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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序曲”开幕后，剧
情由范仲淹冒寒风踏冰雪，
饥寒交迫，晕倒在赴应天书

院门前的路旁，而被打救的“病投书
院”开场，经“春香传书”、“借梅寄
情”、“清凉寺抒怀”、“依依惜别”、“夜
宴琼林”、“捍海修堰”、“仕途波折”、

“揖别黄河岸”数场戏，和应天教学的
“尾声”落幕。不仅情节跌宕起伏，妙
趣横生，扣人心弦，而且哲理深邃，发
人深思，令人在感叹、赞许、钦佩中受
益。

但是，细心的人们会发现，本剧对
范仲淹出阁入相、终身爱民爱国、力主

“庆历新政”的治国大策的不俗表现，
没有编入，对脍炙人口、思想性极高的
《岳阳楼记》 的出手没有涉及。一句
话，就是对多数人不太熟悉的范仲淹这
段历史，被搬上舞台，而家喻户晓、令
人折服的范仲淹的那些故事，却没有进
入剧中，像是有些令人惋惜和遗憾，是
否还应该对剧本再讨论讨论。

不过，再从本剧“名称”和所写的
范仲淹在应天求学成才，走入仕途，因
坚持朝中纲纪，而被扣上“犯上”的帽
子离开京城，返回应天的故事，剧情的
结构，紧紧围绕“应天骄子”而做文
章，是无可厚非和恰如其分的了。辩证
地去看，里面有作者的特殊用意：拓宽
对范仲淹了解的视野，使更多的人熟悉
范仲淹，更好地宣传范冲淹的思想及其
社会价值。

全剧除去“序曲”、“尾声”的九场

戏，足足涵盖了所谓“惋惜”、“遗憾”
和“再讨论”的内容。九场戏里先后展
现出一个鲜活的范仲淹：艰苦求学，断
齑画粥；博览广思，标新立异；严于律
己，志向鸿鹄；心系百姓，身先士卒；
忧国忧民，针砭时弊；不畏权贵，正直
刚强。特别是应天求学，不仅赢得学友
的称赞，也博得老师的好评，为其顺利科
举得中，为官清正打下良好的基础——
为剧情发展，埋下伏笔。

刚中进士，尚未走入仕途，就展现
出范仲淹的“棱角”。恩科揭榜，宋天
子宴待包括范仲淹在内的新科进士，席
间得知沿海兴化县水患成灾，当地百姓
流离失所，苦不堪言，而丞相吕夷简，
却认为是不足挂齿的小事，提出以后再
议。在众多尚未委任官职的进士中，唯
范仲淹挺身而出，提出与吕丞相完全相
悖的处置意见——民为国之根本，朝廷
即可派官员前去赈灾。宋天子当场委任
范仲淹为兴化县令，范仲淹领旨而去。
救灾现场，身先士卒，指挥得当，筑堰
捍海，与民共同抗灾，受到百姓的称赞
和拥戴。

初出茅庐，首战告捷，范仲淹也因
此“提拔”到汴京城任“秘阁校理”。
在皇帝身边，面对吕夷简策划、有违国
家纲纪的“皇后寿日”活动，直言相
谏——明确家事即家事，国事即国事，
劝皇帝和皇太后，改变既定筹备，实现
国事与家事的分离。不料获罪被贬出
京，回到应天，开枝散叶，以待复出，
该剧也到此落幕。

一场大戏，不仅重新演绎和“复
活”了范仲淹——由来应天求学，到学
业有成，横空出世，再到“直谏犯上”
遭贬回应天，他个人人生的这段历史，
而且还寻找、勾勒出与其以后为官生
活，有着惊人相似的周期性循环的首个

“原轨迹”。进而达到本剧作者一叶而知
秋的目的——以此寓函着范仲淹后半生
不俗的真实人生，让观众进入剧情，浮
想联翩，余味无穷。

剧作者的构思，不仅合理、巧妙、
取舍得当，而且其寓意，完全符合范仲
淹的生活实际。之后，范仲淹再次由应
天走出，虽有出相入阁荣耀，但仕途却
像过天车似的高低起伏不定，老是重复
着首个“轨迹周期”。正因为如此，他
才在为官的道路上，历经千锤百炼，形
成一颗忧国忧民之心——《岳阳楼
记》，是集中反映的载体之一。我认为
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时年58岁——距
病逝时间只有 6 年的范仲淹，所写的
《岳阳楼记》，之所以令一代又一代的人
们高山仰止，是因为该文章是他自己人
生思想的升华和总结。虽然这些情由没
有写进本剧的剧情里，但是，透过“应
天骄子”的情节展现，就见微知著，像
是透过墙外一枝红杏，便可推知墙内百
花盛开，春色满园。从这一点上讲，

“岳阳楼”思想的根基，是深深地扎在
应天读书、应天执教、应天生活的芳泥
厚土之中。所以，一个“应天骄子”的
称谓，一个“第一周期的循环”，就能
通晓、涵盖商丘人范仲淹的一生。

再说“商丘人，
传承发展商丘戏”。
这里，我不是说，本

剧是商丘市“目连戏传承保
护中心”演戏，也不具体讲
演员的手眼身法步，如何精
准到位，而是说舞台上的唱
腔“充满豫东调”。

传统的豫剧——河南梆
子，分豫东调、豫西调、祥
符调、沙河调——后被以演
员命名“门派”的方式所取
代，而豫东调名人辈出。上
世纪六十年代初，河南举行
戏剧汇演，虞城县豫剧团大
红脸唐玉成先生，被冠名

“豫东红脸王”；洛阳豫剧团
团长马金凤女士，冠名“洛
阳牡丹”——其参演的《穆
桂英挂帅》为传统豫东调。
当然，宁陵籍的省豫剧二团
的大黑脸李斯忠，商丘豫剧
团所拍豫剧电影《包青天》
中扮演包拯的吴心平、扮演
韩琦的许颖和新近被戏迷称
为红脸王、唱腔中融入唐玉
成唱腔格调的刘忠河以及与
之同台演出的“国母娘黄爱
菊”、“小金枝张建华”等
等。

初听范仲淹的扮演者的
台上唱腔，他似乎背离了

“豫东调”。特别是前半场的
“小生戏”，他唱腔轻盈典
雅，不温不火，像是一杯透
明的白开水，与高亢、洪
亮、丰满拖腔韵味十足的豫
东调，格格不入。但是，再
入戏中细品味，唱腔设计者
设计剧中人物的唱腔，是为
剧情服务的，换句话讲，戏
中 人 物 需 要 的 就 是 这 个

“味”和“调”。但是，从某
个角度讲，扮演范仲淹者，
除大胆吸纳了包括现代戏，
甚至话剧中的现代舞台表演
艺术和道白“腔韵”，接纳
了南方戏中的优雅轻盈、举
止稳重、表演细腻、绵里藏
针的声腔表演外，骨子里还
是“豫东味”。特别是在戏
中人物由思想“纠葛”到思
想“解放”时的唱腔，就采
用豫东调拖腔结尾，高起高
落，悠扬动听，对体现剧中
人物的性格和感情的抒发，
起到关键的作用，也换来了
剧场内的热烈掌声。

后半场的范仲淹，更是
淋漓尽致的大板大板的豫东
调，有的就是唐玉成老先生
原汁原味的高亢委婉的声腔
再现，有的就是许颖先生在

“韩琦杀庙”中，句句扣紧
喷泉似的奔放而出的唱法。
剧场内，掌声不断，高声的
叫好声、口号声，此起彼
伏，像是被豫东调和唐老先
生、许颖先生“原味”旋律
置换出的重磅炸弹。当然，
他所采用的“豫东调”之外
的众家之长，借它山之石以
攻玉，就是一种创新与发
展，使得豫东调更加丰满和
完美。

实话实说，剧中人物范
仲淹，是不好演的。按剧情
发展，由“小文生”，到挂

胡子的“胡子生”——豫剧
里称红脸，一个演员扮演全
程中的几个角色，就得有几
种行当的不同唱法。这里，
我们不讨论扮演者的表演难
度，也不研究他对豫东调
的贡献，再去说一个“纯粹”
的豫东调的扮演者——宋
王。他是拜豫剧表演艺术
家，堪称当今豫东红脸王
的 刘 忠 河 为 师 的 一 位 演
员，不仅唱腔一丝不苟地
紧紧跟随刘忠河，而且“做
派”也随其老师——只是一
个唐王，一个宋王罢了。
当然，听众不会对他吝惜
自己的掌声。

李湘屏之剧中的二号人
物，她的扮演者，着重于闺
门旦角色。唱腔清脆圆润，
悠扬动听，但是比起“宋
王”来，好像是她的传承师
傅不唯一。明显，有两句属
常派——不多，时而有“祥
符调”的细腻委婉进入，虽
如此，她仍然没有走出“豫
东地”——她的声腔韵调，
还是以豫东调为基础的。有
马金凤的“穆桂英”唱腔成
份、有“金枝玉叶”声韵元素，
更有“哪呀海，咿呀嘿……”
豫东调特有的俏丽、委婉、
生动、悠扬的“花腔花韵”
（包括丫鬟春香的扮演者地
地道道此种演唱）。这个大
拼盘，应该说她与“范仲
淹”的“声调”一样，有继
承，有创新，有发展。对随
着她的演唱而来的阵阵掌声
和欢呼声，就不足为奇了。

这里，还需要说一下
“吕夷简”丞相——剧中是
“白脸奸臣”。豫剧有黑脸、
花脸之分，扮演正面人物，
以黑脸居多，如包公戏，演
奸臣和反面人物，以花脸居
多，如潘洪、王强等。可是
剧中的白脸“吕夷简”，却
占据两个商丘的“正面包
公”。他的道白及唱腔，多
学习李斯忠的本腔本韵，而
在其中一句托腔里，借用了
吴心平的“新包公”的旋律，
观众爆以热烈的掌声——反
面人物得到掌声是不易的。
而不论是李斯忠，还是吴心
平，都属于豫东调的传承
者，两位“活包公”被“吕
夷简”所占，白脸奸臣受欢
迎之谜，也从中破解。

我把晏殊与范母谢氏放
在一起谈一谈。两人在剧中
分别为“三、四号人物”，
当然出场及唱腔均有一定分
量，俩人的唱腔，虽有作曲
者新设计，但是，没有脱离
豫东调的大环境：高腔大
韵，二者有之；声腔婉转迂
回，二者有之；边说边唱，
说唱结合，二者有之。让听
众更加亲近，自然的就掌声
不断。“范母谢氏”的唱腔
里 ， 也 像 本 文 讲 的 “ 唐
王”、“宋王”错位一样，

“范母”的腔调里，含有
“国母娘黄爱菊”的声腔韵
味，增加了唱腔的浑厚和力
度。

本剧作者是商丘人，本剧
的名称是《应天骄子——范冲

淹》。应天，北宋陪都南京，当今之商
丘是也。范仲淹是应天骄子，也就可以
理解成他是商丘人了。两者结合，足
以说明我的感受之一成立。

我有一个感觉，大凡没有进入“范
仲淹研究”行列者，可能包括不少商丘
人在内，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
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
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的不朽思想和
令人追求的价值观，以及他设定的自问
自答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都十分熟悉。但是，
对大名鼎鼎的范仲淹是商丘人，肯定会
提出一大堆方方面面的质疑。我的回答
是肯定的——商丘人。说出的这个概
念，当然不是有意否定“范仲淹是苏州
吴县人”之说。因为我不仅有史实的证
据，而且也表现在戏剧的情节中。

范仲淹的父亲范墉，虽然是苏州
人——病故后也葬在苏州，但范仲淹的
出生地，是范墉的为官之地徐州。范仲
淹两岁时，其父撒手人寰，生活所迫，
生母谢氏改嫁，进入时任吴县推官的朱
文翰的家庭，由此，范仲淹改名“朱说
（读音：yue）”。后朱文翰任山东淄州长
山县县令，朱说（范仲淹）随其母和继父
定居长山。戏里的朱说（范仲淹）23 岁
时，继父病故后，他便辞别在山东的慈
母，来到国家级的声名显赫的“应天书
院”求学。五年的“应天”读书生活，不仅
与应天的李氏小姐爱情有果，成为“应
天”的半个儿子，而且还将自己的生身老
母由山东接到应天落户，母与子皆为地
地道道的“应天人”。

今日商丘“范氏”后裔（虞城利民
比较集中），除在其 《文正祖祠堂记》
上有“则我虞范氏其派衍姑苏也”的文
字外，在《虞城范氏家族与范仲淹》一

文里，还有“范宗聪是范仲淹的嫡传八
世孙，于元末明初时期（由苏州）来虞
城落户”的记载，范氏族谱多处文字
间，显示出其来虞城的原因是“返
迁”——走了以后再回来。其后裔当今
虞城名人专题撰文说，范仲淹：“他在
应天书院苦读五年后考上进士，入仕以
后，其职田就分在了商丘的宁陵、永城
和虞城.……并把其母接到商丘居住奉
养。他的母亲去世后初葬在商丘，后定
葬于洛阳伊川县万安山下的范园。她为
母亲服孝三年，其间应聘到应天书院主
持教学工作，他的长子范纯佑、次子范
纯仁也出生在商丘。所以，范仲淹的家
在商丘是历史事实，是不容置疑的。”

到此，便会清清楚楚地看到：商丘
人，整理编排了商丘著名历史人物的故
事。那么，“商丘人，重新演绎了商丘
历史名人，横空出世的原形轨迹”也不
难理解了。

■一 ■三

■二

戏里戏外均“商丘”
——观看豫剧《应天骄子——范仲淹》有感

□ 田启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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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科学的抢救、挖掘、整
理、立档，我国目前已有 18个产
地的木版年画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这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
主席冯骥才 12日在天津大学冯骥
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举行的“原生
态·新生代——传统木版年画的当
代传承”国际研讨会上透露的。

中国木版年画是运用木刻雕
版、套色印刷、手工彩绘等技法呈
现艺术形象的民俗绘画。作为节庆
民俗的鲜明载体，木版年画是我国
传统民间文化遗产的重要代表，在
我国传统文化中分布广，影响大，
人文含量高，地域特色浓郁，民族
风格鲜明。

冯骥才介绍，2002 年以来，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中国民
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并率先实
施中国木版年画抢救工作。在全方
位、大规模田野普查的基础上，现
已出版 22卷本《中国木版年画集
成》、14卷本《中国木版年画传承
人口述史丛书》、4 期 《年画研
究》刊物，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中国木版年画数据库建设及
口述史方法论再研究”——形成
30万字专著《传承人口述史方法
论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经过科学的抢
救、挖掘、整理、立档，杨柳青、
武强、桃花坞、朱仙镇、绵竹等
18个年画产地正式进入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国家保护的
对象，而且还选定了一批有代表性
的传承人，并对重要的传承人做了
口述史的记录。

（据新华社）

我国18个产地的木版年画
项目进入国家非遗名录

“何罪之有”这一成语出自墨子救宋的故事。《墨
子·公输》记载：“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

这是发生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的故事。当时，楚
国要攻打宋国，请公输 （即鲁班，又称公输班、公输
般）到楚国为大夫，为楚国造云梯。在当时来说，云梯
是攻城的利器，其他诸侯国还没有。墨子当时在鲁国
（一说在齐国）授徒。他主张“非攻”、“兼爱”，反对战
争。听说楚国要利用公输班造的工具攻宋的消息，非常
气愤，就嘱咐他的弟子们去宋国帮助守城，以防楚王万
一不听他的劝告真的攻宋；然后带上两个弟子到楚国
去，力图制止楚国攻宋。行走了十天十夜才到达楚国国
都郢，立即去见公输般。

公输般与墨子早就认识。公输班问墨子：“先生到
来，将对我有什么吩咐呢？”墨子恐怕他不能接受自己的
观点，绕弯子说：“有件事想求你。北方有一个欺侮我的
人，请你帮助我杀了他。”公输般不高兴地说：“我尊奉
仁义，不能去干杀人的事。”墨子说：“我愿给你十镒黄
金。怎么样？”公输般说：“我奉行义，无论你给我什
么，我决不杀人。”墨子见他入了圈套，暗暗高兴，说：

“那就请你说说你奉行的仁义吧。我在北方听说你造云
梯，将用它攻打宋国。宋国何罪之有？楚国有多余的土
地，人口却不足。现在牺牲不足的人口，掠夺人家的土
地，不能认为是智慧。宋国没有罪，楚国却要攻打宋国……

你知道这些，不去争辩，不能称作忠。争辩如果没有结
果，不能算是强。你说你奉行义，不去杀哪一个人，却
制造云梯让楚国杀害众多的百姓，这不能说是仁义之举
吧！”公输般不得不点头，服了他的话。

墨子又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取消造云梯的
事呢？”公输般说：“不能。我已经答应了楚王。”墨子
说：“那为什么不向楚王引见我，让我去说服他呢？”公
输般说：“行。”

在公输班的引见下，墨子见了楚王。楚王见墨子这
样的大学问家来了，非常欢迎，问墨子到来为了什么
事。墨子幽默地说：“有一个人，舍弃他的华丽的丝织衣
服，邻居有一件粗布的短衣，他却打算去偷；舍弃他的
美食佳肴，邻居只有糟糠，他却打算去偷。请问大王，
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楚王入了他的套，不假思索地
回答说：“那还用说？这人一定患了偷窃病。”墨子又
说：“楚国的地方，方圆五千里；宋国的地方，方圆五百

里，这就像彩车与破车相比。楚国有云梦大泽，犀、
兕、麋鹿充满其中，长江、汉水中的鱼、鳖、鼋、鼍富
甲天下；宋国却连野鸡、兔子、狐狸都没有，这就像美
食佳肴与糟糠相比。楚国有巨松、梓树、楠、樟等名贵
木材，宋国连棵大树都没有，这就像华丽的丝织衣服与
粗布短衣相比。因此，我认为楚国进攻宋国，是与有偷
窃病的人同一种类型。”楚王听了，十分尴尬。墨子又
说：“我认为大王您如果这样做，一定会伤害道义，却不
能占有宋国。”

楚王想了想，说：“虽然如此，但公输般已经给我造
了云梯，我一定要攻取宋国。”

墨子便说：“你有用云梯攻城的办法，我有破你的云
梯的办法。你胜不了的。”于是，公输班就和墨子进行了
一场攻守表演。墨子解下腰带，围作一座城的样子，用
小木片作为守备的器械。

公输般九次陈设攻城用的机巧多变的器械，墨子九

次抵拒了他的进攻。公输般攻战用的器械用尽了，墨子
的守御战术还有余。

公输般受挫了。楚王便威吓墨子说：“我知道用什么
办法对付你了，但我不说。”墨子针锋相对，说：“我也
知道用什么办法对付你了，但我也不说。”公输班问他们
说的是怎么回事，墨子回答说：“大王的意思，不过是杀
了我。杀了我，宋国没有人能防守了，就可以进攻宋国
了。但是，他哪里知道，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
经手持我守御用的器械，在宋国的都城上等待楚国侵略
军呢。即使杀了我，楚国攻宋也一定会失败。”

楚王觉得自己的设想都落了空，且自己的阴谋彻底
被墨子揭穿，不得不放弃攻打宋国的欲谋。

楚王要留墨子在楚国做事，墨子婉言谢绝，离开楚
国，到宋国来向宋景公汇报情况，并见他的弟子们。

墨子为实现自己的抱负无所畏惧，且讲究说话和做
事的艺术，所向披靡，不愧为一代宗师。

墨子救宋
□ 刘秀森

2016年11月19日下午，河南省“‘濮阳杯’第七届黄河戏剧节”决赛剧——商丘市豫剧院整理、编排的大型新编历史古装豫剧《应天骄子——范仲淹》，由我市睢阳区目连戏传承保护
中心在本市宋城影剧院演出。剧场内，除有省评委亲临现场观摩评审外，到场的商丘观众，可谓座无虚席。我虽然不是评委，没有对该剧的评审任务，但总还想说出观后感来——戏里戏外
均“商丘”：商丘人，整理了商丘人的故事；商丘人，演绎了商丘人横空出世的原形轨迹；商丘人，传承发展了商丘地方戏——丰富了响当当的豫东调。不然，就觉得如鲠在喉。

12 月 15 日，夏邑
县老年体协在县长寿文
化广场举行空竹展示，
来自县直机关和乡镇的
20支老年代表队，纷纷
亮出绝活，一展老年人
的风采。图为夏邑县商
务局副食品公司退休职
工吕印强在表演空竹绝
技。

本 报 记 者 韩 丰
通讯员 孙延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