劳 动

力。他一度被张学良 1 0 1 师
聘为武术教官，年纪轻轻即
走南闯北，阅历深广。在艰
难的生涯中，先生从未间断
过武功的修炼，爱国强民的
思想感情也日益加深。

1 9 3 9 年先生携家小在兵
荒马乱中来到济南谋生，在
济南的水旱码头和脚行中以
卖苦力为生，很快在济南站
稳了脚跟，其间也留下了许
多打抱不平和不畏强暴的传
奇故事。自此，他利用业余
时间在济南传播八极拳和其
他武功，以辛勤的汗水培养
了许多武术骨干。

新中国诞生后，先生结
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有了
固定的工作，党和政府对他
的武术特长给予了高度重视
和关怀，并为他铺平了发扬
中华武术的道路，使其高超
的技艺更加发扬光大。

1 9 5 3 年经选拔确定，先
生代表华东地区参加在上海
举行的全国人民运动会，与
弟子唐广利表演八极对练和
九节鞭，勇冠全场而获一等
奖；同年在天津举行的全国
民族形式运动会上获九节鞭
第一名；于 1956 年在全国 12

单位武术评奖大会上表演八
极拳和九节鞭获优秀奖，被
总裁判长王子平先生赞誉为
“飞鞭李”，同时在会上受
到国家领导人贺龙和郭沫若
的接见。同年又在北京举行
的全国武术表演大会上，获
六合枪第一名。于 1979 年携
弟子宋学恩参加在南宁举行
的全国武术表演大会获三节
棍一等奖、八极拳对练一等
奖。其精彩套路被国家录入

“奇功异彩”电影纪录片中。继

而在 1 9 8 0 年太原市、1 9 8 1 年
沈阳市举办的全国比赛中获
金奖。他的绝技九节鞭套路编
入 高 等 院 校 的 武 术 教 材
中……解放后，先生的武术
生涯光华四射，硕果累累。

自 1 9 8 1 年始，先生被济
南市武术馆聘为高级顾问，
从此经常与太极宗师洪
均生老师以及其他武林前
辈陪同济南武术馆馆长李
恩 久 先 生 接 待 台 湾 以 及 海
外武术界团体和个人来访。
在切磋和展示中，先生的
武 功 令 中 外 来 宾 赞 不 绝
口，于是先生和洪均生
老师的人品、武功，通
过济南武术馆的门径
又走向了世界武林。

鲁 迅 先 生 有 一 句 名 言 ：
“ 艺 术 家 固 然 需 有 超 人 的 艺
术，但尤需有高尚的品德。”先
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仅武
艺出众，做人更是严谨，平时
从不议论是非，从未说其他
拳 术 不 好 ， 且 特 别 乐 善 好
施，富有同情心。

先生的谦虚是无人能及
的，无论是对老一辈拳师还
是年轻的武术爱好者，都平
等对待彬彬有礼，总是抬高
他人名望，低调对待自己，
任何人向他求教技艺，他都
毫无保留一直到教会为止。
不 仅 如 此 ，在 武 术 表 演 活 动
中，如果其他门派的拳师也表
演九节鞭，先生总是主动改练
别的项目，以此来照顾和鼓励
他人。仅就这一点，在武术界
真的是难能可贵的。

我们一代弟子大都在上
世纪 60 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期
间随师习武，时常见先生把
自己的干粮送给路边逃荒的
灾民吃，他也经常省出自己
的口粮给饿得发昏的弟子充
饥。在那灾荒年代，先生以
超出常人几倍的体力劳动，
养家糊口的同时，还要义务
传播武术，带领众多的弟子
度过了艰难的岁月。

在十年“文革”动乱中，先
生严格约束弟子不可参与武
斗，不得行违法之事。“文革”
高 潮 时 ，无 政 府 主 义 现 象 严
重，随处都可以看到武斗和动
乱的场面，先生从不参与任何
一派，他常说：“这样的动乱不
会长久，总会稳定下来。”但遇
到欺人太甚的事，先生总是见
义勇为挺身而出。记得在 1970

年秋天的一个上午，先生拉着
一车货物刚刚走到济南北园
边庄桥，看到三个年轻人在
殴打一个农民，众人围观，
无 人 敢 言 。 先 生 拨 开 围 观
者，上前拉开年轻人，并好
言相劝，但却惹怒了这三个
尚未尽兴的年轻人，同时出
手攻击先生。只见先生身体
一转以快捷的动作将三人几
乎同时摔倒在地，当时众人
拍手叫好，而先生并未使武
斗 升 级 ， 只 是 扶 起 那 位 农
民，看看无甚大伤，帮他离
去，随后善意教育了三位年
轻人，劝其做人要讲道德，
不可违法行事……像这样的
故事数不胜数。

先生平生没上几年学，
但却博闻强记知识丰富，其
武学理论之深和做人哲学之
优，都不亚于学者的水平，
也许这正是他老人家令社会
和后人难以忘怀之处。

子弹在他身上
沉睡了四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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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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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梅

我和老公都喜欢养花，一
盆小花小草放在客厅、阳台，或
是摆在书房、卧室，能给房间增
加一抹绿色，给家庭带来一份
生机，为生活增添一丝情趣。遗
憾的是，我们养花水平不高，能
养活就算成功，要是能养得开
了花，那真是意外收获了。

最喜欢的是水仙。每年看
春晚时，发现现场嘉宾的圆桌
上都有一盆盛开的水仙，于是，
老公连续几年都要买上一盆水
仙，让它赶在春节时开放。

水仙，真不愧水中仙子，翠
绿的茎叶，半透明的淡黄色的
花朵像一位位美丽的仙子，再
加上浓浓的花香，为节日增添
了不少喜庆。但水仙的花期不
长，每年不到正月十五，茎叶就
开始枯黄、倒伏，那美丽的“花
仙子”也渐渐没了精神。于是，
我又开始忙碌“善后”工作。我
把开得尚好的连枝一块儿剪
下，夹在喜欢的书里。其余的，
我把它们的花朵采下，几十朵、
上百朵“花仙子”一起在书桌上
起舞。我把它们或摆成“心”形，
或摆成“花朵”形，尽我的想象
摆出各种不同的 pose ，为它们
拍照留念。我纵然不能把它的
芳香永留，至少也要把它们曾
经的风光保存。

去年春节，由于疏于管理，
水仙的茎叶疯长，当春晚节目
还在中央、地方各台滚动热播
的时候，它便呈现出“老态”。虽
然老公拿绳将它缚了，但由于
体型太过高大，终于支撑不住，

渐渐向一边倒去。
老公突发奇想，把它搬到

电视机旁边，头歪向电视屏幕
的方向，让它和最具代表性的
春晚节目来了个“合影”，并美
其名曰“我也要看春晚”，我和
儿子都直夸他“太有才了！”

正月初十晚上，我和儿子
决定不再难为这“花之娇子”
了，将一朵朵小花小心剪下，挑
几根翠绿的茎叶，又配几朵依
旧光鲜的玫红色杜鹃，在淡蓝
色的玻璃茶几上做起了文章。
结果一不小心竟摆出了一幅精
美的图案。于是，老公也来了兴
致，三部手机、一部照相机轮番
上阵，闪光灯、日光灯、手电筒，
最后还点起了蜡烛，各种光源
交替使用。每每看到这些不乏
创意的照片，感到的不仅是美
丽，还有温暖。

今年乔迁新居，有朋友送
来一盆三角梅，花冠直径达八
十多厘米，枝叶葱茏，满树繁
花，一朵朵粉红色小梅花呈三
角形，就像一只只展翅欲飞的
小鸟。

但好景不长，不久，便有花
朵落下。有花开自然也有花落。
不久，就有更多的花儿凋零，我
每天下班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吹
得一地的落英一一捡起。

看到书桌被厚厚的一层粉
色花朵覆盖，我心想，美丽正在
用它的另一种形式呈现啊。

晚上，我用线将这些粉色
的精灵穿起，挂在了白色的墙
上，另一部分埋进了花瓶里。花
已落，但我珍藏的不仅是美丽，
还有存于心底的温暖和感恩。

修鞋的刘师傅

花之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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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档案

□张皓新

十五年前，我就认识刘师
傅。那时，他在我家门口北边空
闲处，一天到晚专注地修鞋，见
面只是点头笑笑，没什么交往。
后来，马路展宽，他搬到甸柳八
区拐角的路口，至今已经十多
年。

刘师傅叫刘树堂，40 岁的
时候，他在一家县办的鞋厂当
工人，没干多长时间，工厂关门
了。他又回到大夫村老家，重新
拿起了锄镰锨，再次过起清
贫的日子。

这样的日子，让他很是忧
愁。已经有三个孩子的五口之
家，种着几亩薄地，这样下去，
孩子成家立业就难办了。这时，
他想到济南有个亲戚，就和老
婆李瑞美商量，决定自己远走
济南，让老婆担起照顾老人、孩
子和种地的重担。

他到济南，找到亲戚，可仍
没找到挣钱的新路子，只能重
操旧业，干起了修鞋。

刘师傅为人正派，心眼好，
很有人缘。找他修鞋的人也就
特别多，一天到晚，有干不完的
活儿。一些想发财的人，看了很
是眼馋，争相拜师学艺。心地善
良的刘师傅，便诚心地说：想学
的，不用拜，我教，不过，学这手
艺得要细心、耐心，不能贪心。

刘师傅先后教会了几个想
学技术的人，他却连一支烟也
不抽人家的。他那些徒弟们，先
后也成了修鞋的师傅。

想不到的是，有人跟他学
会了技术后，不光不感谢他，反
而在背后说他的坏话，争他的
活干。开始，他听到这些，一笑
了之，从不计较。可有一次，他
亲耳听到他的一个徒弟，为收
费的事，竟然指桑骂槐地骂他
是贱货！

原来有个客户，在刘师傅
回家割麦子的时候，想让他徒
弟修个拉锁，这个徒弟张口要
一元五角钱，客户一听这么贵
就没让他修，一直等到刘师傅
回来修了拉锁，只收了五毛钱。

刘师傅知道了事情的由

来，当他徒弟再次骂他的时候，
一向谦和的刘师傅发怒了！指
着他徒弟吼道：“你是个私心、
贪心的小人！修个拉锁，费不了
几分钟的工夫，竟然收人家一
块五毛钱！要说贱货，你是真正
的贱货！”理亏的徒弟，再也不
敢出声了。

为人着想、为人做好事的
刘师傅，有声无声地传遍了小
区的大院小院。一年下来，刘师
傅少说得修理 3000 多双鞋子
和拉锁。他在做这些的时候，有
的收钱，有的收很少的钱，费不
了多少工夫的，干脆就不收钱。
每当说起这些事的时候，刘师
傅总是深情地说：“找我干活的
没几个富人。我少收他们点钱，
也算帮他一点吧。”

心灵手巧的刘师傅，不光
修理过无数的鞋和拉锁，还帮
助附近不少家庭修过门、缝纫
机等。一位行动不便的老太太
找到刘师傅，说她家的门板坏
了，锁也不管用了，想让刘师傅
给修修。刘师傅没有木匠活的
工具，本想推辞。但当他看到老
太太行动不便，又专程来找他
帮忙，就爽快地答应了。刘师傅
借来工具，及时给老太太把门
板修好，再修好锁上好。老太太
的难处全被刘师傅解决了，当
她忙着找钱给刘师傅的时候，
刘师傅早已离开了。老太太手
拿着钱，对着刘师傅的背影，感
叹：都说您是个好人，真是名不
虚传啊！

就这样，刘树堂师傅来济
南 18 年，用他那诚实、辛劳和
韧劲，为无数的人带来了方便。
刘师傅的铢积寸累，和在家乡
拖儿带女日夜劳作的老伴李瑞
英的省吃俭用，实现了全家在
安丘县城安家的梦想。儿子在
潍坊有了安定的工作，两个女
儿各自在济南和临沂有了舒心
如意的家庭。如今，刘师傅的老
伴也从安丘来到了济南，而刘
树堂师傅仍然坐在他十几年前
坐的老地方，心里盘算着，继续
为人们的方便、舒心和愉悦，为
社会的和谐，尽上自己的一点
心意吧。

●姓名：李赞臣
●终年： 82 岁
●籍贯：河北沧州
●生前身份：曾任济南市
政协委员、济南市武协副
主席、济南市八极拳研究
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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