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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凤来刘凤来刘凤来：：：一把板胡六十年一把板胡六十年一把板胡六十年
本报记者 齐斐斐

▲▲陪伴刘凤来陪伴刘凤来 6060 多多
年的板胡年的板胡

▶▶20112011 年年，，已年过七已年过七
旬的刘凤来登台演奏旬的刘凤来登台演奏。。

卖梨记卖梨记
本报本报记者 寇洪莹

“我家的家风传承”征文
主办：沧州市纪委监委

冰心说，美好的家庭，乃
是一切幸福和力量的根源。虽
然我的家庭很普通，但却给予
了我强大的力量。我就像家里
的一棵小苗，家风如春日细
雨，润物无声。

静谧的夜，站在窗边远
眺，眼前一片月光盈盈，那些
浸润着花香虫鸣的家的味道吹
到了我的眼前。我仿佛看到那
个小小的自己，和爸爸、弟弟
一起躺在房顶，看着圆月渐渐
升到高空，数着天上的星星；
院子里铺上竹席，摆上小桌，
妈妈把刚切好的西瓜、洗净的
桃子放在桌上，我们一家人就
围坐在一起聊着、笑着。这个
画面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中，
在以后的日子里给我慰藉。

我的爸爸是一名退伍军
人，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从小
我就总盯着家里墙上的照片
看，照片中，爸爸穿着军装、
戴着军帽，军帽上那颗五角星
那么鲜艳闪耀。爸爸喜欢读
书、看新闻，非常关心国家大
事。在我心里，爸爸无所不
知，后来我才明白，他的心里
装着家国。他总是告诉我要做
个有家国情怀的人，当我长大
后成为一名人民教师，为祖国
培养着栋梁之材时，他打心底
里高兴，常常告诫我“天下之
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
在身”。

在后来的工作中，每每遇

到困难时，爸爸的话总是萦绕
在我耳畔。我仿佛能看见月光
照在院子里，映出一高一矮的
影子。

我的妈妈也是一名教师。
因此，我上学时，她对我要求
很严格，总是督促我学习。年
幼的我，总觉得她和别的妈妈
不一样，对我要求那么高。后
来，我慢慢长大了，独自在外
求学后才逐渐体会到，妈妈的
严格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

放下教师的身份，她又是
一位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
小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爸
爸在外地工作，家中只有我、
弟弟和妈妈。除了工作，家中
里里外外的事，都由妈妈张
罗。记忆中的她，做任何事都
那么认真执着。学校里，她带
的班成绩最好，地里的农活一
样也不落下。握粉笔的手，却
布满老茧、粗糙干裂，但她从
不抱怨。在我眼中，妈妈是一
个无所不能的人，她的一言一
行是我成长的引路灯，一路照
亮我前行，让我拥有了世界上
最温暖的陪伴。如今走上教师
岗位的我，以她为榜样，一路
坚定地向前走，努力成为她的
模样！

月光盈盈，洒满心田。在
这个温暖的家里，我的心中总
会有一束温暖的家风微光，这
束光一直照亮着我为人师表、
教书育人的前行之路。

凤兰婶婶姓李，叫李凤
兰。从我记事起，就觉得她像
个女“超人”一样。

1992年，她初中毕业，因
家境贫寒，没有选择继续上
学，而是下决心要多挣钱，让
家里人过上好日子。那年，她
背上行囊只身从盐山老家来到
沧州市区学习摄影。没地方
住，就和上卫校的同学挤一张
床。学成后，回到老家或串乡
或赶集给人拍照。她的生意非
常好，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喜
欢这个又实在又热情的姑娘。
一年半的时间她就赚了几千
元，帮家里缓解了经济压力。

在摄影事业进行得如火如
荼时，在天津大港做生意的姨
夫请她去帮忙卖水果，于是她
放下相机去大港开疆拓土。帮
完忙后她并没有回乡，而是一
个人、一杆秤在大港扎了根。

那年，她父亲进了一车苹
果，又摘了自家种的几亩地的
鸭梨，她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就销售一空。因为她诚信厚
道，水果生意越做越好。二十
几岁的她在异乡打拼，风里来
雨里去，不知吃过多少苦。过
年时，为了多挣点钱，她舍不
得回家，都是一个人在大港度
过。

其间，上进的她，考下了
驾照，买了辆轿车，进货送货
更方便了，钱也越挣越多。

1998年，26岁的她碰见了
意中人，也就是我的叔叔，他
们喜结连理，走进了婚姻殿堂。

婚后怀孕，她也没有停止
“折腾”，又买了辆小三轮。后
来，三轮车换成面包车、面包
车换成小货车，经营的种类也
从水果变成烟酒、鲜肉、月饼
等。

转眼间来到 2008年。已经
上学的儿子成绩优异，下岗的
丈夫找到了新工作，她的买卖
也越发风生水起。

就在一切都步入正轨、生
活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的时
候，一场飞来横祸降临到了这
个家庭。

“2008 年 12 月 4 日，我永
远记得这天。”她说，“他出
门前还帮我们娘儿俩掖了被
子，谁知道再见，就天人永

隔了。”早起，她像往常一样
出门卖货，那日的清晨格外
冷，天也灰蒙蒙的，刺骨的
北风呼呼地刮着，出门时忘
了带手机的她心里一直不踏
实，老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
要发生。这时，一位邻居急
匆匆地找来，让她赶紧回家。
回家后，才知道丈夫出了车
祸。原来，我叔叔和人一起跑
货运，开车的司机由于疲劳驾
驶紧急刹车，一车的钢材因为
惯性全部冲进驾驶室，坐在副
驾驶的叔叔和司机当场身亡。

突然的变故让 36岁的婶婶
感觉天都塌了，从此变得萎靡
不振，半年没有出门，身体也
出现了问题。

慢慢地，一向敢闯敢拼的
她“醒悟”过来，她告诉自己
不能再这样消沉下去。于是她
走出了家门，开始重新找工作。

2016年，为了孩子上学方
便她来到沧州。把陪伴了自己
多年的货车卖掉，决心换个活
法儿。她骑着车子在沧州的街
道上漫无目的地转悠，偶然
间，看到了街边房屋甩卖的广
告，进门简单了解后便果断回
家取了银行卡，付了首付。很
快，沧州的地产经济迎来牛
市，这让经济嗅觉敏锐的她看
到了商机，于是她把手里的房
子倒卖出去，赚了十几万元，
这也成了她房屋中介工作的开
端。

楼市开始不景气后，她又
激流勇退，开始入行承办会
议，现在已可以独当一面。每
天都忙得团团转，但看得出，
她是开心的。

如今，儿子已大学毕业。
凤兰婶婶仍然孑身一人拼搏
着、奋斗着。

一枚贝，之所以能将沙粒
转化成一颗颗珍珠，是经过
了长期的孕育、无数个黑夜
的 承 受 后 ， 用 心 坚 持 的 结
果。这也像极了凤兰婶婶的
人生路。奋斗的道路不会一
帆风顺，却塑造了凤兰婶婶
坚韧不拔、愈挫愈勇的品格。

凤兰婶婶凤兰婶婶凤兰婶婶
李书洁

本报讯（记者寇洪莹）日前，50名
孤困儿童齐聚沧州安定医院，参加2024
暑期“梦想起航 成就未来”夏令营，
围绕感恩教育、心理疏导等内容，接受
为期3天的成长训练。

夏令营由沧州市委社会工作部、
运河区委社会工作部主办，沧州手牵
手心理辅导志愿者服务协会、沧州安
定医院承办。

在这次夏令营活动中，沧州安定
医院以生命教育、品格教育、立志教
育、感恩教育、心理疏导为主题，通

过生动有趣的互动式教学，引导孤困
儿童科学地认识青春期身心变化与性
别差异、了解青春期心理健康知识，
掌握必要的心理调适方法，以助力孤
困儿童顺利成长。

市迎宾路小学副校长兰香是一名
语文老师，也是一名儿童文学作家。
她从 60多部作品中选出校园励志系
列丛书《努力一定强》，送给现场的
孩子们，并鼓励他们，生活虽然会出
现各种困难，但只要往前走，梦想终
会开花。

近日，由市群众艺
术馆主办，沧州文脉传
习 所 承 办 的 《狮 城 艺
谈》“文脉流长话沧州”
访谈在群艺馆举办。中
国作家协会会员、原武
警吉林边防总队政委李
炳天等嘉宾围绕诗经文
化、运河文化、渤海文
化、医药文化、武术文
化等诠释了沧州厚重、
包容、多元的历史文化
脉络。 边志明 摄

关爱孤困儿童关爱孤困儿童关爱孤困儿童

“““梦想起航梦想起航梦想起航 成就未来成就未来成就未来”””夏令营成功举办夏令营成功举办夏令营成功举办

我家的故事我家的故事

紫檀油光，弦窝处，指痕已深陷。
这是一位 87岁老人和一把板胡 60多年
的情缘。

这位老人叫刘凤来，是沧州河北梆
子剧团的板胡演奏师。

他一生痴迷板胡演奏，凭着浓厚的
兴趣和艺术天赋，为众多戏曲名角“托
腔保调”。他的名字与成就被收录进

“中国当代高科技人才系列词典”。60
多年，他用精益求精的演奏为梆子腔注
入了灵魂。

“托腔保调”

对于父亲的一辈子，大女儿刘琳用
“爱弦胜命”来形容。

刘凤来的家乡在沧县。20世纪 40
年代，戏曲是人们最喜爱的娱乐方式之
一，午后的麦地里、晚饭后的大槐树
下、点着蜡烛的小院里，一段段带着泥
土味儿的河北梆子，让忙碌了一天的人
们忘了劳累、多了欢乐。

刘凤来听着梆子腔长大。5岁时，他
“登台”唱青衣，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为
这个小演员拍手叫好。7岁时，他跟随下
乡演出的梆子剧团学习乐队武场。

12 岁时，刘凤来开始练习板胡。
他师从被誉为“盖京南”的南鹤修老
师，成了南鹤修的得意弟子；后又拜在
素有河北梆子“板胡祖师爷”之称的郭
筱亭门下。这为精湛技艺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21岁时，他开始为天津河北梆子
剧团的多位知名演员伴奏。这把板胡就
是从那时起跟随了他多半生。

刘凤来常说的一句话是：“伴奏一定
要为演员‘托腔保调’，把河北梆子的味
道演奏出来，让观众们爱听。”这句话不

仅仅是他的座右铭，更是他一生的追
求。他的伴奏陪伴了筱翠云、梁达子、
银达子等诸多优秀的演员，这些演员都
是当时河北梆子剧坛上的璀璨明星。

为戏而活

在天津河北梆子剧团期间，刘凤来
伴奏的剧目丰富多彩，包括《杨门女
将》《百岁挂帅》《芦花计》《徐策跑
城》 等经典剧目，并为 《杨门女将》
《百岁挂帅》设计了精彩的唱腔。

那些年，沧州还没有自己的河北梆
子剧团，后来建立了红鹰梆子剧团。为
了家乡剧团的发展，刘凤来毅然回到沧
州，拿着这把板胡“拉”开了沧州河北
梆子剧团的发展大幕。

“父亲一辈子，为了艺术，可以不
眠不休，只要活着就得拉弦儿！”在刘
琳的记忆中，父亲几乎弦不离手。平日
里，父亲往床边一坐，脚上蹬着面前的
长条凳，一拉就是几个小时。吃着饭，
只要演员来说戏，他不吃不喝，一个音
符、一个字也得调好、唱好、配合好。
就连做梦，都是拉调唱戏，孩子们经常
被父亲的一嗓子吓醒，迷迷糊糊地跟着
哼起来。

刘琳说，时至今日，父亲的脚一到
冬天就隐隐作痛，这是常年苦累落下的
毛病。那时候，为了不耽误家人和邻居
们休息，刘凤来夜晚都会到空旷无人的
地方习练。冬天，他在外面一待就是几
个小时，下半身几乎保持一个动作，双
脚被冻得满是冻疮。当母亲问为何如
此，父亲说：“我这是磨砺锻炼，下乡
演出时就不怕冻了。”

台上，一天 3场戏，十几个小时，
刘凤来的弦只有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才歇

一歇。只要戏一开场，他就激情满满，
演员哭他就哭，演员笑他就笑，完全沉
浸在剧情中。当演员需要“托腔保调”
的时候，他一个弦音弯儿就能救场。

刘凤来天生就是为戏而生，为戏而
活。有一次，他发着 40摄氏度高烧为
演员伴奏，最后，在有人接替的一刻晕
倒在了后台。送往医院后，被确诊为大
叶性肺炎，住院 20多天，刘凤来刚刚
恢复就又重返舞台。

妻子朱迎春也曾是一名花旦演员，
因身体原因，没有继续演艺事业，但梦
想始终在，对艺术的痴迷也一直在。妻
子的支持给了刘凤来更大的力量去投入
舞台演奏。

因戏而荣

刘凤来在艺术生涯中见证并参与了
河北梆子最兴盛的年代，这一时期也是
他个人艺术成长的重要阶段。六十甲子
时，他在“群星汇演”活动中为河北梆
子剧目《功德碑》伴奏，最终获得了全
国银奖。

20世纪 70年代，刘凤来面临艺术
生涯中的重要转折。这个转折源自他遇
到了一部要求使用豫剧板胡进行演奏的
戏曲——《划线》。

对于长期学习并演奏河北梆子板胡
的刘凤来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也是一个亟待填补的空白。面对新的挑
战，刘凤来没有选择退缩，而选择迎难
而上。他毫不犹豫地拿起豫剧板胡，决
定从头开始学习。那些日子，他几乎不
眠不休，投入到艰苦的学习中。每一
音、每一节、每一句，他都仔细研究、
反复练习，直到完全掌握、学精为止。
他不断磨炼技巧，尝试找到豫剧板胡与

《划线》曲调的最佳融合，以便能够更
好地传达出戏曲的情感和韵味。

这部戏的演奏让刘凤来面临许多从
未遇到过的问题和困难。但他坚信，只
要不断尝试和磨炼，自己的技艺就能得
到提升。就这样，他一次次地尝试、一
次次地失败，然后又一次次地站起来，
继续前行。经过无数次地练习和摸索，
刘凤来终于将曲子演奏得淋漓尽致，达
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公演的那一天，
当刘凤来以饱满的情感和精湛的技艺演
奏完《划线》时，全场观众给予了热烈
的喝彩声和掌声。

1993年 12月 8日，刘凤来因为突
出的艺术贡献，名字被收录进“中国当
代高科技人才系列词典”。这不仅是对
他个人艺术成就的认可，更是对他为河
北梆子剧坛作出的贡献的肯定。

从艺期间，刘凤来演奏的戏曲丰富
多彩，包括《秦香莲》《王宝钏》《辕门
斩子》等数十部大戏。他的演奏不仅让
人们感受到了戏曲的魅力，更让河北梆
子的艺术之花在沧州大地绽放得更加绚
烂。

2011年，已年过七旬的刘凤来登
台演奏，伴奏了两三个小时，依旧激情
满怀。如今，87岁高龄的刘凤来身体
仍然健康，那把陪伴了他 60多年的板
胡依然放在床头。

这把板胡，是他浸着汗水与痴情的
老友，深深的指痕是他从艺一生的烙
印。在倒流的时光中，这个意气风发的

“艺痴”在沧州戏曲事业中熠熠生辉。

“您尝下，这是海兴的梨，特别甜……”
昨日，从海兴县张会亭镇三王庄村拉过
来的第七车梨刚一到达沧州市区嘉禾集
市，市民就争相品尝购买，摊位旁的刘
华洋高兴地给大家介绍着。

21 岁的刘华洋老家就是三王庄
村，从小跟随父母在市区长大，后去波
兰上大学，7月23日刚刚回国。7月26
日，刘华洋和父亲回老家，听说今年的
梨大丰收，在父亲的鼓励下，他决定将
村里的梨销往沧州市区。

三王庄村种植梨树已有上百年历
史，因地碱梨甜，曾成为天津鸭梨、
泊头鸭梨装箱基地。2017年，三王庄
村流转了村里近 400亩土地，种植了

“新梨 7号”“秋月梨”等畅销梨新品
种。

新梨上市，当地百姓一直缺乏销售
经验，发愁东西卖不出去。去年在本报
帮助下，许多爱心企业和个人尽己所
能，以各种形式助销。今年刘华洋在嘉
禾集市租了摊位，在助销上花了很多小
心思：设立直销处，现场免费品尝、批
发零售；建立线上团购群，制作小程序
接龙；设置优惠活动，买 5箱赠一箱，
让更多人转发宣传；为了更多市民采购
方便，刘华洋还开车送货上门；为了更
好地宣传家乡，刘华洋在面包车两侧贴
上了海报。

“今年梨果喜获丰收，我能为家乡
出一份力，觉得特别有意义。”刘华洋
说，去年他就给父亲当“助理”，为家
乡卖了几万公斤梨，今年则自己独当一
面，助销爱心梨。在他的带动下，和他
一起留学、来自保定的贾雨航也加入助
销队伍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