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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马鞍山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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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的济南芸芸众生中穷
人居多。儿童生活贫乏枯燥，家
庭主妇几乎天天围着锅台转，
月月为柴米油盐愁，谈不上什
么娱乐，街上偶尔来了玩“舞斗
斗”者，那锵锵的锣声，高亢的
歌唱，会引起妇孺们开心一笑。

所谓“舞斗斗”，就是木偶
戏，济南老百姓则叫“舞斗斗”。

舞斗斗表演者都是“一人班”。

舞台、道具、乐器、“演员”全装
在一副担子里。每逢演出，即在
街头的宽绰处靠墙壁支起个六
七尺高的蓝布幄，遮住三面。布
幄上部安座小彩楼，其高不过
二尺，宽二尺多。朱甍碧瓦，挂
有绣帘，这便是“舞台”了。“锵
锵锵”，表演者在布幄里敲起锣
吹起竹哨子。不一会儿，彩楼下
便站满挨肩擦背的观众。忽听
“来也”一声，抬头向上看，只见
一员身披盔甲、手持长枪的武
将撩开绣帘出场了……

木偶戏始于唐盛于宋。据
吴自牧《梦粱录》载，南宋时有
悬线木偶、杖头木偶、水木偶三
类。戏目繁多：“凡傀儡教演烟
粉、灵怪、铁骑、公案。历代君臣
将相之故事。”

昔年济南流行的是一种
“手托木偶”也叫“布袋木偶”，
其形体不过八九寸高。秃脑壳
上可戴纱帽、安头发，变出种种
形象来。木偶的衣袍肥大，像一
个布袋装饰得红红绿绿。表演
者将手伸入“布袋”内以操纵木
偶，不仅能翻滚蹦跳，“走圆
场”，还能吧嗒吧嗒眨眼睛，可
谓神灵活现。表演者一个人围
在帷幄里，用脚敲锣击鼓，双手
玩着木偶，或粗着嗓子当莽汉，
或细声细气、酸酸溜溜学着娘
们儿腔。人物对白滑稽有趣，逗
人笑得合不拢嘴。所演诙谐小
戏如《猪八戒背媳妇》《锯缸摔
碗》等。

其中《杨香打虎》留给我的
印象最深，这故事出自传统的
“二十四孝”之一。杨香是晋代
人，年十四，某日随父下田收
粟，不想南山上下来猛虎将其
父吞食 ，急得杨香“呼天抢
地”——— 小木偶的脑袋咚咚地撞
着舞台上的栏杆——— 随之杨香
与虎搏斗起来，闪展腾挪十分热
闹。虎终被杨香打死。有趣的是，
他又从老虎的血盆大口里拉出

父亲来，其父又活了，父子遂抱
头痛哭……观众可爱看了。

上世纪40年代末，吾家小
梁隅首街路北有座闵子祠，早
已成为大杂院。里面曾住过一
个玩舞斗斗的汉子，姓赵，紫膛
脸，瘦高个，独居。街坊上叫他
“赵大个”，不知何许人。他每天
上午挑着担子去各处玩舞斗
斗，黄昏归来，一天可转五六个
地方，或去赶集。每演十几分
钟，他便从布筒里出来，向众人
抱拳作揖，说：“有钱的帮钱场，
无钱的帮人场，我得向大伙告
帮啦！”接着手持小簸箩向看客
敛钱，这时尽管走散了一多半
人，可毕竟有“良心”的也不少，
有的给100块(合现在的1分钱)，
有的给200块，他一一称谢。一
次可敛两三千(合现在两三毛)
之多。据他说一天可挣万把块
钱，约合现在1元多钱。玩舞斗
斗者是“混穷”的玩意，可所得
不菲，须知当时一个技术很好
的泥瓦匠人，一天的工钱不过
一万二千元(合现在1.2元)。

这类现挣现花的流浪艺
人，最憷头的是阴雨绵绵的天
气，若秋雨连下几天，赵大个会
无聊地坐在祠堂门洞里抽旱烟
袋，望着丝丝的细雨，往往向邻
人说：“老天爷让我歇牙啦！”

1960年，民间艺人组成了
一个“济南市木偶皮影剧团”。

不久奉命不演传统木偶戏，要
编演现代题材的新戏。木偶秃
脑壳戴上了“鸭舌帽”扮特务，
有的穿上蓑衣挎上枪……我看
过一出，东海民兵捉特务的戏，
旧“舞斗斗”里那种滑稽风趣味

一点也没有了。木偶换了现代
装，倒显得怪模怪样，人物对白
也成了“话剧腔”。没几年“文
革”祸起，剧团散伙，艺人改行
去了工厂或商店。

相传福建、台湾的布袋木
偶戏历来最盛，与济南相比，不
可同日而语。其精雕细镂的小
舞台，金碧辉煌，独特的木偶造
型，瑰丽的服饰，讲究的道具，
无出其右者。一台戏仅“头手”

(操木偶的艺人)就须四五人，且
配有丝弦锣鼓，说唱俱佳，能演
文武成套的大戏。

几年前，我薄游台湾，某晚
在垦丁旅社的电视里看了一出
由黄立纲布袋戏剧团演的武侠
剧《九龙变》。木偶玩得活灵活
现，神乎其技，又配上现代的
声、光、电技术，飞金流彩，妙不
可言。人物插科打诨十分滑稽
且杂以英语，令人绝倒。艺人将
这古老的艺术演变得戛戛生
新，别开生面。

翌日与旅社中的一位老年
茶房谈起昨晚木偶戏的热闹，
据他说，黄立纲是台湾木偶戏
大师黄俊雄之子。如今台湾庙
会酬神仍要演木偶戏。上世纪
70年代，黄俊雄编演的《云州大
儒侠》曾轰动一时。

尤为可喜的是，2012年12
月，“福建木偶戏传承人培养计
划”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实践名
册，实现了中国在这一领域零
的突破。漳州、晋江的布袋木偶
戏必将传承下去，让艺术家赋
予木偶的灵性永远活跃在人
间。

值

勤

□
辛
牧

华不注投稿邮箱：

q lwbhbz@163 .com

□
张
稚
庐

老王干了二十多年交警了，
这回又让他到十字路口值勤，心
里有点儿不太高兴。多大年纪了，
怎么还让我去一线？

早上七点，他到了和平路十
字路口，站到路中间。他就想，有
红绿灯，大家按信号灯走就是了，
怎么还得让一个人站到这里呢？
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他站在那里，有点心不在焉。

一辆车不耐烦地摁动着喇
叭，老王往旁边闪了一下，车从他
身边疾驶而过，驾驶员嘴里咕噜
了一句，“有病啊，挡在马路中
央。”

老王脸上更难看了，他十分
生气，“我有病？还不是被你们害
的？”他迎着对面的车流举起了
手，示意停车。车流停住了，前面
几辆车紧急刹住，既莫名其妙，又
显得有些害怕。这时，老王才发
现，好好的绿灯，自己怎么就让停
住了呢？他知道自己搞错了，全是
被刚才那个司机摁喇叭气的。车
都停下了，司机们并没有什么脾
气，乖乖地等在那儿。老王心里稍
稍有一些不安，毕竟自己指挥错

了，慌乱之间，他做出了示意，让
另外方向的车通行。这样，本来是
等红灯的车就开动了，一辆驶向
老王身边的宝马车司机朝着等在
绿灯那里的车得意地瞥了一眼，
一踩油门过去了。这一会儿工夫，
老王心里突然就冒出了一个念
头，绿灯！绿灯算什么？我让你停
住你就得停住。他感到一丝儿快
感。刚刚司机朝他摁喇叭的气儿
也就一下子散去了不少。

老王忙碌起来了。他不住地
指挥着。有时，分明不用指挥，他
也在那里指挥来指挥去，像是很
卖力。一会儿又站在一边不动了，
任你行或者停。反正，他只是凭着
自己的心情，一会儿让车停下来，
一会儿放走一批。

逐渐地，他感觉自己不再是
一个马路交警，他其实是一位指
挥千军万马的兵马大元帅。这方
小小的路口，就是他的点将台。

不久，有人反映，和平路口亮
了红绿灯没作用，全凭值勤交警
在指挥。既然这样，还设个红绿灯
干什么？

在一次会上，领导就说到了
这个问题，“最近，有群众反映，个
别路口的交警不按红绿灯信号值
勤，影响了交通，以后值勤时要注
意点儿。”老王一听，好像说的就
是自己，仗着资格老，也是下意识
地就搭了一腔，“都按信号灯走，
还要交警干吗？”他这一说不打

紧，许多交警也跟着议论起来。
“就是，好多人不按信息灯行驶，
没了交警更乱套。”

“特别是那些开好车的，像是
了不得似的。开好车就可以违
章？”

“信号灯设得不科学，有时亮
半天绿灯没有车通过，就得靠值
勤交警协调。”

老王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响
应自己，他就端坐了一下，双手正
了一下警帽，反而不说什么了。

这件事没有议论出什么结果。但
老王值勤却是更加随意了。到后
来，和平路口几乎全凭老王指
挥，即使绿灯亮了，有的车也不
敢大胆通过，而是先去看看老王
的手势。

老王也不觉得累，一下班回
家，心里反而空荡荡的。这天，老
伴说，“人家老刘退休了，比你才
大一岁哩。你也早退下来，别去受
累了。”老王一听，脸突然阴了下
去，“哎，好好地，怎么能退休呢？
你没听说，现在国家正在研究延
迟退休年龄呢，说不定，我这一茬
正好赶上呢!”说到这里，老王的印
堂一下子亮了起来，“咱这辈子什
么也没赶上，这回若真能赶上晚
退休，那就好了。”

老伴疑惑地望着老王，“你这
老头子，不是天天盼着早退休
吗？”老王微微一笑，“我是故意那
么说，我干得可欢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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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楚汉战争时，楚霸王项羽被围困
在垓下，败退至乌江渡口时，有渔人来接
他渡江。项羽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却也
不忍心自己心爱的坐骑乌骓马落入敌人
手中。于是，他让渔人把乌骓马运到了江
东。然后拔剑自刎。乌骓马因思念主人，躺
在地上痛苦翻滚，力竭而亡。马鞍落地后，
化为一座形似马鞍的高山，后人便称呼此
山为马鞍山。

知道这个传说后，我深受感动。这不
肯过江东的楚霸王，虽然一败涂地，千古
伤心，然而，他曾经拥有这么忠心的坐骑，
就连屁股下的马鞍也这么有灵性，奋而化
作山峦，给历史留下悠久的见证。想那英
雄虽殁，也真不枉此生了。

后来听说，马鞍山雄伟奇秀，曾为六
朝畿辅，引逗得天下名流俊士、贤达巨卿
纷纷前往泼墨挥毫、勒石刻碑，留下众多
名胜古迹。

我客居济南多年，虽有周游天下之
心，寻访名胜之意，奈何俗务缠身，不能成
行，只能遥望碧空，徒增神往。

朋友小周来访，嬉笑我舍近求远。“济
南有两座马鞍山，一南一北，双峰对峙，你
咋不去转转？”我问：“这两座马鞍山可有
来头吗，难道也是古人的马鞍落地而生？”
小周笑而不语，原来她也是只闻其名，未
睹其面。于是，我们决定先去北马鞍山一
探究竟。

我们先坐公交车来到了北马鞍山附
近的粟山路。北马鞍山和粟山相隔不远，
是两座土山。著名的“齐烟九点”一下子就
囊括了这两座并不起眼的小山头。

我们在一片民居中拐来拐去，终于找
到北马鞍山入口。抬头一看，山形西边高，
东边矮，像是斜放的马鞍。山上树木蓊蓊
郁郁，蔚然深秀。

当我们想去爬山的时候，有个门卫大
爷出来制止了我们。原来，这座山如今禁
止攀登。门卫大爷看我们很失望，为了安
慰我们，他给我们讲了一些关于马鞍山的
历史。

大爷说：“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曾发生
一次著名的‘齐晋鞍之战’。当初，晋国联
合鲁国、卫国来攻打齐国。齐顷公率领大
部队迎敌，在北马鞍山展开了激烈的战
斗。齐顷公骄横轻敌，吃了败仗，被三国军
队打了个车仰马翻，尸首遍地。当时，齐顷
公着红袍戴王冠，被敌兵紧紧相追，一时
逃脱不掉。忠贞的部将逢丑父急中生智，
让齐王和自己的衣服换穿，齐王方得以逃
脱。逢丑父虽然被晋王捉住了，不过，晋王
惜才，并没有杀害逢丑父，忠肝义胆的逢
丑父最终回到了齐国。”

春秋无义战。没想到，这么一座不起
眼的大土堆周边竟然发生了一次这么重
大而惨烈的战役。遥想当年，这里该是旌
旗招展，剑戟林立，两军对峙，气壮山河。
几番厮杀之后，这里也曾是满目疮痍，草
木凋零，疾风怒雨，禽鸟不鸣。

好在，这罪恶的战争中，有一个忠臣
良将，智勇双全的逢丑父形象。在历史上，
那些充满正能量的人物总是让人心生愉
悦，满怀景仰。

我们站在山下，望着山上密密匝匝的
野树，兴叹了一番，然后告别门卫大爷，打
道回府。

这次出行，虽然没有尽兴，总算也亲
睹了北马鞍山的真面目，也知道了北马鞍
山一带曾是古战场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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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黄俊雄将布袋戏搬上电视，编演的《云州大儒

侠》轰动台湾，连演583集，最高收视率达97%。


	C1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