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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豫剧院三团创演的豫剧现代戏《朝
阳沟》，从 1958年首演至今，已经火爆传唱了
一甲子，演员更替到了第四代，总计演出5000
多场。东起大海之滨，西至茫茫戈壁，无不留
下三团人的身影。直到今天，《朝阳沟》的一
些唱段仍在民间广泛流传，从公园广场到田
间地头，熟悉的曲调一响起，听者往往就情不
自禁地轻声应和。这一影响几代中国人的旋
律，彰显出超越时空的独特魅力，成为中国戏
曲现代戏的一座高峰。

60周年之际，人们都在思考：为什么这出
描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带有明显时代烙印
的戏能够一直活在老百姓的口碑里？

抚今追昔，探幽发微，《朝阳沟》确实给人
们诸多感悟和启示。

启示之一：厚积才能薄发

在不少人看来，《朝阳沟》的诞生颇具传
奇色彩，是大跃进的产物，是杨兰春先生在 7
天之内匆匆赶写出来的速成品。殊不知，这
种“倚马可待”式的“急就章”，是以他深厚的
生活基础为前提的，是他酝酿已久、早已成竹
在胸的。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18岁就参加
了革命工作，身经百战，特别是在登封大冶镇
这一带浴血奋战过，与农民兄弟结下了生死
相依的鱼水深情，众多父老乡亲的生动形象
已经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为了丰富演员们
的生活基础，他把太行山区的林县和嵩山登
封县的曹村（《朝阳沟》引起轰动后改成了朝
阳沟村）作为三团的生活基地，使曹村成为重
要的原始素材来源地，银环原型至今还生活
在这里。早在创作《朝阳沟》之前，杨兰春就
风尘仆仆地遍访省内外知青区，采访了数十
个有着不同经历、性格各异的知识青年，积累
了丰富的素材。正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
风”。因此，在接到一星期内创作演出这部戏
的任务后，他才能文思泉涌、短促突击，最终
一鸣惊人。

正如当年杨兰春的副手、导演许欣先
生所说：《朝阳沟》是杨兰春先生“厚积基础
上的一次爆发”，是他长年累月用心血和汗
水积累起来的艺术结晶。早在中央戏剧学
院学习时，杨兰春就和马可、田川、胡沙一
起把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改编成歌
剧，成为中国歌剧院和老一辈歌唱家郭兰
英的保留剧目；接着又创作了豫剧现代戏
《罗汉钱》《刘胡兰》等剧目，还硬是把几十
部戏词背得滚瓜烂熟，积累了不少创作经
验。据许欣回忆，杨兰春创作这个戏是“蓄
谋已久”的。1958 年初，杨兰春就曾告诉许
欣：“今年我有两个打算，一是在《人民戏剧》
上发表一篇文章，二是写一个新剧本。”当年
2月，许欣去杨兰春办公室汇报工作时，看到
他办公桌上放着戏词，杨兰春正看着戏词在
那儿哼唱，内容就是后来《朝阳沟》中“亲家
母，你坐下”那段戏。可见，杨兰春在奉命写
《朝阳沟》之前，不仅已经勾画了人物、构思
了情节，而且还草拟了部分唱词。这也正应

了那句老话：机遇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启示之二：要把根扎深、扎透

《朝阳沟》的主创人员都是在毛主席《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哺育下成长起来
的文艺工作者，他们笃信“生活是创作的唯一
源泉”。杨兰春曾说，“走马观花不如下马看
花，下马看花不如亲自种花”。这是他的口头
禅。他反复告诫大家：“要把根扎深、扎透。”

三团的演职员们对生活积累高度重视，
定期去生活基地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
动，打成一片。他们身上都散发着清新的泥
土芳香，他们在剧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无一不
是在与人民群众深入交流中逐步完成的，劳
动人民是他们塑造角色最直接的原型。如饰
演二大娘的马琳在曹村时，几乎天天跟着房
东老太太上山拾羊粪，刚开始还戴着手套，不
几天就不戴了，双手都磨出了茧子，真正和当
地人融在了一起。饰演银环的魏云，跟着农
业劳模吴大娘把家里地里的农活儿全学会
了，被吴大娘视为己出。魏云返城那天下着
小雨，吴大娘感冒发烧送了她好几里地，把魏
云感动得泪流满面，之后每当唱到《朝阳沟》

“下山”这场戏时，脑海里立马浮现出吴大娘
送她的情景，泪水顿时夺眶而出，自然唱得情
深意切、真实感人……唯其如此，三团演员们
塑造的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刚强淳朴的
拴保、清秀上进的银环、慈眉善目的拴保娘、
一蹦三尺高的银环妈、嘴比刀子还快的二大
娘、沉稳厚道的老支书等等，才能一个个栩栩
如生，恒久刻印在人们心底。

选择知青上山下乡作为《朝阳沟》的主
题，也是杨兰春在深入农村体验生活时触发
的灵感。1957年秋，杨兰春到曹村时正赶上
大旱，他和全村男女老少一起昼夜不停地往
山上送水点种小麦。朝夕相处中，乡亲们有
啥知心话都愿意悄悄跟他说。几个老大爷七

嘴八舌：“现在，谁家的孩子不念两天书，谁家
的姑娘不上几天学？我的老天爷呀，读两天
书、上几天学就都不想种地了，这地叫谁种
呢？那能把脖子扎起来喝西北风？”杨兰春觉
得他们说得很在理。当时，毛主席正号召知
青上山下乡，他就敏锐地抓住了这一主题，开
始构思《朝阳沟》；剧中一些唱词也是就地取
材、沙里淘金。

《朝阳沟》的成功告诉我们，现实生活是
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文艺工
作者只有扎根生活沃土、扎根人民群众，并且
把根扎深、扎透，才能捕捉到沾泥土、带露珠
的鲜活题材。文艺工作者在“深扎”活动中，
既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从中汲取营
养，磨砺意志，洗礼灵魂，才能创作出无愧于
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

启示之三：要抛弃浮躁心理，潜下心来认
真钻研艺术

《朝阳沟》能够成为豫剧现代戏里程碑式
的剧目，还在于剧组团队在艺术上有着永不
满足、精益求精、不断超越自我的精品意识。

这首先体现在对剧本的一再修改上。《朝
阳沟》搬上舞台后，一直在不断地打磨、提
高。初演时，主线并不特别突出，还有扫盲识
字、兴修水利、计划生育等枝枝蔓蔓的内容。
一路走来，边演边改。到 1963年长影将其搬
上银幕时，更是对上山下山这两场戏作了比
较大的改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朝阳沟》
不愧为“十年磨一剑”的典范。

抛弃浮躁、潜心艺术，也体现在演职员们
特别注重学习上。他们既“请进来”——从河
南大学请来教授讲文史、讲唐诗、讲宋词，请
豫东的“红脸王”唐玉成、豫西的王二顺、“狗
尾巴”讲唱腔；又“走出去”——到外地进修，
并根据每个人的声腔特点，恭恭敬敬地拜老
艺术家为师，如高洁跟着常香玉学，马琳跟着

崔兰田学，柳兰芳跟着马金凤学……强烈的
求知欲和浓厚的学习氛围，使三团拥有了一
批奋发向上的年轻演员，一批功力深厚的编
剧导演，一批锐意改革的音乐唱腔设计师。

演职员们特别注重创新。以唱腔为例，
王基笑、姜宏轩、梁思晖等一批音乐家，在深
入挖掘、研究豫剧传统唱腔的基础上，成功地
实现了转调，突破了 200 多年来豫剧男女声
同腔同调的束缚，男声唱腔得以解放，女声唱
腔得以开拓。这种唱法上的新突破，不仅在
豫剧界被普遍采用，也在其他剧种中普遍推
广开来。三团创立的豫剧“反调”唱腔新板
式，令人耳目一新，被戏曲界推崇为“标新立
异二月花”的一种新音乐流派。正如杨兰春
所说：“戏曲，戏曲，我认为 80%要用‘曲’——
也就是用音乐来塑造人物形象，来表现不同
人物的感情。”的确，《朝阳沟》中的人物形象
之所以生动、传神，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改
革、创新后的唱腔设计。今天的三团能够成
功创演《焦裕禄》《村官李天成》《红果，红了》
等近百部豫剧现代戏，获得“全国演现代戏的
一面旗帜”的荣誉称号，也必然离不开上述优
秀传统的积淀。

令人欣喜的是，我国演艺界在经历了武
侠、宫廷、玄幻、穿越等几轮热闹后，一大批底
蕴深厚、制作精良，让人们从中看到希望、受
到启迪、得到鼓舞的现实题材作品重回寻常
百姓的视野，赢得广大观众的青睐。而那些
粗制滥造、内容浅薄、“不靠演技靠颜值”的作
品受到了冷落。

这些积极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
演艺界过于倚重“流量明星”而忽视作品思想
内涵的浮躁之风，从一个侧面烘托出《朝阳
沟》人拒绝浮躁、潜心艺术的难能可贵；也再
一次证明，老黄牛吃得下草才能挤得出奶，浅
尝辄止、浮光掠影之作永远与精品无缘。

作者为中华豫剧文化促进会会长
（《人民日报》2018年8月16日）

现代戏如何传得开留得下
——豫剧《朝阳沟》传唱60年、演出5000多场的启示

王全书

用好“清慎勤”三字秘方
林 伟

南宋吕本中，世称东莱先生，官至中书舍人。他
在《官箴》一书中开宗明义：“当官三法，唯有三事：曰
清，曰慎，曰勤。”意思是说从政务必清正廉洁，为人切
记审慎三思，办差始终勤勉尽职。他认为唯有做到

“清、慎、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
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 这“清、慎、勤”三字的
为官之道，被后人称为“千古不可易”。清乾隆皇帝曾
手书这三个字刻石宣传，训示百官。

“清”为清廉，“慎”为谨慎，“勤”为“勤政”。“清、
慎、勤”，不是虚无缥缈的“盆景”，不是传说中的“空
中楼阁”，而是古代贤哲遗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
体现了传统的为官智慧和为官境界。“利在一身勿谋
也，利在天下者谋之。利在一时勿谋也，利在万世者
谋之。”如果做官不能清廉、做人不能谨慎、做事不能
勤政，就是“高官得做，骏马得骑”，也不会长久。这
对于今日之党员干部来说，无疑有着积极的警示和
借鉴意义。

廉不言贫，勤不言苦。身为党员干部，只有把
“清、慎、勤”视为“仁者之德，为官之宝，从政之本”，作
为一种理念、一种追求、一种目标，自觉抵制“私欲”膨
胀，摒弃“利欲”攀比，战胜“物欲”诱惑，克己奉公，持
正守白，切实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
之惑”，慎微、慎始、慎欲，不奢侈、不越轨、不堕落，才
能清白做人，清廉做官，踏实做事。否则，就会像吕本
中在其《官箴》中所说：“临财当事，不能自克，常自以
为不必败；持不必败之意，则无所不为矣。”

历览古今多少官，成由清廉败由贪。人一旦达到
“临财当事，不能自克”的地步，就会变得肆无忌惮、为
所欲为，什么场合都敢去、什么饭都敢吃、什么钱都敢
花、什么东西都敢拿，甚至是天马行空，无法无天，最
终只能吞下自酿的苦果。近年来，不管是拍落的“苍
蝇”，还是打掉的“老虎”，都见证了这种“临财当事，不
能自克”，从小贪到大贪，从量变到质变，从谨小慎微
到明目张胆，让贪欲之火烧毁了对法纪的敬畏，烧毁
了做人做官做事的底线，见利忘义，得陇望蜀，一步一
步滑向“贪欲无度，牢狱自筑”的深渊，教训惨痛，警示
深刻。

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列出一个幸福方程式：幸福
=效用/欲望，一个人幸福与否，效用是分子，欲望是分
母，欲望越小，幸福指数越高。这意味着一个人的欲
望一旦过度，一切都会归于零。而克制欲望过度的最
佳秘方就是“清、慎、勤”。这是党员干部做人、做事、
做官的基本准则，也是党性修养中的一种境界，必须
铭刻于心，付诸以行，“思”出乎理智、“做”有所顾忌、

“行”不忘法纪，这如同一架飞机一样，光平安起飞还
不行，还要平安飞行、平安降落。

“与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于初”。要把“清、慎、
勤”的最佳秘方用好、用活，就必须始于今日，始于当
下，不论是在强力监督之下，还是独处之时，都要增进
对贪欲的怕，对行为的慎，对事业的勤，“有所行，有所
止；有所为，有所戒”，切实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
道德定力、抵腐定力，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事小而不
为，把更多心思和精力用在干事创业上，用自己的言
行诠释出“清、慎、勤”的深刻内涵和厚重的色彩，不走
岔路、不走偏路、不走错路，以清醒的心智和从容的步
履走好人生每一步。

文明新规
何来管得过宽一说

罗纪超

近期，网上关于宿迁市文明新规20条的大讨论火
了，网民们热烈讨论。

据悉，3 年前，宿迁市文明办率先发布《文明 20
条》，以浅显易懂的大白话，倡导宿迁市民讲文明，
从身边细节与小事做起。比如，公交车上主动让
座，接听长辈电话待对方先挂机等。其中一条“吃
饭不吧唧嘴”的倡议，一度还引发了“是否管得太
宽”的讨论。

如今，该市文明20条迎来2.0的新版本，上至公共
道德，下到个人品德，涵盖了生活中的大部分行为准
则。尽管该新规引发的反响褒贬不一，但从大部分网
民为之“点赞”的音量来看，接轨了社会文明风尚的新
需求，切中了社会发展的新脉动。

从“出生”看，它是众智的集大成。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
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新文明 20条与旧的 20
条守则一样，均是从宿迁市文明办通过在线留言、问
卷调查、来信来电等方式向广大民众征集的 4.53万条
意见中精炼提取而出，来源具有普遍性，反映了广大
人民群众的根本呼声。再言之，征集新 20条过程中，
包含了社会绝大多数人群，有农民、普通工人、学生、
老师、医生、机关工作者等，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又有
社会贤达的专业性，无论如何都是正能量的体现，在
全民强化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和奉献意识的背景
下有重要的宣传教育、警示学习的意义。

从内涵看，它是文明的风向标。在新 20条中，有
一半左右的内容规定了市民在公共场所行为规范的
基本要求，鼓励大家“长期倡导、久久为功”；另外在
个人层面，对广大普通市民深受其烦的“变味”朋友
圈做了善意的提醒，希望能少一点功利的东西，多一
些正面的能量。思想品德的高度能够决定城市发展
的深度，从宿迁市如愿摘得文明城市的头衔来看，靠
的不仅仅是城市建筑有多雄伟、城市经济有多发达，
也不单纯是城市环境多优美、历史底蕴多丰厚，有高
尚品德的人、能从善如登的人才是推动城市发展的
主体。

最后，从功能看，它是环境的传感器。宿迁市发
布文明 20条，没有强制的意味，而是将一些文明行为
和规范传播到城市每一个角落，让人们潜移默化地受
到这种氛围的影响。去国外旅游的人都会发现这么
一个现象，在国外，国民会和当地人一样购物排队、不
乱丢垃圾，然而回到国内，文明行为便会大打折扣。
人还是一样的人，环境产生差异而已。因而，文明规
范需要大力倡导，任何一条规矩只要能改变一种现
状、营造一种环境，就算成功了。

文明的感染力和穿透力从来都是不言而喻的，当
文明的行为成为生活的习惯，道德和修养将登上一个
高峰。宿迁市正在打造的新文明20条，将为宿迁市各
项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撑，且让我
们拭目以待。

折腾老百姓被辞退
一点儿都不冤

秦宁

据山东相关媒体报道，那女士想给母亲办理残疾证，前
前后后跑了七八天，评残表还是没有拿到。其间，感到委
屈、无助的那女士，用手机拍下了工作人员索要批条的视
频，并在当天上传到了微博进行举报，反而遭刁难，相关负
责人称那女士应该道歉。

“感觉太委屈了，真的太委屈了，办个评残表怎么就这
么费劲呢？”那女士的委屈，恐怕道出了不少人的心声。但
凡看了相关视频的人，都能感受到工作人员的傲慢、无礼与
蛮横。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又一起极其恶劣的不作为
事件，再次让人看到基层一些公职人员不作为、乱作为的丑
陋面孔。

应该看到，在中央强力治理下，老百姓办事难的状况已
大有改观，但在一些地方，相关人员无视中央三令五申，仍
然变着法子折腾老百姓。具体到这一案例，之所以让人愤
怒，不只是当事人的倨傲与无法无天，还在于顶风作案。据
报道，那女士第一次去宫家岛居委会办理评残表是在 7月
10日，而就在 6月 20日，山东省委办公厅、山东省政府办公
厅发布《关于深化“一次办好”改革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
化实施方案》，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且看该方案是如何要求的：企业和群众办“一件事”，在
申请材料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情况下，从提交申请到获取
办理结果，政府要提供“店小二”“保姆式”服务，实行“马上
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不论“见面不见面”“跑腿不跑
腿”“线上线下”都要实现“一次办好”。

反观那女士的遭遇，前前后后跑了七八天，连评残表都
没有拿到。所谓的“一次办好”体现在哪里？所谓的“马上
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又体现在哪里？具有反讽意味
的是，工作人员不仅没有提供“店小二”“保姆式”服务，反而
把那女士当成皮球踢来踢去。更可恶的是，相关人员还恼
羞成怒，打击报复。这置中央精神于何地？置山东省委省
政府出台的方案于何地？置老百姓的合法权益于何地？

值得一提的是，山东省出台的方案还提出：着力革除
“管卡压”“推绕拖”和官僚主义、部门本位主义等“四风”新
表现形式。对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的，抓住典型，严肃问
责，确保各项改革任务落实落细落地。如今，最新消息显
示，办理该项业务的苏某某、张某某已被辞退，宫家岛居民
区党委书记孙某某也被立案审查。大快人心！相关人员被
处理咎由自取。但是，人们不免要问，这次如果不是舆论监
督及时起作用，这些责任人会被处理吗？更该问，这些责任
人有没有受到触动，平时是不是习惯于不作为乱作为？还
该问，像这样的工作人员还有多少？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不把老百姓放在心上，不作为、
乱作为，被辞退就一点也不冤。

早就该补上劳动教育这一课了
涧 泉

不久前，网上有个热帖，说一对 90
后小夫妻结婚 3年厨房只用过一次，最
终离婚散场。你嫌我不会做饭，我嫌你
连灯泡都不会换；你不理家务，我沉迷
游戏，最后一拍两散。感叹之余，“东方
神童”魏永康的故事更让人唏嘘。他 2
岁就掌握 1000 多个汉字，4 岁几乎学
完小学课程，8岁进重点中学，17岁考
入中科院硕博连读……原本一路开挂
的人生，竟因到北京读书后，生活完全
无法自理，后来被中科院劝退回家，可
说是现代版的伤仲永。

当下，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许多家庭“包干”了孩子的一切劳动，本
该自理的事全都由家长代劳，衣来伸
手、饭来张口，造成孩子不爱劳动、不愿

劳动、不会劳动，一旦走向社会踏上工
作岗位，没有正确的劳动观念，经不起
挫折，逃避社会，更有甚者甚至走上不
归路。

这样的社会问题也引起了有关部
门的重视。最近，浙江省教育部门出台
了《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实践教育的指
导意见》，要求用 3年时间推动建立“劳
动课程”。洗衣洗碗扫地整理房间将成
为学生的家庭作业，还会作为升学、评
优的重要参考。笔者为这个《意见》的
出台拍手称快！现在大多数孩子不爱
劳动，不愿劳动，已成为常态，这是由当
前的大环境造成的。考试论英雄，学习
压倒一切，孩子的时间、精力都被学业
霸占，劳动实践自然靠边站。而这个

《意见》的出台，终于补上了中小学生劳
动教育这最基础却至关重要的一课。

劳动教育既要改变劳动观念，也要
普及劳动技能，双管齐下，学校教育和
家庭教育应相辅相成。一个孩子必须
掌握的生活技能，主要应该在家庭中学
会。这就要求家长从小培养孩子的劳
动意识，让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于学校教育
而言，还要开发劳动实践类拓展课程，
如家政、烹饪、手工、园艺等。多措并
举，让孩子们学会更多的生活技能。把
有意识地培养孩子们的自立意识和独
立生活能力，作为重要的人生课题，这
是劳动教育的价值所在，也会为他们成
为“独立的社会人”打下良好的基础。

8月3日晚7点，苏州市立医院东
区冲进来两个神色匆忙的赤膊少年，
医生一问才知，其中一个男孩与家人
发生争执后，竟然一气之下服用了剧
毒农药百草枯。更令大家意外的是，
这名男孩就是几年前爆红网络的“杀
鱼弟”孟凡森。

2010 年底，一段视频在网上风
传，视频中，一名小男孩在自家鱼摊上
手持菜刀，熟练地将一条条鱼开肠破
肚。纯熟的杀鱼技巧，倔强犀利的眼
神，网友戏称他为“杀鱼弟”。

“杀鱼弟”自幼随父母一起到苏州
打工。9岁便因辍学“杀鱼”而成网红，
今年也就17岁。辍学回家后，封闭的
圈子，几乎没什么朋友可以沟通。到
了青春叛逆期，“杀鱼弟”和父母间的
争吵越来越多，进而演变成如今的尴
尬境地。让适龄孩童都回到校园，享
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不再有辍学
的“杀鱼弟”“烧烤弟”，这是发展现代
教育的底线目标。

最新消息报道，“杀鱼弟”小孟已
经脱离生命危险。

谁之过

鸿 斌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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