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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向阳：夺军桥之战发生
在 75 年前的 6 月 13 日下午。
红色故事《风雨夺军桥》，是
用评书形式讲述的。创作时查
阅了很多资料，我发现两个细
节，一是攻城时天降暴雨，一
是解放军用“土坦克”冲锋。
这部作品，就吸纳了有关情
节，进行了艺术再创作。这部
作品不是鸿篇巨制，所以需要
以小见大，小切口，大主题，
深挖掘。

作品最终要上舞台见观
众。按照创作规律：要有垫
话儿，有瓢把儿，有正活，
有底，捋梁子，填瓤子。捋
梁 子 是构架，填瓤子是内
容。“垫话儿不响，别入活”，
观众有了反应，才“给耳朵”。
入了“活身儿”，尽量别往外
支，丝丝入扣，要严实。底
讲究“厥脆”不拖泥带水。
相声、评书这类作品都是一
样的创作规律。作品中的小
战士是虚构的，前头铺垫他

“接过了冲锋的红旗”，战斗
胜利，红旗插上城头，“可插
旗的不是那小战士”，故事就
结束在这个人物上，“他的血
染红了河水……”留出充足的
想象空间。

为什么选了一个 6岁孩子
表演呢？就是作品结束的那几
句话：“弘扬红色精神，传承
红色基因。”

吕宏友：故事《风雨夺军
桥》以小见大，歌颂了子弟兵
大无畏的革命牺牲精神。最近
沧县人大组织机关单位干部前
往“宁都起义”领导人、红五
军团总指挥、沧县季振同烈士
故居的路上，也下了雨。雨
中，我们温习红色历史。重大
历史事件如果都有相关的艺术
传颂、继承，历史就能得到更
深入人心的延续。用曲艺等多
种形式讲述红色故事，就是很
好的尝试。众所周知，长篇史
诗 《伊利亚特》 和 《奥德
赛》，就是古希腊诗人荷马根
据民间短歌综合编写而成。这
种“口头文学”，使古老的历
史流传至今。同样，中国史诗
《阿诗玛》也是由诗人公刘等
诸多文化工作者根据民间口头
文学整理而成。想了解西周的
社会面貌，翻阅《诗经》必不
可少。

“口头文学”“文字文学”
“曲艺作品”“朗诵作品”，甚
至音乐作品，都是记录、赓续
历史的好方式。《风雨夺军
桥》用评书表演完成对历史的
合理演绎和记录，用“孩子说
评书”的方式完成对青沧战
役中代表性战斗的描绘，举小
而见大，可见作者的良苦用
心。

宋维东：《风雨夺军桥》，
讲述了大运河上的红色故事，
解放军战士冒死夺军桥的壮
举，让我深受感动。一个 15
岁的战士，血战军桥，炸毁敌
人碉堡，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75年前，有无数这样的英雄
故事，有无数先烈的热血洒在
沧州大地上。这些人用生命和
沧州人民一起推翻了压迫，解
放了沧州，历史从此掀开崭新
一页。

在 沧 州 解 放 75 周 年 之
际，大运河畔传诵着无数可歌
可泣的红色故事。讲好这些故
事，是大运河文化建设中重要
的一环，也是文艺工作者义不
容辞的责任。通过曲艺、朗
诵、情景剧等形式让更多的青
少年了解青沧战役，传承好红
色精神，是文艺工作者的使
命。为此，我也专门录制了红
色朗诵《风雨夺军桥》，奉献
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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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第一百六十五期

主办：沧州日报
承办：沧州日报《人文周刊》

主持人：

今年是沧州解放75周
年，红色故事《风雨夺军
桥》 就在此背景下诞生。
近年来，沧州本地红色曲
艺创作有哪些成就？观感
如何？有哪些启发？

11

多彩曲艺唱响红色旋律多彩曲艺唱响红色旋律多彩曲艺唱响红色旋律
主持人：

青沧战役是沧州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解放沧州，夺取军桥是关键一战。当年战士们冒死夺军
桥的战况是怎样的？沧州还有哪些典型红色故事需要挖掘、改编，进行艺术再创作？22

郎向阳：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们在
清风楼演出了疫情以来的头一场戏，组织
演出了“大美运河，曲韵沧州”大运河文
化月曲艺专场。专场上也表演了《风雨夺
军桥》这个段子，孩子表现不错，领导们
很认可，观众看后反响大。红色寻访是值
得做、值得点赞的事，见证的老人没有
了，那段历史也就被带走了。创作需要有
质感的一手材料，捕风捉影不行。

我还写过《英雄的母亲白文冠》，
辅导两个孩子讲这个故事。一个参加省

文化厅的比赛，获得“十佳红色旅游小
解说员”称号。另一个参加“河北省第
九届少儿曲艺大赛”，得了一等奖。最
近为实验小学创作作品，挖掘出很多抗
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英雄人物、青年
榜样。其中有个 17岁牺牲的英雄吴金
岭，他的兄弟、父亲都为革命先后牺
牲，一家4口只剩他母亲一人。

吕宏友：据载，担任攻取沧县县城
的是第二纵队和渤海一分区部队。负责
夺军桥的，是第六旅。六旅十六团占领

菜市口、控制运河西岸后，奉命夺军
桥。战斗非常激烈。十六团的八连、五
连、一连先后投入到了战斗中。其中两
个细节值得牢记：一是为了炸开桥外围
的铁丝网，战士王振祥抱起炸药包冲上
去，五连连长李增银和副连长董子晖率
突击队向军桥猛攻；二是文工团为战士
们鼓劲，她们高呼“五连战士猛如虎，
一个劲儿地往前突！五连战士真英勇，
夺取军桥立大功！”董子晖壮烈牺牲，
许多无名战士的鲜血染红了运河水。这

些战士、这些细节我们要牢记，没有他
们，就没有沧州解放。在创作中，精雕
细琢细节以突出主题精神，往往决定了
作品的艺术和思想高度。

宋维东：在解放沧州中涌现出很多
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时光流逝，许多
事被冲淡了。可是红色精神不能忘，红
色故事要继续讲。文艺工作者要不断深
入挖掘红色资源，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
品，利用各种艺术形式，以红色故事为
素材，二度创作，呈现给人民群众。

主持人：

艺术要与时俱进，守中有变。选取重点素材、讲好红色故
事，守住精神阵地、弘扬正能量。结合大运河建设、适应当代
审美习惯等方面，都有哪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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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向阳：大运河的变化日新
月异，三座楼建成。前几天演出
时，我们第一个节目就是快板
《大运河畔三座楼》，我也表演了
《镖不喊沧》《文脉沧州》等。地
方文艺工作者，要为地方文化服
务，为沧州老百姓服务。我们的
口号是“说沧州人爱听的相声，
品吃运河水长大的人情”，能把家
乡这点儿事掰扯明白，我们就心
满意足了。

文艺应起到引领的作用，拒
绝低俗、庸俗、媚俗，尤其注意
对下一代的影响。我们应该把哪
些作品放到舞台上？我们应该把
哪些精神交到下一代手上？有人
批评不少孩子言谈话语、行动坐
卧有问题，其实这是我们成年人
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能光怨孩
子，是我们做得不够。

现在参加曲艺活动的老年人
多，得思考把孩子引过来，讲好
中国故事、时代故事、运河故
事、家乡故事。红色历史寻访，
就像在历史长河中打捞宝贝，作
者要用独特的视角去雕琢，再用
艺术形式把它搬到舞台上，在观
众心中最后抛光，宝贝才会光彩
四射。

宋维东：市全民阅读促进会
成功排练了一部红色情景剧《军
号》。该剧视觉、听觉都有新

意，受到群众喜爱。今年恰逢沧
州解放 75 周年，又是沧州大运
河文化宣传年，借此契机组织策
划好鲜活的红色文艺演出尤为重
要。6月 30日，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1周年大型诵唱文艺晚会
在朗吟楼下举办，朗诵、情景剧
比较多，受到广大群众好评，其
中经验值得总结。

吕宏友：红色精神的主旨之
一，就是为人民的美好生活而攻
坚克难、奋斗、牺牲。红色故事
中，一定蕴含着这些精神。历史
是动态的，审美也是动态的，但
是发展变化中，人们对幸福、对
正义的追求不变。我们讲述大运
河两岸发生的巨大变化，不能忘
记当年，不能忘记进入沧州城的
那座桥和枪林弹雨中冲在桥上的
那些子弟兵。

作品要有现场感，得深入生
活；作品要打磨细节，有精气
神，得深入基层。老一辈作家能
写出《白毛女》《红岩》《林海雪
原》《暴风骤雨》《红旗谱》这样
的红色经典，因为有的作者本身
就是战士，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分
子，他们从生活中走来，从群众
走来，说的唱的都是深入骨髓的
体会和心声。唱响运河红色主旋
律，前辈的创作经验值得我们好
好品咂。

解放军夺取军桥解放军夺取军桥

郎向阳：沧州本土文化一定是沧州
红色故事的底色。在创作时，我注意使
用沧州方言土语。这样，沧州观众会感
到更亲切，外地人也新奇——“哎，沧
州话原来是这味道，有意思。”融入方
言土语，地方特色就容易显出来。

我写吴金岭爷儿俩时，场景设定
他们完成任务后，在鼓楼见面。父
亲，扮成磨剪子戗菜刀的。儿子说，
鼓楼敲最后一声钟之前，准回来。父
亲一转身挑起挑子，吆喝：磨剪子哩
呦戗菜刀！儿子目送父亲下台，一转
身时切换舞台光线。然后出现狼狗叫
的音效。随后是画外音：吴金岭 12岁
参加抗日，17岁牺牲。大屏上推出鼓
楼老照片，然后，晚钟撞响。画外，
再也等不来儿子的父亲哽咽一声：磨

剪子哩呦戗菜刀！有了这一声沧州人
最熟悉不过的吆喝，故事就有了沧州
的底色。

宋维东：今年 6 月，《沧州日
报》、市文联、市朗协等公众号平台刊
发大量诗词作品，市朗协和市全民阅
读促进会分别发起了“诵读红色经典
诗歌，讲好红色故事，缅怀革命先烈
的活动”。市朗协公众号开办的“沧州
解放 75周年诗词朗诵”专栏，征集了
本地作家吕游、韩兵、战芳、李永
新、骆驼、胡庆军等创作的诗歌作
品，由朗诵爱好者诵读。6月 11日，
市全民阅读促进会和市图书馆联合举
办的线下新中国的红色记忆——《纪
念沧州解放 75周年主题诵唱会》，我
和刘玉华老师合诵了战芳的《岁月永

恒》。朗诵者们动情的声音插上翅膀，
飞向四面八方。

吕宏友：红色资源是我党艰辛奋
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
富。红色血脉是中国革命的集中体
现，是人民追求幸福的力量源泉。勇
夺军桥是红色资源中的一部分。在全
国来说，它只是诸多战斗的一次，但
对沧州来说，却是沧州人民、沧州历
史应牢记的重要历史。在解放沧州 75
周年之际，市作协和市朗诵协会联合
主办、市诗歌委员会及沧州诗社协办
的诗词征文活动，得到保定、沧州本
地及天津周边县市文学作者的热烈响
应。应征作品用情讲好红色故事，用
心传承红色基因，沧州红色精神得到
进一步弘扬。

主持人：

军桥即今解放桥，昔日的战斗地，就在人们身边、脚下。以此为创作背景或素材，让群众感
到亲切。如何利用可观可感近在咫尺的红色故事，以曲艺等艺术形式讲好红色故事？33

郎向阳：听了宋老师朗读的《风
雨夺军桥》，他的重音选择非常用心，

“弘扬红色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加重
了“红色”。重音是语言当中最有魅力
的部分，除了逻辑重音之外，情感重
音的选择体现了朗诵者的文学素养。

曲艺人才培养不容易。表演是复合
型的，眼上、身上、手上、心上、嘴
上、词上得合捻儿，挺不容易。比如相
声，爱好者多，但学个“报菜名”就跑
了，下不了苦功夫。适合舞台的作品，
文字表达得留下空间，发挥潜台词的力
量。要回避生僻字，回避多音字，一些
佶屈聱牙的字不能用。要有旋律性，要
顺嘴儿，要情绪起伏，要尽量设计对
话，要多用象声词……符合这个要求的
文字其实不是很多。

天乐祥曲艺社是红色故事的传承
平台之一，2015 年成立，至今已 7
年。我们每周六晚上七点半，在清风
楼组织相声曲艺专场，以群众喜闻乐
见的形式，弘扬沧州文化和红色故
事。我们还开办了天乐祥曲艺学校，
孩子们感兴趣，学得很好。

宋维东：看到诸多优秀诗词作
品，我内心产生强烈的诵读欲望。拿
到文稿时，我首先会认真揣摩作品内
涵、创作理念，然后熟读，确定情感
基调，把文字转化为可视可听的动感
画面。我感受最深的是朱德的《冀中
战况》，总司令对解放沧州的战火硝
烟、解放军战士们的英勇气概、胜利
后的喜悦都在诗中体现了出来。诵读
中，我读出这种情感，并确定为朗诵
基调，在“沧州解放 75 周年诗词朗
诵”专栏首发。

吕宏友老师对《冀中战况》感受
很深：“把这深情的诗句，放进滚烫的
泪水，像沏一杯茶，胜利的清香依然
那么浓，依稀又闻到，始于太行山脉
的脚步，大部队在 1947 年开赴沧州，
急骤如风。那时的沧州，像一位患病
的老人，敌人如同巨大的栓块儿，一
座被淤堵被压迫的城，需要一场大战
疏通。如果诗歌注定用来吟诵，最恢
弘的诗句应该唱给英雄！”可以看出，
好的素材对朗诵的作用和影响。

吕宏友：作为国家工作人员，传

承红色精神义不容辞；作为文学创作
者，以诗歌赞美、弘扬红色精神，是
我的使命。10多年前，我听说老家沧
县王官屯村有位老人在解放沧州时担
任民兵连长，就专程采访。老人说，
青沧战役前夕，从太行山那边开过来
的解放军部队，曾在刘家庙、王官屯
村一带驻扎过。战役打响后，王官屯
村民兵有的被派往兴济，负责破坏铁
路。老百姓赶着马车，一车车给人民
军队送军粮，人民创造历史的动力前
所未有，得到大大激发。当今，如何
激发人民的创造动力？就曲艺、文艺
而言，广大作者只有真正深入基层，
用心与老百姓打成一片，才有可能写
出人民满意的优秀作品，才有可能将
红色精神传承好。

亲历青沧战役的人越来越少，我
采访过的那位老人叫刘玉山，现在也
已作古。今年，沧县对本县老革命战
士进行了慰问、采访，进行了抢救性
保护。抢救保护的是什么？就是他们
经历的故事，他们身上的红色革命精
神。

主持人：

大家在各自艺术、工作领域，对红色精神有哪些传承或开拓？在培养此类人才
上，有哪些尝试？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