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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长清

陈莹

“人生在世，吃穿二字。”这
句话大致概括了改革开放之前
老百姓的日子。在衣食有忧的岁
月里，处在社会底层的老乡们整
天忙吃忙穿，对于精神层面的需
求往往无暇顾及。

苦有苦的活法，穷有穷的乐
子。一进腊月门，乡亲们的幸福
时光便拉开了序幕。忙碌和俭省
了一年，攒到年前年后集中消
费，物质生活自然比往常丰盛
了许多；因为是农闲时节，疲乏
的身子骨也可以松缓一阵子
了。大家暂时抛开一切烦忧，从
贫瘠单调的岁月里抽出了五彩
斑斓的丝线，开始编织鲜活瑰
丽的梦想。

村村寨寨喜气洋洋，大张旗
鼓扎台子排戏；男女老少容光焕

发，争先恐后一试身手。大队部，
小学校，天天人声鼎沸，鼓乐齐
鸣。泥腿子中的才分人如雨后春
笋，激情迸发。一双双粗糙的大
手，撂下锄镰锨镢和叉耙扫帚，
操起了锣鼓钹铙、二胡板胡、竹
笛唢呐。一张张黝黑的面皮，一
经描眉画眼立刻脱胎换骨，千娇
百媚，演谁像谁。吃过新年饺子
巡演便正式开始。文化沙漠枯木
逢春，乡村舞台百花盛开。各村
文艺宣传队相互串联，像走亲戚
一般，你方唱罢我登场，展开了
一轮又一轮才艺大比拼。

我上小学三年级还是四年
级来？记不准是哪一年了，我村
排演了两出戏，一出是革命现代
京剧《审椅子》，一出是莱芜梆子

《三定桩》，出了一些花絮，使我
村在四里八乡出了名。

《审椅子》剧情如下：某个夜
晚，一民兵在村中僻静处发现一
把土改时归公的红木椅，又瞅见
地主分子黄三槐在附近游逛，遂

引起怀疑。生产队长丁秀芹闻讯
赶到现场不见了椅子，却拾到了
富农沈家昌遗落的烟袋。她冷静
分析复杂案情，“审”椅“察”人，
旁敲侧击，顺藤摸瓜，最终搜出
了暗藏在椅座夹层中的变天账，
粉碎了地主分子妄图复辟的阴
谋。此剧编得一波三折，扣人心
弦。剧情结尾，生产队长丁秀芹
手指阶级敌人一番痛斥，而后将
椅座扔向瘫倒在地的黄三槐。

没想到俺村的“丁秀芹”表
演过了火，用劲儿大了些，本应
落在老地主脚边的椅座，却砸
在了“黄三槐”头上。“黄三槐”
正吓得趴在地上抖腿呢，迎头
飞来一板子，被砸得眼冒金星，
疼得龇牙咧嘴，全身哆嗦成了
一个蛋。观众不知内情，都为

“丁秀芹”和“黄三槐”的精彩表
演嗷嗷叫好，掀起了高潮。演出
结束，台下观众意犹未尽，你推
我搡，挤乱了套。这一场景，我们
称之为“晃台”。

一条准备新修的铁路，要经
过陈大爷家新盖的房子。为了保
证铁路提前通车，陈大爷毅然
将木桩钉在自家新房门前，并
说服老伴搬迁。富裕中农金旺
想让铁路经过他家，以便乘机
讲条件，发横财。金旺妻找到陈
大娘，说三道四挑拨是非，陈大
娘听信其言，反悔不搬。陈大爷
耐心教育老伴，同时揭发了金
旺的狼子野心，确保了搬迁和筑
路顺利进行。这是莱芜梆子《三
定桩》的基本剧情。

扮演陈大爷的是我队社员
赵喜，这是个憨厚朴实的农民，
身上本来没有什么“艺术细菌”，
却被“瘸子里面选将军”，成了主
角“陈大爷”。演戏最忌讳忘词，
俗称“结瓜”。乡村舞台的一角经
常蹲着专门“提词”的人，以防不
测。锣鼓点一响，陈大爷上了场。
赵喜初次登台难免紧张，一开腔
就没有跟上弦儿，琴师拉了两遍
过门儿，他杵在原地忘了词，“结

了瓜”。乐队停下了，“陈大爷”反
而唱上了，琴师来不及反应，

“陈大爷”又急了：“我都唱开
了，你怎么还不拉哩？”那时的
舞台是临时搭建的土台子，只
有一米来高，跟前的观众听得
真真切切，哄堂大笑。

我小时候长得矮矮胖胖，虎
头虎脑，却是一个活跃分子、文
艺爱好者。我上三年级时，就随
村里的大人登台演出了。当初村
里自编自演小吕剧《扎根》，就是
由我报的幕。随后，我还唱了一
段现代京剧《杜鹃山》选段“大火
熊熊”，尽管唱得也不大在弦上，
却因为我年幼稚气，憨态可掬，
赢得了掌声。

最近看了几期综艺节目。
一些来自农村的“草根”演员，
朴拙的演出引起了我心灵的共
鸣。联想起家乡演戏的轶闻趣
事，禁不住独自笑出声来。妻子
看到我的怪模样，也笑着送上
一句：“神经病！”

杨永泉，1963年生人，济南
长清崮山开山村人，自幼酷爱
书画艺术。工作之余，不断学习
临摹书画大家的优秀书画作
品。1982年前后，跟随“长清山
水大家”毛春玉先生探讨学习
山水画技法。2016年多次拜访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冯增木先
生，研习画鱼技法。

鱼寓意吉祥，寄托着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鱼在提供
给人们美味的同时，也成了文
人墨客笔下、吟唱的“鱼文化”，

杨永泉便是鱼文化的痴迷者之
一。杨永泉最向往的就是《小石
潭记》中“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
空游无所依，日光下彻，影布石
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
忽，似与游者相乐。”的景象。

2016年，在跟随冯增木先生
学习之后，杨永泉对于画鱼的喜
爱更是一发不可收。在工作闲暇
时，大量学习临摹鱼类画作，还
经常去观察鱼儿的游姿形态，逐
渐形成了一套自己风格的画法。
杨永泉精通画神仙鱼、鲤鱼、桂

鱼等鱼类，所作的《六顺图》鱼贯
而入，活灵活现，跃然纸上。杨永
泉画鱼注重“以意写境”，讲究神
韵，追求境界，被书画大家毛春
玉称赞为“画鱼笔力劲，鱼有姿，
讲章法”。

杨永泉不仅会画鱼，在山
水人物画上也颇有造诣。山水
画涉猎内容较多，技法最为繁
复。杨永泉是下足了功夫，经常
与书画人士一起交流学习，博
采众长，将多位书画大家的书
画技法元素融入自己画作中,

提高了自己的整体书画水平。
杨永泉的山水画层次分明，浓
淡有致，与山同静，与水同欢，
讲究“以义领气”。

生活中，杨永泉为人真诚，
“实实在在做人，认认真真作
画”是杨永泉的人生信条。杨永
泉的作品多次在《济南历下区
书法美术作品“鱼水情”》《济南
长清书画根石作品集》上刊登。
现为山东当代花鸟画院院士，
济南美术家协会会员。

（茱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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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进了了腊腊月月门门，，农农村村唱唱大大戏戏
葛莺歌唱晚

读者朋友：本报推出《长
清名家》栏目，全面介绍长清
本地籍书画美术名流、文化收
藏大家、艺术创新人士的艺术
特色和作品风采。请读者推荐
名家，也可以向我们投稿。投
稿 电 子 邮 箱 ：q l w b j r c q @
163 .com。本栏目由济南和顺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全权代理并
发布。联系电话：15706411177

（工作时间），联系人：于梅。

《长长清清名名家家》栏栏目目
欢欢迎迎投投稿稿

爱爱画画鱼鱼水水情情，，采采众众家家之之长长

灵岩心语

副刊专栏“灵岩心语”刊登了长清本地知名作家、散文家的写景、记人、忆事、抒怀，推出一些名家专栏，尤其欢迎那那些关乎长清美丽山
水、人文情怀、乡土气息浓厚的用心之作，歌咏长清山水之美，走笔长清街头坊间。同时，为了鼓励新人，副刊还将择择优刊登长清本地高中
初中小学生的优秀习作，欢迎投稿。

本栏目由长清区自来水服务中心水长清牌矿泉水赞助，感谢该单位对长清乡土文化传播的鼎力支持。
投稿邮箱qlwbjrcq@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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