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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子镇的儿子莫志伟在安徽省合
肥市！得知信息后，近日，由吴桥县
老促会、安陵镇政府相关人员、莫家
场村的莫氏后人、文史研究者组成的
采访组，即赴合肥，希望从莫子镇家
人那里，获得更多信息。

“父亲的革命故事，不但
我不知道，母亲也不知情。”

在合肥市离休干部处负责同志的
带领下，采访组一行来到合肥市绿缘

居小区莫志伟家。莫志伟，莫子镇儿
子，1949年 1月参加革命，离休前曾
担任安徽省司法厅对外经济律师事务
所常务副主任、高级律师。“莫律师是
我们合肥有名的律师，很有正义感，
受人尊敬。”合肥当地人介绍。

走进家门，89岁的莫志伟艰难地
从沙发上起身迎客。他正在住院，采
访当天向医生请了假才回家半天，下
午还要赶回去输液。

说到悲伤处，莫志伟几度哽咽落
泪。“父亲有二子一女，我是小儿子。
大哥和父亲同时遇害。父亲被害时，
我只有 5 岁。父亲从事革命的事情，
不但我不知道，连母亲也不知情。”

莫志伟的母亲畅素珍，1931年与
莫子镇结婚时，曾轰动一时，当时的
《大公报》曾报道。只是，报纸上把姓
氏搞错了，写成了“常素珍”。莫志伟
介绍，父亲原来结过婚，后来登报脱
离了关系。母亲是山东人，与父亲一
起赴日留学，归来后在天津举办了婚
礼。

对于父亲遇害的经过，莫志伟当
时还小，也说不甚清。只记得那是
1938年秋，父亲带领全家南迁，走到
江苏宿县（今盱眙县），遭遇强盗被
害身亡。莫家人一路辗转，来到天
津。畅素珍带着一家老小艰难度日。
在父亲生前朋友的帮助下，莫志伟进
入北京香山小学读书，毕业后返回天
津。1949 年，16 岁的莫志伟参加革
命，先后参加了平津战役、解放河南
的战斗。1950年，他参加抗美援朝战
争，在战场上受伤后，回国疗养，
1954 年考上华东政法学院法律专业。
1958 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期入
狱，1980年平反，1984年成为一名律
师。

“母亲出生书香门第，对我们家教
极严。她打理家务，相夫教子，并不
知道父亲共产党员的身份。父亲去世
后，整个家庭全靠母亲一人支撑。听
母亲说，天津解放后，焦实斋、温朋
久等先生曾来我家。焦老介绍，虽然

他与父亲要好，但并不清楚他的身
份。但他说，杨秀峰可能清楚这一
点。1936年，杨秀峰发起、组织华北
各界救国会，积极进行抗日救亡的革
命活动，是华北文化界救国会的主要
领导人之一。父亲那时组织全国人民
国防后援会。当时杨秀峰担任教育部
部长，查证一事，不了了之。上世纪
80年代，听老家来的人讲，刘格平在
回忆文章中介绍父亲是早期共产党
员。当时，在津南党委的领导下，老
家莫家场成立党支部，父亲是党支部
书记。党支部共有三人，除了父亲
外，还有一名叫王风生的长工，另一
人的名字，不记得了。”

莫志伟没有子女，采访组临走
时，他拿出自己珍藏的“抗美援朝纪
念章”等奖章献给家乡，并说，母亲
留有一些遗物，他愿意全部捐出来。
这些遗物目前由天津的外甥倪敬保存。

“墨盒、书箱、照片，我们
愿意全部捐出外祖父的遗
物。”

采访组赶赴天津，按照莫志伟提
供的地址和电话，找到了倪敬的住处。

“舅舅给我打电话了，这些东西都
是外祖母留下来的，舅舅说全部捐给
家乡。”一见面，倪敬就拿出了家中保
存了80多年的遗物。

一个旧书箱。书箱表面已斑驳陈
旧，上写三个大字“莫易璋”，下面两
个小字，无法辨认。装有铜锁，并未
上锁，打开来，里面整洁如初，贴在
书箱上的商标“货真价实 自造牛皮箱
匣”清晰可辨。倪敬说，外祖父共有
弟兄四个，莫子镇排行老二，原名莫
易圭（一作珪），哥哥叫莫易璋，弟弟
莫易珍、莫易琛。这个书箱原是外祖
父的大哥用过的，求学时，外祖父又
接着用。

一个墨盒。墨盒通体乌黑，很有
质感。倪敬说，墨盒原本放在书箱
内，他从未打开过，天长日久，如今

想打也打不开了。
两张照片。倪敬捐出的最重要的

遗物，就是莫子镇的两张照片。一张
是莫子镇初次东渡日本的照片，一张
是莫子镇与妻子畅素珍的合影。东渡
日本那张照片是半身照，莫子镇穿浅
色西装，打领带，上衣口袋里别一支
钢笔，发鬓整洁，龙眉凤目，透出一
股英气与书卷气。与妻子合影那张照
片是全身照，莫子镇穿深色西装、皮
鞋，畅素珍穿浅色长袖绣花旗袍、高
跟鞋，站在一起，珠联璧合，很是相
配。倪敬说，外祖母非常珍爱这两张
照片，一直保存在身边。

畅素珍出生于1911年，比莫子镇
小10岁。莫志伟说，母亲是在上学时
认识莫子镇的，后来随他一起赴日留
学。这样推算，二人应相识于莫子镇
在天津任国民党党部执委期间（1928
年—1929 年）。这一时期，莫子镇表
面身份是天津国民党党部执委，实际
上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二人因何
相识？何时相爱？都已无从查找，唯
一可知的是，莫子镇严守党的机
密，即使结婚生子，也没有告诉畅
素珍自己的身份和使命。1938 年莫
子镇被害时，畅素珍 27 岁。生逢乱
世，烽火连天，她扶老携幼，将儿
女抚养成人，1984 年去世。年轻时
丈夫被害，中年时儿子蒙冤入狱，直
到晚年，才得知真相，一生艰辛可想
而知。

“腰部挺直，膝盖上提，增
加动作的爆发力……”

连日来，吴桥杂技艺术学校
与沧州杂技团的演员们紧张备
战，为即将到来的第 18 届中国
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进行着准
备。

为了有效防控新冠肺炎疫
情，这届杂技节采用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形式举办。吴桥杂技艺术
学校与沧州杂技团合作的杂技节
目《兰陵战歌——中幡》，将参
加线上比赛；大型杂技剧《大运
河记忆》，将于 9月 30日亮相闭
幕式。

强强打造参赛节目
《兰陵战歌——中幡》

9 月 22 日 11 时，走进沧州
杂技团排练厅，吴桥杂技艺术学
校的小演员们正在紧张排练中。
老师刘旭介绍，2020 年 10 月，
《兰陵战歌——中幡》开始挑选
演员进行初排。今年 5 月，学
校的演员与杂技团的演员汇集
吴桥进行集训，9 月 10 日，该
节目录制完成，准备参加线上
比赛。

本届杂技节内容丰富、节目
精彩，在国外300多个报名参赛
的节目中，精选了来自俄罗斯等
17 个国家和地区的 29 个节目，
从 20 多个国内候选节目中遴选
了6个参赛节目。这些参赛节目
将组成3台网络杂技晚会，进行
线上比赛和评奖。

吴桥杂技艺术学校与沧州杂
技团联手打造的《兰陵战歌——
中幡》，将参加比赛。沧州杂技
家协会副会长张万军介绍，中
幡是省级非遗项目。在传统
《中幡》 节目的基础上，节目
大胆革新，采用“提踢抛蹬
挂，飞传抖接抓”10 种方式来
展现全新的节目，阵容强大、技
艺精湛、编排巧妙、具有创新思
维。

节目以“兰陵王”练兵备战
为历史背景，塑造了兰陵王性
勇猛、身白皙、美风姿，以假
面对敌的东方英雄形象。战鼓
声声中，兰陵王擎龙幡带兵操
练，节目以一组组精湛的中幡
技巧，展示了士兵的勇猛刚
强、敏捷灵活，以及无畏精神
和报国思想。最后，兰陵王带
领勇士，秣马厉兵、枕戈待旦随
时迎战来犯之敌，奏响兰陵战
歌。

吴桥杂技艺术学校副校长刘
景刚介绍，这个节目的主要看
点，一是阵容强大，气势恢宏，
由 35人参与表演；二是 10多种
动作都是原创动作，新颖别致、
惊险奇美、风格独特；三是编排
手法、题材与技巧、创意编排、
背景意境、服装音乐、舞美设计
都匠心独运，希望能在众多参赛
节目中脱颖而出。

《大运河记忆》
亮相杂技节闭幕式

沧州杂技团倾力精心打造的
大型光影情景杂技剧《大运河记
忆》，将亮相杂技节闭幕式。

沧州是大运河流经城市中里
程最长的城市，也是得运河风水
的文化古城。本剧以鼓书艺人的
讲述串联剧情，展现了清末民初
时期，沧州运河岸边打把式卖
艺、开镖局、跑船运、码头纤夫
等运河儿女的爱情故事。用小人
物、小细节，体现了“沧州气
质”的大运河文化和民俗风情，
充分体现了沧州大运河不同于其
他流域的文化特色。

本剧利用多媒体技术，融合
多元艺术形式，把舞台分为横、
竖、侧面三维空间，以及观众席
等多个空间，打造出一种沉浸、
融入、体验式的表现形式，让观
众不仅能看、听、欣赏节目，还
要能摸、能闻、能玩，展现杂技
剧的奇妙之趣。

《大运河记忆》突出杂技、
魔术的本体语言，在原《大运河
上》的基础上，又加入了第 17
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金奖
节目 《凌云狮秀——蹬人流
星》、第11届中国杂技金菊奖魔
术《涟漪扇变》、本届杂技节优
秀参赛节目《兰陵战歌——中
幡》。此外，优秀杂技节目《滚
环》《武空竹》等，也将展现其
中。此外，该剧还融入了戏剧、
歌舞、武术、器乐等多元素艺术
形式，同时加入了沧州地方的木
板大鼓、落子、霸王鞭、口技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

演员紧张备战
用最好的状态进行表演

9月22日，记者采访时，演
员们正在紧张备战中。

吴桥杂技艺术学校老师刘旭
告诉记者，录制完参赛节目《兰
陵战歌——中幡》后，演员们马
不停蹄来到沧州，投入到《大运
河记忆》的排练中。

沧州杂技团排练厅里，演员
们挥汗如雨，进行着各自的练
习。一个演员舞动中幡，重复着
双脚接幡、前滚翻、头顶接幡的
动作，一练就是上百遍。练习
《蹬人流星》的三组小演员动作
不太流畅，老师刘旭赶上来一一
指导：“腰部用力，接人时腰不
能弯……”“膝盖上提，要注意
增加动作的爆发力……”

记者注意到，练习《蹬人流
星》中接人的小演员，双脚下都
垫了砖。这是为什么？刘旭说：

“表演时，接人演员的下面还有
演员，这个节目需要3个人合作
通力完成。垫砖是为了让演员找
到下面有人的感觉。”据悉，这
两个节目将融入杂技剧《大运河

记忆》，亮相闭幕式演出。
在沧州文化艺术中

心，在导演的指导下，沧
州杂技团的演员们正在进
行灯光调试工作。“这一
阵子我们黑白加班，中秋
节都没休息。昨天刚刚装
台结束，今天上午灯光如
果调试完毕，下午就开始
走台。大家都很累，但为
了即将到来的杂技节，我
们也是拼了。”沧州杂技
团团长高卫星说，全团上
下齐心协力，希望以饱满
的热情、最好的状态，通
过杂技人的高超表演，在
世界面前，展现沧州这座
城市的魅力。

9月 11日至 12日，著名京胡
演奏家周志强、陈志忠一行来到
沧州京剧团，与沧州演员、票友联
袂演出。记者采访了出身梨园世家
的全国京胡、老生名票陈志忠。

演出中，陈志忠与沧州名
票、国际京剧票友大赛金奖得主
韩淑玲一起合作余派老生名段
《搜孤救孤》。陈志忠拉京胡，韩
淑玲演唱。韩淑玲在京剧票友界
享有盛名，她演唱前半段，后半
段由陈志忠边拉边唱。正宫调
起，不用扩音器，韩淑玲嗓音高
亢，已颇具韵味。陈志忠接唱，
一条肉嗓，穿云裂石，隽永清
幽，甚是动听，全场掌声雷动。

一曲唱罢，大家都把目光投
向这位京胡、老生高手。“这位先
生可不简单，他的姑父余叔岩，是
京剧老生一代宗师，开创的余派艺
术，影响深远。他的哥哥陈志清，
国家一级演员，在全国老生界享
有盛名。”

台下的陈志忠，低调、谦
和、儒雅。谈起全家与京剧的缘
分，他说，这要从爷爷陈德霖说
起。陈德霖在京剧界享有“老夫
子”之称，光绪年间入三庆班演

出，后进入升平署，为皇帝、太
后演戏。他进宫后，体验慈禧太
后的举止，运用于表演中，创造
了萧太后的形象，得到慈禧赏
识。他弟子众多，培养出王瑶
卿、梅兰芳、姚玉芙、姜妙香等
六大弟子，京剧“四大名旦”中
的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都
曾得到他的亲传。“这是家中祖传
下来的祖父与六大弟子的合影，
我已捐献给国家博物馆。”他拿出
手机里收藏的祖父照片说。

从小耳濡目染，陈志忠与京
剧结下不解之缘。虽然阴错阳
差，最终没有从事专业表演，但
京剧艺术早已融入到他的生活和
生命中。他早年曾受著名琴师王
瑞芝指导，后师从著名琴师王韵
石。哥哥陈志清吊嗓时，都由他
伴奏，余派唱腔，他熟稔于心，
并有很深的理解。家族遗传了他
一条得天独厚的好嗓子，他演唱
的余派老生戏，韵味十足，让人
越听越爱听。

联欢活动进行到最后，全场
观众用掌声再次邀请陈志忠返
场，为大家加唱。他连唱三段
《洪羊洞》，唱一句，一片叫好声。

演员全力备战杂技节演员全力备战杂技节
两节目线上线下展风采两节目线上线下展风采
本报记者 杨金丽 魏志广 摄影报道

寻访早期共产党员莫子镇

为了寻访更多莫
子镇的信息，通过多
方联系，采访组分别
来到合肥和天津，找
到莫子镇的儿子莫志
伟、外孙倪敬，倾听
家人眼中的革命先辈

追寻莫子镇追寻莫子镇追寻莫子镇 跨越千山万水跨越千山万水跨越千山万水
本报记者 杨金丽 魏志广 本报通讯员 张彦广 摄影报道

梨梨园世家园世家 余音绕梁余音绕梁
———访京剧琴师—访京剧琴师、、老生名票陈志忠老生名票陈志忠
本报记者 杨金丽

大型杂技剧大型杂技剧《《大运河记忆大运河记忆》》将亮相杂技节闭幕式将亮相杂技节闭幕式。。

沧县南堤沧县南堤：：稻花香里说丰年稻花香里说丰年
昨天是中国农民丰收节，沧县兴济镇南堤村千亩稻田里一片繁忙景象。村民们

举办“秋韵南堤 诗心田园”活动，诚邀文化学者走进乡村，与农民一起体验丰收的
快乐。 张财源 杨金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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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们正在紧张备战演员们正在紧张备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