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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籍 90 后
诗人蔡淼诗集 《诗
从新疆来 》近日由
新 疆 人 民 出 版 社
正式出版发行 ，这
部 精 选 集 收 录 了
诗 人 近 年 来 在 疆
内 外 省 级 报 刊 上
发表的 90 余首佳
作 ，以诗意的笔触
勾 勒 出 新 疆 的 壮
丽画卷 ，为读者呈
现 了 一 个 丰 富 而
立体的边疆世界。

《 诗 从 新 疆
来 》共分为 “新疆
风物”“天山风骨 ”

“植物笔记”和“塞外诗情”四大篇章。 在“新疆风
物”中，蔡淼以细腻的情感和敏锐的观察力，将新
疆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融入诗中，让读者仿佛
置身于那片广袤而神秘的土地上，感受大自然的
鬼斧神工和人文历史的厚重。 天山的雄伟、草原
的辽阔、沙漠的浩瀚，在他的笔下都化作了动人
的诗篇，让人心生向往。

“天山风骨” 篇章则更多地展现了新疆人民
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 蔡淼通过诗歌
的形式，讴歌了边疆儿女的英勇与顽强，他们的
乐观与豁达，如同一股股清泉，滋润着读者的心
田。

“植物笔记”部分，诗人以独特的视角记录了
新疆丰富多样的植物生态。 从沙漠中的骆驼刺到
草原上的野花，每一种植物都被赋予了生命的意
义和价值，展现了诗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

而“塞外诗情”篇章，则是蔡淼对边疆生活的
深情回望。 他用诗歌记录了自己在疆的点点滴
滴，那些关于生活、关于爱情、关于梦想的片段，
都化作了诗中的一行行文字，触动着每一个读者
的心灵。

《诗从新疆来》不仅是一部诗集，更是一封边
疆的情书。 它以诗歌的形式展现了诗人对新疆的
热爱与眷恋，也让读者在品读中感受到了新疆的
无限魅力。 （梁真鹏）

石泉知名作家刘培英是我尊敬的一位老
师，无论是她的真诚纯朴、善良厚德的品质，
还是她敬业出众的才华， 她都是我心中的偶
像！ 我与她同为女性， 彼此有一些相同的秉
性， 在文学上有着志同道合的爱好， 彼此关
心、相互理解，成了最好的朋友。

拜读完刘培英新出版的长篇小说 《高高
山上一树槐》，令我非常震撼，万分感慨！ 偑服
她面对人生艰难、困苦磨难时的坚韧、顽强。

这部 26 万字的小说， 以 20 世纪 60 年
代中后期至 21 世纪初陕南山区为背景，以云
丹凝、田桂枝为中心，深刻展示了她们艰辛曲
折、奋勇向前的人生之路。 小说着力塑造了一
群活生生的感人形象，如云丹凝美丽善良、坚
韧顽强，尝尽世态炎凉，把毕生心血奉献给了
山区百姓；田桂枝是一名普通农家女子，一步
一脚印，一步一心血，活出了不平凡的人生；
正直、善良、敢想敢干的乡党委书记丁大勇等
等。 此外， 反面人物如马翠花丑陋但颇有心

机，绞尽脑汁巴结领导，投其所好，步步升迁；
先是从政，继而下海富甲一方，最终逃亡国外
的许卫东之戏剧人生等，均刻画得活灵活现，
力透纸背。

小说里写了爱情 ，有真挚美好 、轰轰烈
烈的旷世之恋 ， 也有费尽心机的阴谋与爱
情 ；写了生死 ，为了爱情 、为了繁衍生命 ，痴
心人置生死于不顾……书中还用形象的笔
墨 ，描绘了秦巴山水的美丽 、雄浑与风情万
种 ， 穿插了流传千年 、 独具特色的陕南山
歌。 小说语言生动、鲜活；故事精彩，一波三
折 ；乡土生活气息浓郁 ，充满地域风情 ，犹
如一轴陕南人民波澜壮阔与社会变迁的巨
幅画卷。 也让我们明白了计生之难，山区之
贫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书中每一个人
物故事都让人在爱恨情仇 、 天地良心中缠
绵纠结，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凡是人间的灾难， 无论落在谁头上，无
论受得了受不了，都得受着”“任何时代，国家

的命运都会影响个人的命运。 国家是水，个人
是鱼，鱼儿再扑腾，水是决定一切的。 ”作品中
这些妙语金言很引人思考。

地方语言特色浓郁， 书中体现地域特色
的山歌民谣，歇后语和谚语贯穿始终，俯拾皆
是， 比如 “黄连树上挂苦胆， 苦上加苦苦难
言。 ”“人生人吓死人，娘奔死儿奔生。 ”“铜锣
破了分量在，倒驴不倒架。 ”“秧好一半谷，妻
好一半福。 ”“人生三大苦，撑船打铁磨豆腐”
等等，读来新鲜有趣，很接地气，且富于浓厚
的乡土气息。

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作者是在写工作，也
是在写事业；她在写别人，也是在写自己；她
在写农民，也是在写医生；她在写历史，也是
在写今天。 所以，当作者本人离开工作了十余
年的贫困乡下，开始调到县城，看到窗外逝去
的无比熟悉的绿水山川， 想着自己一生最珍
贵的青春年华，就这样被消磨在了莽莽山区，
忍不住流下了感伤的泪水。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色， 现在的孩
子们怎么也想不到，当年为了计划生育，曾经
有一批人为此奉献了青春。 这段历史需要有
人为之记录。

读完刘培英的文章，我已经真切地感受
到 ，她将那些值得回味的苦乐年华 ，那一段
段最永恒的时刻 ，艰难困苦 、善恶美丑 ，刻
画得栩栩如生 ，真诚感人 ，如在眼前 。 她终
于以文学作为自己生命与灵魂的支撑 ，逐
渐走出了人生的低谷 ， 真的为她的坚韧不
拔的精神力量感到由衷的高兴 ！ 她最终以
良善的初心使命 ， 赋予了她所刻画的人物
悠长的似水流年 ，历经岁月不断地洗礼 ，最
终，以美好微笑的柔美作为结局。 她最终让
自己刻画的人物 ， 在经历了生活的沉重与
轻盈 、痛苦与磨难后松解 ，也是让自己与生
活和解，与自己的心灵和解。

总之，《高高山上一树槐》 是一部值得品
读给人美感给人力量给人智慧的精品力作。

一个特殊的机缘， 有幸得到新近出版的
《陕西散文年选》。 捧读之，仿佛置身于一场与
三秦大地灵魂对话的盛宴， 与秦地作者的捧
茶心语。 书中一篇篇散文犹如璀璨星辰，让我
欣赏到关中夜的静美。

从地域文化角度看， 这部年选以陕西籍
的作家对陕西大地深厚文化底蕴描写为主。
作家们或豪迈或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陕西的大
好河山、历史古迹，使得八百里秦川的雄浑壮
丽、长安的悠悠古韵跃然纸上。 作家陈长吟的
《走进大秦岭》、闫群的《牛背梁的苔》、陈静华
的《秦岭晚晴秋色重》、任文的《秦岭红叶》、阮
杰的 《山是一道岭 》，带读者领略了 “不响不
吵，不惊不乍”的瀑、“飞行的”的云、“东方宝

石”朱鹮、渔湾的月，如米小的苔，温和、妩媚
的秦岭，冷峻的秦岭，热情似火的秦岭，让我
深刻领略到秦岭举世无双的魅力， 以及生活
在秦岭脚下秦人的朴实无华。 《长安城头月》
《桥山之碑》《长安风万里》， 让我深深体会到
陕西作为历史文化高地的独特韵味， 时空穿
越即在眼前。

从人物记载角度看， 年选里的散文也极
具特色。 作家们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
物形象，有《女儿茶》中太行茶的领头人沈桂
述，当年作为驻村干部的她，毅然筹资承包了
荒芜的茶园， 并注册成立了以留守妇女为骨
干的茶叶合作社，千亩茶园重新被唤醒，太行
女儿茶和秦岭中这群能干的乡下女儿的故事

一起走出深山；有《三个战友》中世间少有、人
生经历神奇得简直像一个人的战友， 他们都
来自陕西扶风，18 岁参军，从青藏高原的汽车
兵到退休京城， 连他们对文字的爱好与创作
都是那么相似；有《母亲的顶针》中文化不高
但极有修养的做针线活儿的母亲， 也有普普
通通的众多百姓中的“老姨”。 通过对这些人
物的描写，展现了陕西人民坚韧、勤劳、向上、
朴实、善良的品质，以及对生活的热情和对文
化的坚守， 让我对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有了更
深的敬意。

从情感表达角度看，这部年选充满了对故
乡的眷恋、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生的思考。故乡
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承载着作家们浓浓的

乡愁，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情感羁绊。 《记忆里
的红苕》《红薯飘香》通过同一种食物“红薯”念
忆家乡、 亲人；《秋荠》《秋望》《范公的秋天》《立
秋看天》《收秋》，作家的笔下，好像永远有写不
完的“秋”，唯有“秋”才能寄托一个人的思念，唯
有“秋”才能思考更深邃，唯有“秋”才能体现
“思”的成果；《中秋月圆舞曲》短短几百字，述说
了海外游子无尽的思乡之情。

总之，《陕西散文年选》 是一部具有丰富
内涵和艺术价值的作品。 它让我领略了家乡
的地域文化之美， 感受到了家乡人的精神风
貌， 更让我在阅读中获得了情感的共鸣和思
想的启迪， 相信会给更多读者带来散文美的
享受和心灵的触动。

枕边书

《诗词中国》是
著名作家、 学者王
蒙先生解读、 鉴赏
古典诗词的大成之
作 ， 入 选 中 宣 部
2024 年 主 题 出 版
重点出版物 ，2025
年初由江苏人民出
版社重磅推出。 全
书精妙解读 200 多
首经典诗词， 纵贯
3000 余 年 中 华 诗
歌史， 为读者奉献
了一堂古典诗词大
师课。 全书气势磅
礴，睿智幽默，感染
力极强， 给读者带
来诗学和美学的极

致享受。 书中注入了丰富的阅历、广博的学识、细
腻的体察、宽阔的想象、饱满的激情，包含着宏阔
的历史观、人生观、文化观，切入点是诗词，着眼点
始终是中国，尽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 经典诗歌一代代吟诵传
承，已内化为中国人的情感和认知，融入中华民族
的血脉， 成了我们的基因。 王蒙精心选取经典诗
词，纵贯整个中华诗歌史，精妙解读、深入剖析，以
诗化、散文化的文学语言解诗论词，对诗境、诗意、
诗趣等展开论述，睿智幽默，感染力极强。 书中还
介绍了诗人词人简况和创作特点，并配有 30 余幅
古典名画，诗画相映，鲜活生动地展现传统文化的
无限魅力。

（高桂琴）

“中华传统文化
少儿绘本大系”是一
套为 5—8 岁中国儿
童打造的，由中华传
统美德、中华经典故
事、 中华文化名人、
中华文明成就、中华
文化常识、中华人文
地理六大板块组成
的传统文化绘本，首
辑计划推出 100 册 ，
项目邀请有影响力
的学者、作家、画家，
为孩子们提炼传统
文化的时代价值，帮
助他们建立完整的
“中华文化观”，向他

们系统讲述应知应会的传统文化知识、展示中国
传统美学，为中国儿童在三观形成的基础时期提
供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 本书《孔融让梨》是
中华传统美德板块中的一册，通过讲述“融四岁，
能让梨”的故事，告诉孩子们要学会孝亲敬老，懂
得尊重，不要自私自利。

米吉卡，山东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中国作
协会员。 自由撰稿人，多家报刊专栏作家，南方报
业传媒集团南方分级阅读研究中心高级学术顾
问。 其作品曾荣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优秀
版权输出图书奖；原创图画书 2016 年排行榜前十
等。

（王莉）

《诗词中国》

《孔融让梨》

作家 书评

用文学支撑生命与灵魂
□ 王友芝

安康 书评

拨动着浓浓的乡愁
□ 曹育红

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是中国古代的
一部地理名著。 其内容包括自然、人文地理，
覆盖面广泛， 很多记载也可在史志文献中得
到印证。 笔者结合史志文献，对《水经注》卷二
十七沔水篇所涉安康境内汉江流域史地疑难
及相关史志考证资料进行了系统梳理， 期冀
对安康汉江文化研究起到积极作用。

汉江进石泉县入安康境后，“东历敖头，
旧立仓储之所，傍山通道，水陆险凑。 魏兴安
康县治，有戍，统领流杂。 ”敖头，《陕西地理沿
革》载：“敖口在今石泉县城附近”，当时此地
属于魏兴郡原安康县管辖。

继续向东，“汉水又东合直水， 水北出子
午谷岩岭下。 又南枝分，东注旬水，又南迳蓰
阁下，山上有戍，置于崇阜之上，下临深渊。 张
子房烧绝栈阁，示无还也。 ”清代学者杨守敬
认为，直水即迟河。 迟河是今陕西石泉县东池
河。 陕西古代交通史研究学者王开在《子午道
考察记》中指出，蓰阁应在腰竹岭南，池河源
头西侧，岩石陡立，十分险峻，非筑栈道不能
通过。 现在的古桑墩南侧，有一小山头，山头
顶部为平地，是古代置戍屯守的大好地方。 小
山头下岩石陡立， 下临池河深谷， 完全符合
《水经注·沔水》所描写的自然地形，因知“蓰
阁”(栈道)必在古桑墩东侧悬崖下。

“又东南历直谷迳直城西而南流注汉。 汉

水又东迳直城南，又东迳千渡而至虾蟆頧，历
汉阳潕口而届于彭溪龙灶矣， 并溪涧滩碛之
名也。 ”直城，古县名。历代《石泉县志》皆有记
载，治所在今石泉县东南、池河东岸池河镇。
比对文物地图颇疑直城与池河镇池河东岸的
谭家湾村汉王城遗址有关联。 《水经注》将汉
阳与潕口连缀在一起，足见潕口离汉阳很近。
而且文中已说明，汉阳、潕口、彭溪、龙灶，俱
是溪涧滩碛之名。

“汉水又东迳晋昌郡之宁都县南，县治松
溪口。 又东迳魏兴郡广城县，县治王谷。 谷道
南出巴獠有盐井，食之令人癭疾。 汉水又东迳
鱼脯谷口，旧西城、广城二县，指此谷而分界
也。 ”上述郡、县在史志文献中均有记载。但明
代《陕西志》载，“王谷是壬谷之讹”。 壬谷即壬
河（今任河）河谷，是古代安康盆地通往四川
北部的重要交通要道。 按照《水经注》所述，汉
水又往东流经鱼脯谷口，从前西城、广城两县
以此谷而分界。 鱼脯谷在何地，史料无载。 但
根据安康、紫阳、岚皋地方志记载，旧时西城
为今安康，广城为今紫阳，岚皋的岚河下游原
属安康，清道光时期才开始设厅。 汉江经过紫
阳、岚皋，在两县分界处有洞河汇入，今紫阳
与岚皋仍以洞河为界。 因此，疑洞河河口即为
鱼脯谷口，故址在今紫阳县洞河镇。

“又东过西城县南。 汉水又东迳鳖池而为

鲸滩，鲸，大也。 《蜀都赋》曰：流汉汤汤，惊浪
雷奔，望之天回，即之云昏者也。”鳖池,今日已
没于瀛湖库区，无从考察。

“汉水又东迳岚谷北口，嶂远溪深，涧峡
险邃，气萧萧以瑟瑟，风飕飕而飗飗，故川谷
擅其目矣。 汉水又东，右得大势，势阻急溪，故
亦曰急势也。 依山为城，城周二里，在峻山上，
梁州督护吉挹所治，苻坚遣偏军韦钟伐挹，挹
固守二年，不能下，无援，遂陷。”岚谷,即岚河，
长江流域汉江的支流。 据《大清一统志》载：
“岚河两岸山多岚气，故名岚河”。

“汉水右对月谷口，山有坂月川，于中黄
壤沃衍，而桑麻列植，佳饶水田，故孟达《与诸
葛亮书》，善其川土沃美也。 ”清康熙《兴安州
志》中对汉阴县月（越）河的记述与之相符，雍
正《陕西通志》在介绍月（越）河时，直接引用
了《水经注》《兴安州志》的内容。

“汉水又东为鳣湍，洪波渀荡，漰浪云颓，
古耆旧言，有鳣鱼奋鳍溯流，望涛直上，至此
则暴鳃失济，故因名湍矣。 ”关于鳣湍的位置，
史料无载，学者曾推测疑似黄洋河入汉江处，
过去这里水势凶险，如遇洪涝，会堵住汉江东
去，水波漫漶，常危及安康城区。 至今在入江
口矗立有奠安塔一座，以镇江流。 此外，距离
入江口不远处即为张滩古镇，“张滩” 或为鳣
湍之音讹。

“汉水又东合旬水，水北出旬山，东南流
迳平阳戍下与直水枝分东注， 迳平阳戍入旬
水，旬水又东南迳旬阳县，与柞水合。 旬水东
南注汉，谓之旬口。 汉水又东迳木兰寨南，右
岸有城，名伎陵城，周回数里，左岸垒石数十
行，重垒数十里，中谓是处为木兰寨，云：吴朝
遣军救孟达于此矣。 ”旬水，即今陕西旬阳县
西北旬河。 《汉书·地理志》 汉中郡旬阳载：
“北山，旬水所出，南入沔。 ”旬河，源出宁陕县
东北，东南流经镇安县，至旬阳县东注汉水。
《三国志·蜀书 ·刘封传》： 申仪降魏，为魏兴
太守，“封员乡侯，屯洵口”，即此。 悬书崖，在
今陕西旬阳县北。 木兰寨，在今旬阳市东，汉
水北岸。 《资治通鉴》 记载， 魏太和元年(227
年)，孟达阴许归蜀，司马懿潜军进讨，吴、汉各
自遣将去西城木兰塞救孟达。 伎陵城，《清一
统志·兴安府二》 引 《旬阳县志》：“伎陵城在
县西五十里。 ”根据考古发现，伎陵城在今旬
阳县东南，汉水南岸。

“汉水又东，左得育溪，兴晋、旬阳二县分
界于是谷。 汉水又东合甲水口，水出秦岭山，
东南流，迳金井城南，又东迳上庸郡北，与关
祔水合 。 ”育溪 ，蜀河 ，即古之育溪 （育又作
洧）， 源于湖北省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胡家
岩，于蜀河镇汇入汉江。

汉剧，又称“汉调二黄”，是汉水文化最具
代表性的符号之一。 被誉为京剧之母的汉剧
文化， 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和深厚的历史
积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汉剧以其独
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文化内涵， 展现着中
国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 深受人们喜爱与推
崇。

旬阳汉调二黄，又称“土二黄”“山二黄”，
是旬阳流行最广的戏曲剧种， 民间俗称 “大
戏”，是陕西仅次于秦腔的第二大剧种。 其角
色共分末、净、生、旦、丑、外、小、贴、老、杂十
个行当， 表演讲究细腻精到， 唱腔真假嗓并
用，悠扬婉转。 清代中期，汉剧传入旬阳，并很
快受到广大群众喜爱， 在民众中一直广为流
传。

翻开 《旬阳县志 》（1996 年出版 ）文化体
育卷第七节 “汉调二黄”， 其中有这样一段
记载：“1941，神河口中心小学校长李兆琼组
织 ‘万字班 ’艺人 ，在石西藩 （秀俊乡乡长 ）
的支持下 ，用收缴外地 ‘不法 ’商贩的两匹
白布 ，自制戏妆 ，同时募捐钱物 ，购买了一
些盔头和戏妆 ，办起业余班社 （称 ‘化妆宣
传团 ’）， 先后请来郧阳科班出身的二黄戏
艺人田春山 （蜀河人 ）、黄志明 （白河县人 ）、
吴宗义 （郧阳人 ）、余明星 （郧西县人 ）担任
教师， 教习当地一批青少年学唱二黄戏，人
称‘神河娃娃班子’”。

县 志 里 记 载 的 石 西 藩 是 我 的 爷 爷
（1901———1951），又名石世珍 ，字声显 ，人称
九少爷，原居旬阳县水磨河石家老庄，1929 年
迁居神河街，曾任秀俊乡乡长等职。 在任乡长

期间， 先后被保送到北京国际大学和国民党
中央第四战干团学习。 爷爷曾是当地首富，且
有着很深的艺术造诣，酷爱汉剧，他组织“神
河业余汉剧团”，集资整修神河戏楼等公益事
业至今仍被人所传颂。

父亲石德达一生所从事的汉剧事业，就
是从“神河娃娃班子”里成长起来的。

父亲出生于 1933 年，祖籍神河镇 ，受爷
爷的熏陶， 小学四年级时父亲就表现出独有
的艺术天赋， 他曾参加过学校组织排练的抗
日斗争戏 《张大报仇》《慰劳抗日将士》《胶东
呼声》等剧目，都扮演主角唱“二黄戏”。 之后，
在旬阳县城隍庙会的一次演出中， 即将初中
毕业的父亲偷偷从学校跑去参加演出， 当一
折由父亲扮演宋江角色的《公孙胜辞山》一长
段西皮二流唱腔完毕后， 就博得了全场热烈
的掌声。 当时父亲年仅十六岁。

1949 年， 父亲被招进安康军分区警备司
令部文工团汉剧分队， 他在古装戏 《逼上梁
山》《三打祝家庄》和现代戏《兄妹开荒》《军民
一家》等节目中担任不同角色，为各县起义部
队战士演出，获得普遍好评。 1951 年，汉剧分
队被遣散了， 父亲回到神河老家成了地道的
民间艺人。 此后，方圆几十里有红白喜事，他
都被人家请去吹拉弹唱，从不推辞。 这期间，
他更加专一且专心地跟着当地人学习京胡演
奏， 并以其极强的艺术悟性很快成了当地京
胡弹奏的实力派人物。

1960 年 5 月，旬阳县成立汉剧团，父亲被
抽调到剧团工作，担任汉剧主弦拉京胡、曲谱
教唱等，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正当父亲

的汉剧事业处于蒸蒸日上之时，1966 年，由于
家庭出身的原因，父亲被迫离开剧团，离开他
喜爱的汉剧，又一次回到神河老家农村。

1978 年春天， 父亲被重新调回阔别已久
的汉剧团。 回到团里后，他和艺术同仁一道排
练传统戏 《十五贯》《铡美案》《黄天荡》《清风
亭》《狸猫换太子》等一大批优秀剧目，演红了
太极城，并被选送到省、市做汇报演出，广受
欢迎和好评。 这期间，父亲对七岔子、大筒子、
道情、汉剧、眉户等在旬阳流传已久的民间曲
目进行分类研究整理， 并创作了一批令人耳
目一新的戏曲曲目，在当地广为传唱。

那时候， 演戏的剧场在旬阳县老城城隍
庙，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卷席筒》《铡美案》《黄
天荡》《狸猫换太子》等传统剧目，场场爆满，
百看不厌。 1989 年，因机构改革，旬阳汉剧团
解体，演员们也被分流到了不同的单位。 父亲
被分配到县文化馆从事群众文化辅导、 戏曲
音乐创作以及主弦伴奏等工作。 他积极开办
乐器培训班，认真编印打击乐教材，辅导社区
及乡镇文化站开展文艺活动。

和许多传统剧种一样， 汉剧也面临着如
何传承、如何更好创新、培养新人、传播推广
等问题。 1993 年，父亲退休后，还一如既往当
起汉剧传统艺术保护传承工作的带头人，为
传播汉剧文化和传授汉剧传统艺术， 培养新
一代汉剧人才奉献余热。 他经常参加各类演
出活动，为一些曲艺节目作曲、伴奏。 2007 年
应邀参加安康汉滨区汉调二黄邀请赛， 自拉
自唱的传统汉剧《南阳关》，一举获得大赛专
业组第二名，时年，父亲已经 74 岁。 为了更好

地保护和传承汉剧这一传统文化遗产， 父亲
与他人共同编印了《旬阳汉剧集锦》一册，后
来，个人又整理编印《汉调二黄传统唱段集》。
同时与汉剧老艺人一道培训少儿汉剧班，排
练汉剧专场， 还积极担任旬阳城关一小汉剧
兴趣班教师，父亲将艺术当作一粒种子，撒播
在他走过的每一寸土地上，直到开花结果。

父亲一辈子从事汉剧事业，从 16 岁起就
开始学唱汉剧并登台表演 ， 与汉剧结缘 72
年，靠唱汉剧养家糊口。 父亲对汉剧艺术的钟
爱坚如磐石，一生不仅热爱汉剧音乐，他更关
注汉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关心汉剧事业的
命运。 特别是在汉剧艺术消沉的 20 多年后，
安康市再次掀起保护传承汉剧热潮之际，已
届耄耋之年的父亲，热情高涨，匠石运斤，不
仅表现在他的汉剧音乐创作和音乐伴奏上，
重要的是他对汉剧、 道情等地方戏剧的音乐
理论研究， 他创作的地方小戏和地方曲谱极
具地方特色和风韵，在民间广为传唱。 这既是
父亲一生从事汉剧艺术的心血与成果， 也是
他作为安康市汉调二黄代表性传承人对汉剧
这一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保护传承的责任担
当。直到 4 年前，88 岁的父亲离世前还在家里
哼唱汉剧， 他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竭诚地奉
献给挚爱的汉剧事业， 无怨无悔地走完了他
的汉剧人生。

父亲在汉剧事业中饱经磨砺， 可他在汉
剧事业中的成就却是辉煌的， 我敬重我的父
亲，因为他是一位德艺双馨的汉剧传承人，他
的人生经历和汉剧艺术成就为地方汉剧的发
展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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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从新疆来》

《水经注》里的汉水安康
□ 杨年生

父亲的汉剧人生
□ 石晓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