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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庭广众之中，77 岁的戏剧家刘志杰
会一声不吭闲坐着。 遇到了知己朋友，他会
口若悬河地叨叨两个时辰不歇火，不重复一
言。

他其实是一位性情中人。 他会告诉你，
他上蜀河初中时，数学、物理、化学学得相当
好，语文反而一般化，特别是作文，能考到及
格就不错了。 偶尔地写了一篇记叙文《组长
兰云山深夜情话》，作文大意是：寨坡村四组
组长军人兰云山，在雷鸣电闪的半夜带领社
员抢救生产队道坊麦子的一件事。 那人那事
那景都是真的， 但作文添加了夫妻对话，被
老师视为范文， 从此明白了写作文的诀窍，
写真事，但要有丰富的想象力。

1966 年， 刘志杰高中毕业幸运当上教
师，参与以蜀河小学为主体的蜀河区文艺宣
传队，在乐队里吹笛子、吹唢呐、拉二胡，并
学吹单簧管。

1974 年，全国开展学习“小靳庄经验”运
动，刘志杰成了首选人物之一。 他丝毫不敢
懈怠，从文字编写到插曲、导演、伴奏，历时
月余，编出了一台节目，如期完成了赴安康
地区行署的文艺汇演任务，而且取得了极大
成功。

1976 年 10 月， 刘志杰的戏剧文学创作
走出了关键的一步， 他创作的小戏曲剧本
《换地》由旬阳县文工团排练演出，参加省文
艺大汇演。 1977 年刘志杰接到调令，赴旬阳
县文化馆任群众文化创作辅导干部、《旬阳
文化》主编、文化站业务培训教师。 他陆续创
作剧本《重返龙洞沟》，小戏曲《审碑》《起死
回生》《拜女婿》《改邪归正》《锁媒人》《乡长
捉贼》《光棍雇工》《盖山村拜师》《女婿卖鸡》
等 10 多部戏剧文学作品， 均获安康行署级
以上的创作奖或演出。 其间主编《旬阳县谚
语集成》《旬阳县歌谣集成》二卷，获陕西省
文化厅三套集成优秀编纂奖。

1987 年安康地委倡导 “三长”（好乡长、
好厂长、好校长） 创作。 刘志杰被抽调加入
了“三长”创作的行列。 他利用长期积淀的农
村生活和得天独厚的工作阅历，这些基层领
导干部的喜、怒、哀、乐一桩桩一件件都历历
在目，一个典型的基层干部形象“好乡长”在
他脑海酝酿形成 。 1988 年秋 ，他刚拿出剧
本 《马大怪传奇》初稿，就引起省、市、县文化
部门注意。 地区和县里举办专题讨论会，省
文化厅省剧协专程赴安康审读剧本，并从安
康 18 件作品中脱颖而出， 定为陕西省重点
剧目。

1989 年《马大怪传奇》由安康汉剧团排
练演出，参加中国第二届艺术节“西北荟萃”
演出， 引起轰动， 获综合演出金奖第一名。
《陕西日报》连篇累牍发表专家、学者的评论
文章。 陕西电视台联播获奖新闻及演出片
段。 中国戏剧美学学会会长、陕西省艺术研
所所长陈孝英在报纸撰文写到：《马大怪传
奇》为改革家、艺术家和评论家都提供了广
阔的思考空间，这是继冷娃、胡三、牛六金、
王木犊、赵书信等喜剧形象之后，陕西喜剧
形象的画廊又增添了一位很有个性的新成
员马大怪，他将成为今年陕西艺坛中最受观
众喜爱的艺术形象之一。

1990 年，岁时庚午，刘志杰收到从中国
剧协寄发的邀请函，于 11 月 23 日到北京人
民大会堂领奖。 1990 年 11 月 23 日，北京人
民大会堂安徽厅正在举行第五届全国优秀
剧本创作奖颁奖大会。 上午 10 时许颁奖大
会开始，来自全国 12 名获奖作家，将在国家
的文学殿堂接受最高荣誉与奖励，刘志杰带

着昨晚进京的一路风尘走
上领奖台领奖。

1990 年 11 月 20 日，第
二届中国戏剧节在北京开
幕。 《马大怪传奇》于 12 月
5 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剧
场首场演出就博得了阵阵
掌声，满堂喝彩。 12 月 7 日
给组委会评委专场进行演
出，8 日上午评委会召开评
议会，对剧中马大怪这个人
物形象评价非同凡响 。 12
月 9 日，《人民日报》《光明
日报 》《文汇报 》《文艺报 》
《解放日报》 等各大报纸发
消息发评论，中央电视台晚
7 点 《新闻联播》播发消息
与影像片段。 一时间，“马”
剧在中国戏坛上引发轰动
效应。在中国第二届戏剧节
闭幕晚会颁奖仪式上 ，《马
大怪传奇 》 又获优秀剧目
奖、演出奖、音乐奖。

当年 12 月 14 日，《马
大怪传奇 》 在第二届戏剧
节获奖载誉归来， 安康地区各界在安康火
车站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 数以百计的少
年儿童执花环载歌载舞夹道欢迎 ， 地委书
记阎西贤、行署专员杨吉荣、副书记兰友仁
等领导亲自到车站迎接，盛况空前。 在座谈
会上 ，杨吉荣专员 、兰友仁副书记 、黄克礼
副书记题现场词作赋恭贺。

1991 年春，陕西省文化厅召开“马”剧表
彰奖励大会。 1991 年秋天，《马大怪传奇》被
陕西电视台、安康电视台联合拍摄为同名电
视剧 （4 集），由省、市台播放。

刘志杰能创作出屡屡获奖的高质量剧
本， 常常取决于他对社会生活的独到发现。
《马大怪传奇》 中的乡长在领导村民发展产
业经营中遇到毁灭性的打击时，乡长马大贵
竟是那样如泣如诉直抒胸臆：我本是农民出
身少能耐/当乡长全凭父老乡亲齐帮抬/本应
该处事廉明办事公正人民爱我，我把人民爱/
怎奈是人情如网盘根错节难铺排/我只好左
右搪塞上下协调前拉后扯里外忽悠好端端
的马大贵硬逼出一个“怪”字来……没有独
到地对乡长这个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刻发现
与体会是写不出来的。

难怪在北京演出时， 每逢唱到此处，台
下总是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1998 年刘志杰创作出 《山幺村长》，写
边远山区山幺村长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故
事。 2001 年市委组织部、宣传部、文化局联
合发文下派剧作家刘志杰深入生活 ， 到汉
滨区关庙镇挂职体验生活。 他创作的《琵琶
村里镇长哥》，2002 年由安康汉剧排练参加
陕西省第四届艺术节获优秀剧本创作奖 。
2010 年刘志杰已退休了 4 年， 受安康市双
创办之邀还写了部戏剧《非常主任》。

有人问刘志杰你为何能把剧中人物形
象写得如此深刻？

他淡然一笑：为文要有道，无道不为文。
一个不载道轻飘飘没有深度的作品是毫无
意义的。 2016 年 9 月，《刘志杰剧作选》（两
卷）由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由市
文化和旅游广电局作为戏剧文学文化品牌
支持成卷，收录文学剧本 4 部，小戏、小品计
26 件。

（梁真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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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
一方水土养一方戏”。 陕西
旬阳市有全国唯一以 “红
军 ” 命名的乡镇———红军
镇，有进入全国“非遗”名录
的旬阳民歌。 两种地方特色
文化的有机融合，催生了大
型原创旬阳民歌剧《红军老
祖的故事》。

1935 年 10 月， 红二十
五军主力途经旬阳北上后，
留下部分武装骨干，组建了
红七十四师，继续在鄂豫陕
根据地与国民党军队和地
方武装展开斗争。 高中宽指
导员、尚班长英勇牺牲于这
片红色土地。 他们的英雄事
迹在旬阳广为流传，旬阳民
歌剧 《红军老祖的故事》艺
术地再现了当年红军指战
员与当地老百姓血浓于水
的亲密关系。 全剧十场，有
对土地革命背景的点染，有对高指导员深入敌后
采购药材、闯关越碍、虎口脱险的渲染，有对高指
导员救治患儿场面的展示，有高指导员与农妇沈
小兰心心相印的依稀恋情，有红军战士帮助农民
抢收庄稼的剪影，有旬阳民歌《十送红军歌》唱出
的依依深情，有高指导员、尚班长英勇牺牲的壮
烈画面，有农民为了保护红军墓与反动派斗争的
勇敢机智……编导张广明取材于历史事件，又用
戏剧化手段加工历史素材，把历史的散文升华为
戏剧的诗意，取得了源于历史又高于历史的艺术
效果。唱念做打，四功兼备，群体舞蹈，格斗场面，
丰富了全剧的视觉冲击力。 巧设悬念，增强了全
剧对观众的吸引力。一张一弛，错落有致，紧张的
战斗中又有着恋情的穿插，大有“大弦小弦错杂
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之致。

这部民歌剧悦耳动听，得益于对传统民间音
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作为全国“非遗”
的旬阳民歌，曲调丰富，既有荆襄楚调，也有巴蜀
川腔，既有中原的晋豫之声，也有西北的秦陇之
风， 又区别于安康其它县域的民歌而自成一体。
种类繁多，从形式上可分号子、山歌、小调、风俗
歌曲四类。 同时在这一区域，还有着丰富的道教
音乐和七岔、八岔、花鼓、汉调二黄等戏曲音乐底
蕴。作曲梁金和把这些民间传统音乐素材统揽于
胸，通过对其扩展、压宿、转调、模进，从而形成了
该剧浑然一体的音乐。 华彩乐章在剧中比比皆
是：

第一场《情同鱼水》开头“红军过场”音乐和
第八场《十送红军》中众战士、群众合唱的“红军
和老百姓”，均来源于旬阳民间吹打乐《拨火棍》。
一场高指导员领唱、村民伴唱的“一根银针手中
拿”，则取材自道教音乐《十里亭》。

第二场《深入险地》，高指导员在上河口街道
所唱的“扮作郎中买药品”前四句在节奏和唱法
上，借用了汉调二黄（摇板）“紧拉慢唱”的方式。

第六场《难诉心曲》，男女主人公的对唱“他
总是拒我于千里”， 唱腔旋律来源于旬阳民歌
《闹五更》。

第七场 《起死回生》， 宋大娘大段唱腔中的
“大人哭的泪如雨，新建的坟头白幡飘”两句唱腔
的音乐旋律，全部来源于传统孝歌，伴奏上则采
用汉调二黄摇板的方式。第十场《红军老祖》开头
的群众合唱“红军转移远方走”，也是在传统孝歌
基础上扩充、发展而来的。

第九场《掩护主力》，高指导员受伤后的女声
幕后伴唱“太阳落山红霞飞”，音乐是由羊山民歌
《打老猫》和沙阳民歌《荷叶团团柳叶尖》的旋律
融合而成的。

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方法，用当地老百姓耳
熟能详的传统民歌、戏曲音乐，道教音乐表现崭
新的红色故事，观众一听就懂，颇感亲切，传得
开，留得住。为全剧插上了音乐的翅膀，也为创立
地方特色剧种旬阳民歌剧奠定了基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八场《十送红军》中的
《十送红军歌》，这是本世纪初，旬阳音乐工作者
在红军镇采风时， 听当地一位年届 83 岁的林氏
老太太唱的。 可惜老人年事已高，歌词仅唱了三
段。 《十送红军歌》的歌词，是参加采风的同志，根
据老太太的演唱风格， 结合当时的采风内容，后
续补充创编而成：

红军要转移，北上会主力啊，
山重水复路呀么路途遥。
一送红军褂呀，前后都开叉，
威武雄壮跨呀跨战马。
……
三送红军裤呀，做起两丈布，
万水千山走呀走江湖。
四送红军鞋呀，乱石脚下踩呀，
风里雨里大呀大步迈。
……
七送红军粮呀，吃饱有力量。
定将那个白匪消呀消灭光。
八送红军伞呀，风雨无阻拦，
行军打仗带呀带身边。
……
十送红军行呀，热泪湿衣襟啊，
何时平安转呀转回程。
样样都送尽，小孩子拉上前，
跟上红军打呀打江山。
这首《十送红军歌》的演唱情景是：在红军主

力要北上时，十位姑娘大嫂做军鞋，宋大娘和一
群村姑补衣，边做边唱。她们要给红军送军褂、送
军裤、送军鞋、送军粮、送军伞、送小战士……倾
其所有，都要送给红军。 这种催人泪下的军民鱼
水情，用旬阳民歌表现出来，更有地方特色。它既
不同于江西同名民歌， 也不同于汉中同名民歌。
用的全是旬阳民歌的曲调、旋律，由上、下两个乐
句组成一段，反复吟唱，情义绵长，荡气回肠，颇
有回环之美。

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贫困戏剧”，舞台背景
全是投影软片。 远山：重峦叠嶂，山色青黛，稻田
泛黄，翠竹青青。 近街：商铺鳞次栉比，房屋高低
错落，色调远黑近青。院落：中国工农红军军旗猎
猎招展，“共产党为穷人”“打富济贫是红军”的标
语赫然在目。 门帘上一个“红十字”，显示出这间
屋子是一处简易的卫生室。一轮圆月、一盏马灯，
标识出这是月夜的农家院落。第三场《虎口逃生》
高指导员所处的“牢房”：一张破旧的小床，四捆
竖立的树棍，月光透过窗棂斜射而下。 与主人公
“月儿如勾挂天外，远去河水浊浪排，穷凶极恶乱
抓乱杀乱动手，皮鞭抽棍子打血流皮肉开。 墙高
门厚把我困，群山茫茫罩雾霾”的唱词情景交融、
相互补充。 舞美设计张禄林精心描绘，在厚逾盈
尺的草图中，精选出 15 幅用于剧中。这种投影软
片，与演出时需要车载船运的“大制作”实景，形
成鲜明对比。花钱不多，易于携带，便于基层剧团

下乡演出， 更是 “还戏于
民”的成功举措。

一台演员，青春靓丽，
全是旬阳市文旅传媒演艺
公司 （太极城民间艺术有
限公司）20 多岁的青年演
员。 他们有的经过艺术学
校表演专业的培训， 有的
则是公司培养的演艺人
才。 唱念做打，有模有样。
唱的是当地群众耳熟能详
的民歌曲调，有声有色。 武
打格斗， 既有传统戏曲的
程式套路， 又有现代舞蹈
的动作组合， 既能满足老
年戏迷的观剧习惯， 又能
适应青年观众的审美需
求。 全剧群体场面张弛有
度，二、三人之间的情感戏
细腻传神。 张鹏 （饰高中
亮 ）、王妮 （饰沈小兰 ）、田
朝静（饰春花）、胡慧琼（饰

宋大娘）等主要演员，深层次地体会角色，全身心
地投入表演，声情并茂，唱做俱佳。

旬阳市文旅传媒演艺公司， 是 2015 年成立
的一家民营职业艺术表演团体。 公司的成立，既
给社会提供了就业岗位，填补了地方专业演艺团
队的空白 ， 更是为一帮文艺青年组建了一个
“家”。 通过对这些年轻演职人员不间断地培训打
造，在实践中提升了他们的思想认识、专业素养
和舞台功力，培养出了自己公司的编 、导 、演人
才。 一批凝聚精气神、宣传正能量的优秀文艺作
品，在这批青年文艺工作者的手中相继诞生了。 8
年来，先后创编演出了普法大戏《村官巧断家务
事》、红色题材民歌剧《红军老祖的故事》两部大
戏。 以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法治安康》《法治
旬阳》《扶贫扶志·文化先行》《文化惠民助脱贫》
《清风颂廉助脱贫》《助力脱贫攻坚·振兴美丽乡
村》《扫黑除恶》《戏剧进乡村》 等小戏、 小品、曲
艺、歌舞等舞台作品 100 余件、20 余台。 大戏《村
官巧断家务事》 参加陕西省第八届艺术节演出，
入选优秀剧目，并在全省巡演，歌曲《你就是那个
人》入选陕西省第十四届“五个一工程”奖，小戏
《国槐树下》、表演唱《赛家风》《为你点赞》、小品
《管不管》等 30 余件作品在省市县获奖。

本着“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繁荣文艺”的服
务理念，公司根据政府要求 、市场需求 、群众渴
求，走“政府支持、市场运作”的发展路子，把欢乐
向上的精神食粮送给山乡群众。 每年要到阳光学
校、敬老院、旅游景区开展公益性义务演出 30 余
场。 他们常年活跃在基层镇 、村 、社区 ，年演出
150 场次以上，惠及基层群众 10 余万人次，被誉
为秦巴山区的“乌兰牧骑”。

与某些民营演出团体平时两、 三人守摊，有
演出任务临时召集演员，演出结束后即遣散演员
的做法不同，旬阳市文旅传媒演艺公司 ,常年供
养全体演职人员。 有演出任务及时出发，无演出
任务集体编排节目。 在“新冠”肆虐的三年时间
里，公司坚守，队伍不散，迎难而上，以干克难，打
基础，练内功，复排老节目，创编新节目。 见缝插
针，通过巡演、商演、义演、线上演出等多种形式，
共演出 500 余场。 线下演出，公司创办人、年届古
稀的旬阳市文化局退休老局长刘景才想方设法，
筹款苦撑。 他和部分领导班子成员甚至抵押了自
己的房产，贷款为员工发放工资、创排新剧目。 为
了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刘景才真是拼上了家底和
血本。 没有公司全体演职人员的凝心聚力、抱团
取暖，没有老领导的责任担当、倾力奉献，就没有
旬阳市文旅传媒演艺公司蓬勃发展的今天，也不
会有《红军老祖的故事》的成功创排演出。

美哉！ 大型原创旬阳民歌剧《红军老祖的故
事》。

壮哉！ 老当益壮的刘景才及其团队。
（作者系著名戏剧评论家、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虽然被禁锢在矮小的身躯中，但残疾作家王庭德从未
放弃对诗和远方的追求。 从起步的记叙文《跋涉的生命》上
了《全国优秀作文选》，到历时两年完成 19.7 万字的长篇自
传体纪实文学《这个世界无须仰视》和诗集《心灵的灯盏》，
已经数万文字倾泻，书写出王庭德自强不息的奋斗人生和
青春梦想。

坚守文学梦

相比起普通人，王庭德的人生开局显得分外沉重。1981
年，他出生于旬阳县铜钱关乡安然寨村。 1 岁多时的一场高
烧，使他患上肌无力侏儒症，不仅身高比正常人矮大半截，
且下肢畸形，行走也极其艰难，给他的生活和精神都带来了
困难和压力。

因为身体残疾的原因，王庭德看到同龄的那些孩子们
背着书包去上学，内心非常羡慕和渴望。

9 岁到 11 岁 ，他两年如一日 ，不间断地爬到村小教
室外的窗台下听老师讲课 ，即使刮风下雨 ，他也雷打不
动 ，这种精神感动了当时的学校校长 ，他得以免费读完
小学。

升学后，为了学习费用他拔过野麻皮、砍过柴，卖过青
竹等，克服了许许多多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社会各
界的支持下，勉强上到初中毕业。 那一年，王庭德为了感谢
所有关心、帮助他上学的人，作文《跋涉的生命》，在名闻遐
迩的《全国中学优秀作文选》刊登，全国各地雪花一般的信
件蜂拥而至，让王庭德开启了“文学梦”。

与高中因为种种原因失之交臂后，不得已走向社会的
王庭德求职无门，四处碰壁，在西安也只能做最基础的体力
劳动。 在艰难的生活中，文字给予他温暖的慰藉，也是他前
行的指明灯。 最终，他选择回到老家，成为一名与文字打交
道的基层通讯员。

这个世界无须仰视

在旬阳做新闻通讯员时， 王庭德惊人的文字天赋逐渐
展现，他关心生活，热爱新闻，很多稿件都被《安康日报》等
报刊刊登。

在乡间采访途中，他行走艰难，疲惫不堪，摔倒在地，他
索性就势爬行，全身匍匐在地，仅凭两只胳膊的力气，慢慢
移动身子，艰难地抵达目的地……就这样，王庭德在国内数
十家主流媒体发表新闻稿件和文学作品 2100 多篇 300 多
万字，8 次被旬阳、汉滨区委宣传部授予优秀通讯员。

为了维持生计，他卖过报纸。 卖报期间，王庭德有幸认
识了安康阳光学校校长徐兴堂。 徐校长推荐他参加世界宣
明会、省市慈善协会和残联举办的贫困残疾人电脑培训班，
使他有了一技之长。

后在市慈善协会的帮助下，他来到汉滨区茨沟镇，在一
个同样是残疾人开办的打印店里打工， 暂时有了落脚的地
方。 2012 年，王庭德在这里花费两年时间，在日夜交替、忙
里偷闲中完成了自传体小说《这个世界无须仰视》。

作品在省慈善协会的资助下出版发行后， 引起社会各
界强烈反响。 2014 年西北大学出版社又对该书进行修订再
版，再次引起反响，一举荣登全省畅销书排行榜，入选农家

书屋、中国高校精品图书、全国中小学生馆配图书，并获得
多个奖项。

2015 年，在各界人士共同关心帮助下，王庭德结束漂
泊，来到市图书馆上班，他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这份心爱工
作。 他常念叨着：“市文旅广电局、市图书馆都对我很关心！
因为在这里上班，我感受到文化的浸润和知识的力量。我多
年来四处漂泊的生活初步安定了，有了安全感和自信心。 ”

平时只能在乡下待着的王庭德，生活圈子很小，不太有
机会接触到新的朋友，当得到了好心人的鼓励，他觉得自己
找到了一片新天地。 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他、鼓励他，现在的
他更坚强自信，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这一路走来，非常
感谢党和政府，感谢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怀！ ”

以心灵之光照亮他人

王庭德在自食其力的同时， 也感恩党和政府以及社会
各界对他的大力帮扶。

2015 年以来，王庭德用作品《这个世界无须仰视》所获
得的稿费帮助残疾人同胞， 多次深入农村边远学校， 捐赠
《这个世界无须仰视》并做公益演讲 100 多场，听众达 10 多
万人；举办读书会 90 余场，参加的读者 7 万多人，累计开展
公益演讲 200 多场次，积极倡导读书，用自己的成长经历鼓

励大家不忘初心努力奋斗，做新时代的有为青年，听众和读
者达 40 多万人，收到分享体会、图书评论文章 5000 多篇。

他的自强事迹也多次入选中小学生阅读材料， 还被中
省市的主流媒体报道，也经常被粉丝发布到网站及抖音、快
手平台上，称他为“励志哥”。

“在城里，经常在街上走着，抑或是吃饭、坐车的时候经
常被读者认识出来。 ”王庭德说。 鉴于《这个世界无须仰视》
的社会效益和影响， 各种荣誉也纷至沓来， 他先后被省作
协、省残联评为陕西残疾人优秀作家奖，入选陕西省文学艺
术创作人才计划，2017 陕西好人榜， 第四届安康市道德模
范，安康市自强不息好青年，旬阳县残疾人自强模范，被汉
滨区培新小学聘为校外指导老师。

2017 年 5 月初，安康市图书馆因为经常有企事业单位
邀请王庭德去做励志报告， 有很多关注他的热心读者需要
交流，以及他热心公益、回报社会的激情，建议并支持他发
起成立一个公益文化机构。

两个月后， 在王庭德的不懈努力和 500 多名志愿者的
支持下，最终以他的名字命名成立了公益文化组织“王庭德
书友会”，书友会的工作目标是组织读书活动，宣讲励志故
事，传播公益文化，建设书香安康。

2020 年，王庭德出版了首部诗集《心灵的灯盏》。 这是
他文学创作的新尝试， 是他内心世界的独白以及对世界观
的认知，是他这个阶段的奋斗历程，显示了他不断寻求超越
的艺术追求。

王庭德的梦想是写出能够留存于世的著作，“尽管我目
前我还没有实现这个目标，但我会加倍努力。我接下来的目
标是创作《这个世界无须仰视》的续集，才能形成自己的特
色，彰显我的文学梦。 ”

他坚定的眼神中写满了憧憬，“有这么多好心人的帮
助，一定会成功的。”市图书馆院内阳光正暖，王庭德步履蹒
跚地前行着，向远方眺望，脸上的微笑充满了坚强和乐观。

一部民歌剧 世代红军情
雒社阳

王庭德：在书写中逐梦青春
记者 赵漪湉 通讯员 汪海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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