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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瑞池敲了一辈子大鼓，也追了一辈子大鼓。

在边瑞池的老家，逢年过节，锣鼓声就响彻整个村庄。鼓槌落在直径足有2米的鼓面上，如春雷初炸，鼓点掉在地上，能砸出坑来……

本报记者 康 宁 摄 影 赵华堂

10余位锣鼓手身着彩装，一面
直径2米左右的大鼓与镲铙齐鸣。鼓
声铿铿，镲铙锵锵，如春雷初炸，数
里之遥可闻其声。鼓手们时而挥舞着
鼓槌上下翻飞，如彩蝶追花，时而又
轻击鼓边，如蜻蜓点水……

人群中领鼓的是这支大鼓队的队
长，叫边瑞池，今年 78岁，是沧州
市工信局的退休干部。

从 2008年起，他就组建起大鼓
队，义务培训学员达数百人。这两年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大鼓队的
活动能减就减，打鼓的场面与红火时
期相比逊色了许多，但边瑞池和队友
的热情却丝毫未减……

“淘”鼓

打鼓，边瑞池自小再熟悉不过。
他出生在河间市西九吉乡娄堤屯村，
那里有很多河间大鼓艺人。

河间大鼓是当地一种传统的民间
艺术，2006年被列入河北省第一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在边瑞池的老家，逢年过节，锣

鼓声就响彻整个村庄。从小，边瑞池
就和小伙伴们学着大人的模样，拿着
小鼓，穿梭在人群中敲敲打打。

后来因为工作忙，边瑞池没再打
过鼓，但内心的那份特殊感情，一直
未曾忘怀。直到退休后，他又重拾

“旧爱”。
当时，边瑞池参加了一支秧歌

队。队里不仅没人会打鼓，甚至连一
面像样的鼓都没有。为了节省经费，
边瑞池满世界“淘”鼓。

经人介绍，他从一家商场的仓库
里找到了一面大鼓。那面大鼓直径足

有 1.2米，但由于年久失修，鼓面早
已破损，鼓槌也被虫子蛀坏。那一
刻，边瑞池就像见到了失散多年的老
朋友，兴奋之余又不免心疼。他将大
鼓拉到大鼓厂家修补，还自配了4对
鼓槌。一周后，这面大鼓就派上用场
了。

有经验的鼓手都知道，一面好
鼓，声音要响亮却不能刺耳，要经得
起捶打而不松懈。打鼓时间久了，鼓
与人便融为一体。虽然后来大鼓队换
了好几面鼓，但每一面鼓，边瑞池都
舍不得扔掉，或留存，或捐给村里，

都完好保存着。“这些大鼓可是大家
共同努力的见证。”边瑞池说。

教 鼓

最初那段时间，尽管有儿时的熏
陶，但多年未打鼓，边瑞池也只能边
学边教大伙儿。

众人拾柴火焰高。边瑞池的哥哥
和弟弟都是村大鼓队的成员。得知边
瑞池组建大鼓队，哥哥送上一本河间
大鼓鼓谱，弟弟主动请缨指导边瑞
池。有了两员大将做后盾，边瑞池底
气足了许多。

一段时间的练习后，边瑞池打鼓
的技法有了很大提高。他立刻召集队
员，恨不得立刻将所学倾囊相授。这
些队员完全没有打鼓基础，边瑞池一
切从零教起。几天下来，队员们累得
腰酸背疼，胳膊、手都抬不起来。但
令边瑞池感动的是，大家从没说过放
弃。长时间的练习，手被磨破是常有
的事，大家缠上纱布继续练，就连睡
觉前也不忘拍着腿记鼓点。

“那时满脑子都是鼓点声，尽管
很辛苦，但大家聚在一起，练得劲头
儿十足。”边瑞池说。慢慢地，队员
们配合得越来越默契。一个月后，大
鼓队迎来了首场演出。大家身着红色
战袍，精神抖擞，抡起鼓槌，动作整

齐划一，鼓点强劲有力，酣畅淋漓
……他们用铿锵有力的锣鼓声，敲出
了属于自己的最美“夕阳红”。

大鼓队首场演出就赢得了开门
红，大家的热情更高了。最红火时，
队员达100多人，拥有8面河间大鼓。

传 承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
道。边瑞池不敢说自己是内行，他觉
得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希望和
热爱河间大鼓的朋友们一起努力，让
传统艺术得到发扬。

如今，边瑞池的大鼓队在沧州小
有名气，节日庆典常有他们的身影，
有时还被邀请到外地演出。边瑞池也
愈加忙碌起来，义务培训学员达数百
人。上至耄耋老人，下至青年学生，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

尤其是沧县旧州镇王槐庄村的 7
个孩子出现在学鼓队伍中时，边瑞池
受到了莫大鼓舞。他没想到孩子能坚
持下来，在他们身上仿佛看到了儿时
的自己。

鼓声阵阵传新韵，边瑞池用敲
大鼓唱生活、颂发展，用鼓声继承
传统，谱写和谐。这古朴敦厚、声
音洪亮的大鼓声凝聚人心，让生活
更有奔头。

辞职后辞职后，，他开了他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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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芝最离不开的就是书法陈家芝最离不开的就是书法,,
三两天闻不见墨香三两天闻不见墨香，，就浑身不自在就浑身不自在。。

48 岁的陈家芝从里间走了出
来。她个头不高，中等身材，长着一
张精致的小圆脸。不知是不是穿着旗
袍的缘故，她步子迈得很小，连打招
呼也轻声细语的……见面第一眼，仿
佛是从墙上画作中走出来的江南女
子。

但不消几分钟，北方人爽朗、
率直的性格就在她身上淋漓尽致地
展现了出来。聊行书、草书，聊习
武练拳，再到儿时和男孩子比试挑
水、浇地……聊到激动时，她甚至会
突然大声朗诵起来，吓你一跳。在很
多熟悉她的人印象中，这才是真实的
陈家芝。

陈家芝是沧州经济开发区书法家
协会主席。

不做“乖乖女”

从小，陈家芝就没想过要当一个
乖乖女。

她出生在沧县兴济镇后罗官屯村
的农家，是家里的老大。陈家3个孩
子，都是女孩。尽管人们都说女儿是
爹妈的小棉袄，但在当时，偏见依旧
压得母亲喘不过气来。

母亲的境遇，七八岁的陈家芝看
在眼里，心里满是不平：“妈妈，你
就拿我当儿子养！”男孩子不敢做
的，她逼着自己去做；男孩子能做到
的，她要做得更好——

过去村里没有自来水，用水都要
到村头的水井去挑。邻家男孩能帮家
里挑水，她也不含糊。陈家 5口人
吃水，要挑5趟才能盛满一大缸。男
孩不停，她也不停，自家水缸装满
了，就给邻居家挑。装满水的水桶比
陈家芝轻不了多少，她小小的个子甚
至还没有自家水缸高。

深更半夜独自一人去浇地，风
吹得棒子叶哗哗作响，故事里的妖
魔鬼怪一个劲儿从脑袋里往外冒，
她吓得不敢睁眼，但没有一次逃回
来。

登高爬梯，习武打拳……通常被
认作更适合男孩子做的事情，她一个
个都要做个遍，并且铆足了劲儿要把
对方比下去。村里人都说：“陈家生

了个假小子，长大了指定管不了。”
言语中既有玩笑，也有佩服。

“字比画美”

陈家芝说，她小时候做的事，
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证明女孩儿不
比男孩儿差，唯有书法是出自本心
的喜欢。

那时候，陈家隔壁住着一位擅长
书法的老先生。陈家芝最大的乐趣，
就是拿着小木棍儿去老先生家铺满沙
土的小院里练字。

除了教她书法之外，老先生还经
常讲王羲之、颜真卿等书法大家的书
法特点。虽然听不懂，但陈家芝就是
莫名其妙地喜欢。

过去，村里都是土坯房，每到春
节前，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往墙上贴满
印着各地风景的挂历，花花绿绿的，
既亮堂又好看。

可陈家芝却是个例外。

她非要把挂历反过来贴，把空白
面露在外面，这样她就每天都能欣赏
到请老先生写在挂历背面的字了。

家里大人嫌满墙的白纸黑字看着
眼晕，从不帮着一起贴，陈家芝就自
己动手。

需要贴挂历的屋子一共有两间，
把墙壁全部贴满，大概需要 6本挂
历。陈家芝个子小，够不着的地方，
就站在柜子上，再不行就搭个小板
凳。

从高处摔下来、被图钉扎破手的
事，几乎年年都有，可陈家芝从不在
意，依旧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在她
心里，“字比画美！”

烧纸和锅底灰

在沙土地上练了一段时间，陈家
芝终于可以在纸上下笔了。

但陈家人口多，壮劳力又少，日
子过得本来就不富裕，哪里还有钱给

她买笔墨纸砚？
“难道我就只能拿着小棍儿在沙

土地上写字了吗？”从不害怕任何困
难的陈家芝哭了，她委屈极了，一遍
遍跟老先生重复着同一句话。

老先生告诉她：“没有宣纸，可
以用烧纸替代；买不起墨汁，把锅底
灰和草木灰混在一起也能行。”

“用烧纸练字？这不是闹着玩
嘛！”陈家芝不以为然。

但老先生接下来的话，却让她记
了一辈子：“只要真心喜欢，就算在
沙土地上写一辈子又有什么关系？”

从此，陈家芝再也没有把买不起
纸墨放在心上。

每当快到清明节、中元节的时
候，她就趁大人不在家，偷偷到小卖
铺去买烧纸。存粮食的洋灰柜里甚至
给奶奶准备的寿材里，都被她塞满了
练字用的烧纸。

终于有一天，这个秘密被爸爸
发现了。“他觉得在家里藏烧纸不

吉利，尤其是藏在奶奶的寿材里。
爸爸狠狠揍了我一顿，把邻居们都
惊动了。”但也正是从那天起，全
村人都知道陈家芝写得一手好字，家
人也再没有阻拦过她。

给字找“婆家”

人们总说，日有所思，夜有所
梦。陈家芝对此深有体会。

刚参加工作那几年，她白天忙工
作，晚上还要照顾年幼的孩子，练字
就成了求而不得的事情。

她经常做梦练习书法，甚至有
好几次出现了梦游——她起身下
床，把孩子的尿盆端起来当作砚台
放到书桌上，拿起毛笔蘸了蘸就开
始写……

第二天，丈夫把梦游的事讲给她
听，陈家芝一点儿印象也没有，可看
到摆在书桌上的尿盆和皱巴巴的宣
纸，又笑得前仰后合。

虽然是个笑话，但陈家芝对书法
的执着可见一斑。

她 26岁成为沧县书法家协会会
员。可以不打扮、不买化妆品，却唯
独离不开书法——一个月才挣 500
元钱的时候，她舍得花820元钱去装
裱一幅书法作品；清晨六七点，别人
刚醒或还在昏睡，她已经开始了当天
的晨课；三两天闻不见墨香，心里就
不自在，急切地想回到堆了一叠又一
叠宣纸的书案旁。

不同于其他女性的书法作品，陈
家芝的作品中有着一份洒脱与刚劲，
这与她的经历和性格有很大关系。

有人看上了她的作品，托朋友找
关系想收藏一幅，甚至出了高价。可
就因为一句“收藏你的字，肯定不赔
钱”，让她彻底黑了脸——她觉得对
方目的不纯，不是真心喜欢自己的作
品。

有的人出高价购买，她不予；而
有的人只是背了一首她爱的诗，却坚
持要送。不熟悉陈家芝的人，会觉得
她不好相处。而熟悉的人都知道，在
陈家芝心里，送人作品就像给字找

“婆家”：“门不当户不对，就算对方
给座金山也不嫁！”

送书法进校园，为抗疫英雄泼墨
挥毫……陈家芝对作品的归宿有更好
的打算，也对练习书法有了更深的认
识：“写了几十年字，最大的收获就
是不浮于事的心。”

葛义栋葛义栋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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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智超

近来，一位北大学生因为在毕
业典礼上的演讲火了起来。

她说：“今天过后，我们将会
回到平凡的岗位上重新起步……我
们有可能终其一生，也还是一个平
凡的人，但那又如何？只要有一颗
不惧平凡的心，一样能成为故事的
主人公，带上耀眼的光环。”

这段话在网络上获得大家的点
赞，引起不少共鸣。

正如这位学生所说，绝大多数
人会在平凡中走完一生。但也有人
会说，我们拼尽全力去寻找通往

“罗马”的跑道，而有些人生而就
在“罗马”。

我们并不否认差距的存在，但
我们更加相信，能够左右平凡与不
凡的，绝不仅是这样的差距。

置身于不同的空间，能找到自
己人生的价值，是一种不凡；面对
平凡的人生，学会直面平凡、拥抱
平凡、敬畏平凡，日复一日地坚
守，也是一种不凡。

被 誉 为 “ 世 界 杂 交 水 稻 之
父”的袁隆平，花了半个多世纪
的时间去研究杂交水稻，无数个
日日夜夜都在一个又一个平凡又
枯燥的实验再实验中度过。他穷
尽一生都在朝着“禾下乘凉梦”

“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努力，并
一步步靠近梦想，他的坚持成就
了非凡的一生。

有着“无臂飞鱼”之称的残奥
会游泳冠军郑涛，幼年不幸失去双
臂，他为了证明自己，付出了远超
常人的努力，最终入选国家队，并
在去年的东京残奥会上，4 获金
牌，4次打破记录。他用嘴咬住毛
巾出发，用头撞击终点的场景感动
了无数人。

平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躺
平”和放纵。

去学着接受自己的平凡甚至是
缺陷，然后在无数个平凡的日子
里，去付出无数次平凡的努力，去
完成无数次平凡的任务，也许不平
凡的人生之旅就在下一个路口等着
你。

人生的精彩，往往是在平凡的
土壤里结出美丽的花蕾。

运河区南陈屯镇刘胖庄村，王
旭的宠物学校自成一方天地。

30岁的王旭是这所宠物学校
的校长兼老师。而在此之前，他曾
是一名资产评估师，创业是他学生
时代便许下的心愿。

3年前，他专门去天津学习驯
犬，又在市郊租下了这块面积 20
亩的土地，建寄养室，修游泳池，
聘请专业宠物美容师，一门心思要
在这里打造一家宠物学校。

刚开始学习驯犬时，王旭觉
得自己就像一个精神科医生：“送
来接受训练的宠物犬，没有一个
老实的。这些宠物犬在人面前就
像疯了似的，咬人的、乱叫的、
到处拉屎撒尿的，所到之处，乱
成一锅粥。”

而现在，王旭则觉得，这些
宠物犬其实就是自己的学生，整
个教学过程都充满着成就感——
不仅仅是帮助了宠物犬，也获得
了宠物主人的感谢和佩服。

比如他只花几天时间，就能将
原本让主人头疼不已的宠物犬变得

“善解人意”起来。“如果不能及时
纠正宠物犬的错误行为，也许它就
会遭到遗弃，成为一只流浪狗。”
王旭解释道。

“人与宠物之间，应该是相互了
解与尊重的。其实，宠物身上出现
的大多数问题，根本是人的问题。”
也正因如此，通常，王旭会让顾客
先痛快地把自家宠物犬的毛病数落
一遍，然后再教给他们如何驯犬以
及怎样和宠物相处。

在他心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
以渔。相比招揽更多顾客，他更愿
意通过自己的努力，看到宠物与主
人和谐共处。

“和这些宠物在一起，每天都
特别快乐，有说不完的开心事！”
更让王旭高兴的是，他做了一份自
己喜欢并且有意义的事。

知 言

鼓声响起，边瑞池（右一）的心也跟着敞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