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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6 日，央视戏曲频道播出
“《一鸣惊人》年度之夜”演出，著名
京剧演员张馨月隆重介绍孟村回族自治
县老年大学京剧社：“他们是2021年特
别受关注的团队，表演的节目点击量高
达近百万。今天我们把他们全部请过
来，为大家进行表演。”

五彩炫目的现代舞台上，9名孟村
票友齐刷刷上台，扮演郭建光的 80岁
老人张福发一句念白：“同志们！这芦
苇荡就是前方，就是战场……”拉开了
演出的序幕。现代京剧《沙家浜》的一
段经典唱段《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精彩上演。

这是他们第二次登上央视舞台。
2021年 1月 29日，他们以《智取威虎
山·打虎上山》一段铿锵有力的表演，
让人刮目相看。

京剧是中国的国粹，喜爱京剧的戏
迷票友很多。但从全国票友界来看，这
种群体性、载歌载舞的京剧表演，还真
不多见。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剧社，一
下子惊艳了全国观众。

教广场舞大妈学京歌
京剧社队伍不断扩大

这个京剧社成立于 1996年，不仅
唱京剧，还唱梆子和评剧。

社长郑淑英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到剧
社时的情景：“我是 1998年参加剧社
的，当时只有十几个人，大家在一起吹
拉弹唱，自娱自乐，里面有不少身怀绝
技的老师。”

郑淑英从小喜爱文艺活动，爱唱爱
跳，曾在学校、单位的宣传队唱过样板
戏、跳过舞蹈。她的哥哥是一名河北梆
子琴师，受哥哥影响，她喜欢戏曲，曾
获得沧州市十大名票、河北省魅力老人
称号。来剧社前，她只会唱几段样板
戏，到了剧社后，开始学唱传统戏。她
嗓子亮、悟性好、有灵气，又肯钻研、
能吃苦，不到一年，就可以演全部的老
旦戏《钓金龟》了。

“当时没剧本，也没戏曲频道，我
买了盘磁带，听一句、写一句，一晚
上，硬是把剧本啃了下来。后来借了个
VCD，通过光盘学表演，就这么登台亮
相了。”郑淑英说，那时候没有戏台，
他们就用土培了个台子，除了《钓金
龟》，剧社还演了 《空城计》《赤桑
镇》。唱戏时条件虽差，但能扮上妆、
穿上戏服一圆从小的戏曲梦，还是觉得
很满足。

与此同时，一种紧迫感油然而生：
剧社人少，稍微人多的戏，就没法排；
可总是那么几出戏，观众不买账，自己
也不过瘾，剧社发展受到了限制……郑
淑英和老社长吴玉昌想到了一个好办
法：把广场舞大妈争取过来！

在县老年大学的支持下，他们组织
起老年大学艺术团，一下子有了40多人
的队伍。除了教传统舞蹈、歌曲外，他
们有意识地让艺术团成员往京歌的方面
发展，并教大家走台步。几年下来，剧
社队伍壮大了，新排的剧目也随之增多。

七大主演五大名票
排演武戏令人惊艳

2021年，在庆祝建党百年京剧演
唱会上，第一天的压轴戏是武戏《关公
战吕蒙、徐晃》。这出红生戏，如今已
很少出现在舞台上。当手举大刀、扎着
大靠、脚踩厚底靴的关羽上场后，观众
席中发出一阵阵喝彩声。谁能想到，扮
演关羽的张福发当时已79岁高龄！

张福发是京剧社的七大主演之一。
他一生从艺，收徒近200名，他和妻子
王凤霞不计名利，双双担任艺术指导，
为剧社排了不少戏。

如今，京剧社有七大主演、五大名
票。刘忠伟，先后三次登上央视戏曲频
道的舞台，两次扮演杨子荣，曾获得央
视“梨园擂台赛”周冠军及最佳人气
奖。王德庆，既能演青衣戏《春秋配》
《三娘教子》，又能演小生戏《目连救
母》，参加过央视“过把瘾”沧州专场
演出。二人均是沧州十大名票，其他成
员也个个不凡……

剧社分为舞蹈组、戏剧组、乐器
组。多年来，大家不图报酬，不辞辛
苦，各安其职，除了排练传统京剧外，
还编排了 40 多个讴歌县城新貌的节
目，并经常送戏下乡。老社长吴玉昌
20多年来一直默默承担着很多工作，
除了为剧社操心着活动场地、搭建戏
台、购置道具等外，他还担任着剧本创
作、文字宣传等工作。

很多票友终其一生只能清唱，还有
些票友能彩唱，但毕竟不是专业的，谈
不上四功五法。他们却能演《古城会》
等红生戏，扮上妆能唱这些戏，没有多
年的功底，根本不可能。

两上央视“春节档”
布头戏服一鸣惊人

小剧社怎么能连续两年春节期间登
上央视大舞台？吴玉昌说，机会总是垂
青有准备的人，能走上央视，最主要的
原因是：想去！

2020年，刘忠伟参加央视3套“魅
力中国·挑战杨子荣”的节目，与 6个
人同台竞艺，表现可圈可点。

郑淑英提议：“可以发挥剧社群演
的优势，重新编演这段《打虎上山》。”

在杨子荣出场前，他们加上一段舞
蹈，舞蹈设计得阳刚、坚毅，表现出解
放军的英雄气概，与后面的唱段融为一
体。经过紧张的排练、录制，《打虎上
山》制作完成，视频资料递交到了央
视。

两个月后，央视邀请他们去录制节
目。11月 15日，他们走进了央视戏曲
频道“一鸣惊人”栏目组的录制现场。
2021年 1月 29日，节目播出后，观众
点击量近百万，在全国京剧界中，他们
真的一鸣惊人了。

去年 11月 28日，郑淑英再次接到
央视的邀请电话：“这次时间紧、任务
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原班人马演出
《沙家浜·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有
问题吗？”她回答：“没问题！”

现实情况是剧社没有排练资金，上
次去央视演出《打虎上山》，戏装还是
他们买来布头自己制作的。更严峻的
是，能演这段戏的演员寥寥无几，不到
一个月的时间，他们要学唱、学动作，
还要配合默契……很多人觉得，这根本
就不可能！

“这是多好的机会！办法总比困难
多，只要拿出泰山顶上一青松的精神，
我们就能拿下这段戏！”名誉社长吴耀
群说。

排练场设在艺术指导张福发家，他
的妻子王凤霞一字字地教大家演唱，老
两口负责编排舞蹈、教身段动作。所有
人锲而不舍、努力地学习着……

与此同时，吴玉昌、郑淑英对服装
道具煞费苦心。体现新四军特色的行军
鞋买不到、也做不出来。最后，他们想
到在黑布鞋上贴白胶布的土办法，效果
出奇地好……

12 月 23 日，他们到北京进行录
制。央视导演对他们的精彩表演竖起了
大拇指：“用心了！真不错！”

他们哈哈笑着，心里想，我们费了
多大功夫呀，能错的了吗？

今年 2月 6日，节目播出后，又在
全国火了一把。这下，大家学唱京剧的
劲头更足了！

将近一个甲子过去了，曾经
的少年，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老者。

采访时，读书社的十来位老
先生坐在对面，介绍各自的姓
名、年龄以及各自书斋的名称：

周儒海，78岁，秋爽斋；周
文俊，89岁，怡然斋；王润生，
92岁，镜吾斋；高宝如，79岁，
静怡斋；王之廷，70 岁，陶然
斋；胡希元，71岁，文翰斋……

每个斋号背后，都藏着故
事。三余斋主人，是79岁的周学
敏。他一生务农，读书能下苦
工，劳作一天，夜晚读书每每到
深夜。他自号“三余斋”，取意

“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
雨者时之余”，立志利用一切空
余时间读书。

记者来到高宝如的静怡斋采
访。简朴的农家小屋，窗明几
净，干净整洁。大大小小、高高
低低的柜子里，藏着的都是书。
三合板的简易书桌下，放的依然

是书。桌上笔墨纸砚、书籍、笔
记虽多，摆放却井然有序。一起
前来的王润生说：“老高读书再
多，书都跟新的一样！和他比，
我可差远了……”

高宝如笑呵呵地说：“干农
活儿手脏，书多金贵！哪能不洗
净双手，诚心敬意地捧读呢？”

几位先生性情不同，经历不
同，读书的志趣、习惯也各有相
异。但大家热爱文化的情怀、乐
善慷慨的心地是一样的。不论村
里还是村民有什么事，出力奉献
几位先生都做在了前面。

“无论谁家有红白事，先生
们肯定去帮忙。春节前为全村写
春联，更是从来没断过。后来，
先生们还成立了书法培训班，利
用周末和假期义务教孩子们学书
法。几十年来，乡亲们没少从他
们身上受益……”村民刘之龙
说。如今，刘之龙和南堤村幼儿
园园长高相超，也参与到读书社

的活动中。
在先生们眼里，处处都是别

人的好：村委会和学校特别支持读
书社，免费提供场地，还帮着组织
学生；几年来培训班所需的笔墨纸
砚，都是社长张宝华慷慨解囊；外
地企业家苑世强，每有活动，都出
车出人；村里男女老幼见了他们，
都尊敬地叫一声“先生”……

采访时，正赶上先生们辅导
孩子学书法。12岁的刘佳瑞、袁
德森学书法 3年了，毛笔字写得
端庄中正、有模有样。他们说：

“看先生们写的字特别好，不知
不觉就爱上了书法。”

冬日的暖阳照进来，洒在先
生们和孩子们身上，静美得如同
一幅画。一瞬间，时间仿佛凝
固住了。先生们好像穿越时光，
回到了少年；又好像看到了几十
年后孩子们的样子。未来，孩子
们也像如今的他们一样吧！

想到这，先生们笑了。

京剧表演获近百万点击量京剧表演获近百万点击量，“，“布头戏服布头戏服””也能唱大戏也能唱大戏，，教广教广
场舞大妈学台步场舞大妈学台步、、唱京歌唱京歌、、文戏武戏都能演文戏武戏都能演，，孟村回族自治县老孟村回族自治县老
年大年大学京剧社不简单学京剧社不简单

小小剧社连续两个春节剧社连续两个春节
登登上央视大舞台上央视大舞台
本报记者 杨金丽

作诗填词、挥
毫 泼 墨 、 考 据 金
石、纵论文章……

如果有人告诉
你 ， 有 这 么 一 群
人，天天徜徉于水
光云影中，与古籍
诗文相伴，你会认
为他们是如曹雪芹
笔下《红楼梦》中
的诗意少女吗？其
实，他们是运河之
东、沧浪渠畔一群
拿着锄头、与庄稼
为伴的老农。

上 世 纪 60 年
代，他们自发成立
镜湖书社，摆弄庄
稼的手，翻阅起文
化古籍。五六十年
来，他们以稼穑为
生、读书为乐，筑
起了自己的精神家
园 和 灵 魂 安 顿 之
所。

在半个多世纪
的时光中，他们义
务为村民办理红白
事、写春联、上书
法课，潜移默化地
传承着优秀传统文
化，其饱学仁厚的
群体形象，深受村
民赞誉，被乡亲们
尊为“先生”。

日前，记者走
进镜湖书社，探寻
这个群体的故事，
以及书社近60年来
常青的奥秘。

南堤南堤村的先生们村的先生们
本报记者 杨金丽 魏志广 摄影报道

春节前，冰雪寒彻的华北大地上，沧县兴济镇南堤村一个小小的书画室里，暖意融
融，人头攒动。十多位头发斑白的老人，在长条书案上挥毫泼墨，村民们围在四周，有的
研墨铺纸，有的排队等候，目光中透着热切和尊敬。

“先生，今年俺家添了孙子，女儿还考上了大学，您老帮着题个好联吧！”一位村民说。
“好！根深叶茂源自贤良根本，德高才厚出于积善家庭。怎么样？”白发老者微一沉

吟，便撰出一联。
“好呀！您老还记得吗？50年前俺和媳妇结婚，就是您老送的喜联！”
“你咋不说你儿结婚，几位老先生还都送了喜联呢！”旁边一位村民打趣道。
“是呢是呢，不光喜联，所有的喜字都是先生们写的。结婚那天，儿媳娘家人都夸俺家

有书香气，有文化气，这全亏了先生们……”
欢声笑语中，村民们仿佛回到了五六十年前。那时，这些两鬓斑白、为大家义务写春

联的老者，还是年轻的后生。艰辛劳作之余，他们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写字、为大伙
儿帮忙。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村民们开始称他们“先生”，且越叫越响亮。

南堤村地处沧县、黄骅、青
县三地交界处，如今美丽富饶的
地方，曾经是谁也不愿去的穷乡
僻壤。

这里却有一群嗜书如命的后
生。上世纪60年代，他们经常凑
在一起，传阅各自珍藏的古籍，
研究切磋古典文学。

“那时没什么娱乐活动，在
生产队干完农活儿，剩下的时间
都是自己的。我有 《红楼梦》
《三国演义》，还有一部金圣叹评
的《西厢记》。翻来覆去只有这
几本书，不过瘾，我们几个志趣
相投的年轻人就凑在一起，换着
看书，也经常对书中的内容发表
见解。”今年 79岁的高宝如说。
当年，他和同伴们只有二十来
岁。

那时，大家聚在一起，屋门
一关，每个人都像掏宝贝一样，
从怀里拿出各自的书籍，畅所欲
言，无所顾忌。

这群人中，学问最高的是王
润生，他是南堤小学的老师，比
别人年长十多岁，念过私塾，有
四书五经等古书。在学校，他是
右派，工作、生活都抬不起头
来。可在这里，他成了最受尊敬
和欢迎的人，谁有不懂的地方，
都爱请教他。大家亦师亦友，不
亦乐乎。

“为了早晚学习方便，我抄
了一部《论语》包括小注。当时
我们知识浅薄，就想多读书。”
高宝如说，他们信奉“理明烦恼
少”“读书即是福”，读书没有名
利心，越读越开心。

这个小小的读书社好像一个
磁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爱好文
学的村民。读书之外，他们还都
是热心肠，无论谁有事，都热心
相帮，受到村民们的尊重。

上世纪70年代末，书店开始
出售古典著作。他们经常结伴到
30 公里外的青县、沧州等地购
书。一年最少去三四次。“宁可
少吃一顿饭，也要买下一部好
书。”高宝如说，他们爱书爱到
如醉如痴的程度，常常几个人蹬
三轮进城逛书店，一编织袋一编
织袋地往回驮书。他们每个人都
有一长串关于买书的故事，说起
来，都眉飞色舞。年复一年积累
下来，每个人都有上千册藏书。
按他们的话说：“节衣缩食也愿
意呀！”

乡野之间，一群嗜书如命的后生

读书社的名字来自贺知章的
诗句：“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
不改旧时波。”92岁高龄的王润
生说：“取名镜湖，有不忘读书
初心的意思。”

读书社第一任社长张义通，
字镜湖，写得一笔好字，曾入伍
当海军，退役后回村。他凭着一
支毛笔，走遍大江南北，是全国
知名的书法家，也为读书社和村
里做过不少事。不幸的是，他英
年早逝。读书社取名“镜湖”，
也有纪念他的意思。

社员们不光爱好读书，还都
喜欢书法。每个人都有临摹的碑
帖十几种，有的多达几十种。他
们大约 5天组织一次活动，交流
读书心得，探讨书法之妙，日子
过得开心又舒畅。

读书社最初设在高宝如家。

那时谁家屋子都不宽敞，尽管这
样，高宝如还是腾出一间屋子专
做读书社之用。平时还好说，新
年一到，他们义务给村民写春联
时，就有点儿忙乎不开了。农村
过年，特别看重春联，少吃顿饭
不打紧，要是一间房子不贴春
联，连年都没法儿过。以前没有
卖春联的，全靠手写。过年时家
家户户蒸馒头、包饺子，屋子本
来就不宽绰，再加上晒春联，东
西都没处放。即便如此，高宝如
的家人一点儿也不烦恼。家人们
说，这是为大家做事，高兴着呢！

几年后，随着人员增多，高宝
如家坐不下了，于是书社搬到了南
堤小学腾出的两间房子里。2014
年，读书社又搬到现任社长张宝
华家。2018年，村委会免费提供
场地，读书社又有了新去处。

“咱们人生不过百年，真正
经历才几十年的光景，能知道多
少事？先贤给咱们留下了如此好
的文化遗产，不学习就太遗憾
了。”高宝如的这句话，代表了
大家的心声。在这里，读书多凭
兴趣，各取所需，有时也约定同
看一部书，便于共同讨论互相补
益。如今，他们正看宋代理学
家、文学家吕祖谦著的台湾版本
的《东莱博议》。

“ 一 起 读 完 《资 治 通 鉴》
后，我忽然想起，年轻时，曾有
缘与几位博学的老先生相识，其
中两位先后推荐过 《东莱博
议》。和大家一说，都感兴趣，
虽然价格不菲，咬咬牙，还是买
下来了。”92岁的王润生说，每
次捧读此书，眼前总能浮现出70
多年前荐书的两位老先生。

取名镜湖，意在不忘读书初心

薪火传承，从书斋走向火热的生活

镜湖书社的先生们镜湖书社的先生们

再上央视再上央视，《，《沙家浜沙家浜··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深受观众好评深受观众好评。。

开办书法课，义务辅导孩
子们写字，文化火种在这个村
子代代相传。

闲暇时，书友们在高宝如
的静怡斋交流读书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