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长的印迹

佟会来的故事，有两条线。
一条是他的工作。47岁的他是

运河区委党校的一名教师。在这条
线上，佟会来走得很顺利：中学毕
业后，顺利考入当时的泊头师范学
校，之后又顺利成为一名老师，直
到现在。

另一条线则是他的爱好。他是
一名朗诵、配音爱好者，是中华文
化促进会语言艺术委员会专业委
员、沧州市朗诵协会会员、河北电
视台特约朗诵演员……

工作和爱好，占据了佟会来大
部分时间，而声音，是勾连两条线
的绳索。

“朗诵是啥”

4月17日是个星期天。
这一天，佟会来的微信几乎

“炸”了，尤其是市朗诵协会的微
信群。新消息一条接着一条，他甚
至来不及细看，未读消息就又增加
了几十条。

这些都是向他表示祝贺的——
这一天，央视综合频道播放了一则
公益广告，朋友们都听出了广告里
的声音，那是佟会来的声音，温暖
且充满磁性。

对于一名业余爱好者而言，配
音作品能在央视刊播，同时还能被
人们认出来，这几乎是一件不可想
象的事情。

但佟会来是个例外，他甚至记
不清这已经是第几次以声音的方式
登上央视或省级电视台。

能做到这一点，他靠的不仅仅
是好听的声音。

佟会来从小在农村长大。在他
小的时候，家里没有电视，更没有
网络，唯一能让他了解外界的，只
有那台老旧的收音机。

那时，佟会来最喜欢的广播节
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阅读和
欣赏》。这是一档中国古典文学赏
析节目，撰稿人是叶圣陶、臧克
家、周汝昌等著名学者，介绍的是
历代诗文名篇，播音员则是声名赫
赫的齐越、夏青……

正是这种吸引，让佟会来喜欢
上了朗诵艺术，并开始学习。

但喜欢和学习是两个完全不同的
概念，对佟会来而言更是如此。他第
一次向村里人说起这个愿望，期望能
有所收获，可大家却不约而同地抛出

了同一个问题：“朗诵是啥？”

初登舞台

对于一个在当时连普通话都没
普及的村子，这样的结果其实并不
意外。

没人教，那就自己学。
收音机成了佟会来的第一任

“朗诵老师”。他每天跟着收音机学
普通话，模仿著名播音员夏青的语
调和表达方式。到中学时，就有人
称赞他的声音：“简直跟戏匣子里
的播音员一个样！”

中学毕业后，佟会来考上了当
时的泊头师范学校，并在那里完成
了人生首次舞台朗诵。

他站在舞台上，面对1000多名
师生，朗诵了毛主席的那首 《七
律·长征》。紧张、兴奋……那是一

种从未有过的感受。以至于直到表
演结束，他从舞台上走下来，仍忍
不住一遍遍回忆着整个流程，从哪
里上场，从哪里下场，前一个表演
节目的是谁，下一个节目该如何衔
接……好像表演还没结束，就像做
梦一样。

那时的佟会来觉得，好的朗
诵，就是好声音读好文章。

声音作画

佟会来真正打开眼界，是在
2003年前后。那时，他买了电脑，
在网上认识了许多朗诵名家，比如
曹灿、薛飞……

老师们的指导让佟会来意识
到，朗诵艺术并不仅仅是“好声音
加好文章”这么简单，“会朗诵的
人，就算朗诵一篇公告也是好听

的，但你能说那是朗诵艺术吗？显
然不是。”

佟会来开始系统地学习朗诵艺
术。

学技巧，强化气息控制和对文
章起承转合的掌控。说白了，就是
学习如何在台词内容固定的基础上
用声音表达去感染人。这不是一朝
一夕的事，就像练唱歌一样，需要
日复一日的练习、琢磨，才能从最
开始的瞎喊到找到共鸣腔发声的正
确位置。

这还仅仅是入了个门，更多的功
夫则要下在案头上。“朗诵不是即兴
艺术，而是一个内化于心的过程。要
尽可能去揭开文本之上的那层面纱，
而不是见字生情甚至滥情。”老师们
的话，佟会来记在了心里。

朗诵一首20多个字的诗歌只需
要一两分钟，而在朗诵前，佟会来

要花数十倍的时间去研究、感受
——要了解作者生平、创作缘由，
还要掌握历史背景……“只有这
样，朗诵者才能拥有让文字站起来
的能力。”佟会来解释道。

对朗诵有了全新的认识后，佟
会来陆续参加了很多全国性的朗诵
比赛，并屡次获奖。

2011年，他报名参加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举办的第二届“夏青杯”
朗诵大赛，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
选手同台竞技，其中不乏专业播音
员、主持人、话剧演员。但他仍以
北京赛区第一名的身份闯入总决
赛，并斩获“最佳音质奖”，担任
大赛评委的赵忠祥、方明、白岩松
等专家，更是对他的表现给予了高
度认可。

看到大海

优秀的朗诵者，声音要像画笔
一样，读到大海，听众就看到了大
海。

佟会来相信，朗诵艺术拥有这
种魔力，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佟会来的家里有个录音棚。说
是录音棚，其实就是个架子，再搭
上两床被。

条件虽然简陋，但丝毫不会影
响佟会来的发挥。

这些年，他为央视和各省级电
视台等单位录制了许多朗诵、配音
作品，都是在被子底下完成的。在
这些作品中，他带着听众《追梦中
国》《遇见鹿泉》……用声音绘出
了祖国的大好河山。

尤其是今年疫情期间，佟会来
担任运河区一处隔离点的负责人。

“隔离点刚刚建立的那段时间，工
作人员顶着巨大压力日夜奋战，两
天两夜几乎没合眼，身心疲惫到了
极点。”佟会来回忆道。

在当天的工作总结会上，看着
战友们疲惫不堪的样子，佟会来再
一次朗诵起当年首次登台的那首
《七律·长征》，声音坚定而有力：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
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
泥丸……”

这首诗，佟会来在许多场合朗
诵过无数次，但这一次，他觉得是
最成功的一次——当读到“更喜岷
山千里雪”时，他看到战友们跟着
默读起来，到了最后一句，“三军过
后尽开颜”的朗诵声响彻整个会议
室。

在那一刻，佟会来清楚地感受
到，战友们看到了大海，看到了胜
利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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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JIAN GUSHI

女儿前几天发过来几张照片——学校
金黄色的油菜花田里，女儿身着白裙，低
眉浅笑，漫步花间，亭亭玉立，青春洋
溢。一时竟有些恍惚，这是那个在我怀里
撒娇的小女孩吗？

女儿马上要大学毕业了。从呀呀学语
到蹒跚学步，从读书识字到青春叛逆，从
高考焦虑到美好的大学时光，一步步走
来，仿佛都还是昨天的事情。可倏忽间，
这个小女孩长大了。

女儿是千禧宝宝。虽然提前十几天来
到世上，虽然产后的我一直多病，但好在
女儿身体强健，很是欣慰。

还记得，女儿小时候拽着我的衣角下
楼，贴心地说：妈妈，把扣子扣好，外面
冷，小心冻着——那颗小小的柔软的心让
人心生爱怜。

女儿自小喜欢读书，也时不时冒出些
“金句”。于是，整理成“潼言智语”（女
儿名字中有一潼字）。至今再看，仍然忍
俊不禁。

初中时，女儿极为叛逆，整天像只好
斗的小公鸡，我也常是火冒三丈。那段日
子，每天斗智斗勇，水深火热。

高中三年，很是艰苦，女儿成绩起起
伏伏。于是，弹琴、跳舞、吉他，女儿便
在自己的喜好里释放自己。

终于考取了心仪的大学。大学里，女
儿各种技能得到充分发挥，学习成绩也颇
为优异。大学生活，充实又多彩。

如期而来，按时长大。孩子的每一次
成长，都是父母心头的喜悦。稚嫩、可
爱、奋斗、收获，每个阶段，女儿都在她
的轨道上行驶着。

至今保存着很多东西——女儿小时的
涂鸦，各种各样的娃娃，小学时的作文，
高中时的学习资料，不同时期和女儿交流
的信件、纸条，女儿各个阶段的衣服，为
女儿写下的几大本日记……

这是成长的印迹呀！想起作家龙应台
的话：“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
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
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
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
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
追。”

是啊，女儿长大了，即将开始一段新
的旅程，我只能在身后默默注视。好在这
个看似文文静静、柔柔弱弱的女孩，有自
己的坚韧，有自己的目标，也在自己的路
上走得坚实而平稳。但女儿请记住，不管
你走多远，一回头，都会有父母殷殷的目
光。

曹 杰

日前，在泊头市齐桥镇官庄子村，一场
以《农家乐开启致富新路子》为主题的“云
党课”开讲了。

课堂上，村委会副主任赵学同变身主
播，通过电视、手机，将党的惠民政策和致
富经传到村民家中，吸引了众多村民在网上
观看。

视频里，赵学同结合自己的致富经验
和村里实际情况，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村振兴、优良家
风、文明乡风等方面，引导大家自强、诚
信、感恩，努力建设幸福家园。诙谐的群
众语言、生动的身边故事，让村民们听得
津津有味。

“这种宣讲方式不限地点，打开电视、
手机就能看，特别受大伙儿欢迎。讲课内容
和俺们生活相关，不仅能了解惠农政策，还
能学到农业技术，对老百姓很实用。”70岁
的村民张汉林说。

曾几何时，张汉林家的生活还很困难，
自从村里搞起了观光农业，他在振兴农场找
到了一份工作，种种地，干些力所能及的活
儿。工资加上土地流转分红，年收入有3万
多元，日子越来越好。

去年开始，泊头市以“党课开讲啦”活
动为契机，各村党支部紧紧围绕活动主题，
通过座谈会、支部大会等方式，到各支部、
群众家门口、田间地头等场所，结合自身特
长，深入浅出讲好党课，把老百姓关心的、
不懂的好政策讲明白，达到宣讲“接地气冒
热气”、百姓听得懂能领会的效果，让党的
好声音响彻乡间地头，让党的理论知识、方
针政策温暖民心。

同时，“云党课”还面向基层群众及党
员干部，通过提问、互动问答、谈心得、
谈感受等方式，破解了大家在各项工作中
遇到的疑虑和难题，受到党员、群众一致
欢迎。

““云党课云党课””
开到农家院开到农家院
本报记者 康 宁
本报通讯员 毛艳芬

“泊头唐拳，讲的是身心结
合、育德习武……”说起唐拳，冯
守明滔滔不绝。

73岁的冯守明，是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泊头唐拳的传
承人。他自幼习武，数十年坚持义
务授拳，退休后出资建起唐拳习练
基地，教了数百名学员。

前 世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唐拳在
泊头盛行。当时有位师兄参加省比
赛，拿了第一……”唐拳在泊头的
流传和发展，冯守明就像刻在脑子
里一样，记得清清楚楚。

唐拳，相传得名于唐高祖李渊
三子李玄霸，又在唐太宗李世民的
推进下流传于世。约在清乾隆年
间，唐拳传入沧州，习练者一度达
数千人，分布在南皮、泊头等地。

“相传，唐拳在泊头已有300多
年的历史。”冯守明介绍道，泊头
唐拳类属传统长拳，器械多样，步
形齐全，有十几种套路，是沧州武
术的重要门派之一。

今 生

冯守明是泊头唐拳第四世传
人，他12岁随师父李风义习武，拳
械俱精。20 岁出头就开始代师授
课，逐步成长为泊头唐拳知名拳
师。如今成为非遗传承人，他深感
肩上担子更重了。

“习武很辛苦。冬练三九，夏
练三伏，说起来简单，做到却很
难。”冯守明说。

年逾古稀，冯守明仍记得年少
时练功吃的那些苦——夏天的衣服
能拧出水，冬天手冻得裂了纹……
这些都是常态。

但只要坚持下来，收获的就不
只是扎实的基本功。

自幼习武的冯守明果断干练、
吃苦耐劳。凭着这股精神，他从一
名工人逐步成长为企业管理人员。

“吃得苦中苦，方能守得云开见月
明。”冯守明在传授唐拳过程中，
也会和学员们分享自己的生活经
历。

几十年来，他培养了一批又一
批学员，小学员长大后走上工作岗
位，医生、警察、工人……习武的
经历让他们在工作与生活中受益颇

深。

瑰 宝

退休后，冯守明出资 60万元，
以泊头市上河城社区为依托，建立
了唐拳习练基地，每天带学员在上
河城广场习练，免费授拳。

下午场，基本是冯守明和老朋
友们交流与切磋。这个时间段来的
都是一些年龄偏大的唐拳爱好者，
年龄从五六十岁到七八十岁。

到了晚上，这里就成了“新
人”的主场。这个时间段来习武的
都是孩子们，全是慕名而来的。

每天，尽管习练基地里人来人
往，但冯守明仍不免心忧。

虽然来得孩子不少，但真正留
下来踏踏实实学拳的却是少数，

“有时候一来几十口，到最后剩不
下几个人，有的孩子练几天，受不
了苦就不来了……”

“吃不了苦，练不成武。”在冯
守明心中，传授和学习是双向的，

“光靠我们愿意教还远远不够，更
重要的是孩子喜欢、家长支持。”

“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瑰宝，
我有责任和义务传承下去。”冯守
明说，他想把唐拳教给更多年轻
人，培养下一代。与此同时，泊
头唐拳相关历史资料、轶事的整
理，也在进行中。“时不我待，有
些内容得抢时间挖掘整理。”冯守
明说。

冯守明冯守明 双向奔赴授唐拳双向奔赴授唐拳

每天，尽管习练基地人来人往，但冯守明仍不免心忧。

来得孩子不少，但真正留下来踏踏实实学拳的却是少数，有时候一来几十口，可到最后却剩不下几个人……

本报记者 尹 超

佟会来 嗓音即画笔 本报记者 张智超

在央视综合频道，朋友们又一次听出了佟会来的声音。那是一则公益广告，他的声音温暖且充满磁性。

朗诵和配音并非佟会来本职工作，但这并不妨碍他的声音屡次响起在央视舞台。他靠的不仅仅是声音好听——好的朗诵，读到大海，

听众就看到了大海。

冯守明表演唐拳吸引众人驻足冯守明表演唐拳吸引众人驻足（（资料片资料片））

▲▲佟会来佟会来（（前排左二前排左二））参参
加话剧加话剧《《上甘岭上甘岭》》开场朗诵开场朗诵

◀◀在家里配音在家里配音

▶▶满是满是标注的朗诵台词标注的朗诵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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