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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天下的黄河，几十几道弯，几十

几道弯里有几十几条船，几十几条船上有几

十几根杆，几十几个那艄公哟把船扳……”

“大摇大摆哎了哎 哟，大个路上来，你把

你那白个脸脸调过来，哎摇三摆……”

这两首歌是地地道道的陕北民歌。生在

黄河岸边，长在大山深处的薛义斌从小就听

着哼着唱着。

薛义斌说不上自己有多喜欢民歌，也没觉

得老天给过他一副好嗓子。只是喜欢民歌里

的那个调调，喜欢喊起来、疯起来的那种感觉。

2021 年 4 月 10 日晚，薛义斌在央视《星

光大道》一首陕北民歌《天下黄河九十九道

弯》收获不少观众的掌声。与师父石占明现

场放歌左权“开花调”《有了心思慢慢来》，唱

功扎实、曲风高亢，一举拿下“人气冠军”。

●原生角色

“咱村的保保上星光大道了，今黑夜（晚上）

中央台就演咧。”薛义斌上星光大道的事情很快

在临县招贤镇小塔则村传了开来。

保保会吹唢呐、会拉二胡、会弹三弦，村里

人都知道，要说会唱歌，而且还是跑到北京的

大舞台上唱，村里人不愿意相信。

保保是薛义斌的小名，村里人都这么叫。

看着这个名字就知道父母对他有多偏爱，可偏

爱是一回事，有没有能力养大他是另一回事。

出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薛义斌，从小患

有羊癫疯，体弱。那个年代，一大家子虽然能

勉强填饱肚子，但是因为他的病，一家子的生

活比起村子里的其他人家艰难了许多。薛义

斌回忆，自己每天得吃药，而且三天两头还得

打针、输液，整年大量的药比饭都吃得多。

“饭都吃不好，哪来买药的钱？”薛义斌给

记者讲述着他的经历，“一次犯病，母亲着急去

找大夫，由于离乡镇远，路也不好走，好几次摔

倒在路上；父亲为了给自己筹钱买药，挨着门

子找人借，不到 10元钱的医药费拧着老脸跪

着求人也没能借回来。”

“那个年代是真没有，家家都困难。”薛义

斌说。

12岁那年，一个“土郎中”的几服药去了

薛义斌的病根，一共花了 62元。但是薛义斌

一家却摊上了饥荒。

病好了，身体恢复了，薛义斌决定辞学挣

钱。可是自己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要技术

没技术，要气力没气力，谈哪门子赚钱。

那一年，薛义斌给村里一个做纸扎的“老

光棍”当上了学徒。

十来岁的孩子，懂得什么是“做纸扎”？对

于父母来说，根本没指望薛义斌能做什么，哪

怕自己的孩子以后也是“老光棍”，最起码还有

一门手艺挣口饭吃。

那个年代，学手艺的第一件事，就是大早起

来给师父倒尿盆。摊上了倒尿盆这档子事，懒觉

一定睡不得。去得早了，师父还没起床，打扰了师

父。去得晚了，尿盆不倒掉，有臊气且碍事，师傅

也不满意。机灵的孩子，手脚眼睛耳朵都要灵，听

见师父窑里有动静，薛义斌就赶快推门进去，端走

尿盆倒掉后接着准备一整天做纸扎的用料。

师父看着这个小孩机灵，以后有重要的事

就会带上。这让薛义斌有了很多次走出大山的

机会，也让他看到了小塔则村外面的精彩。

做纸扎打道最多的应该算是乡间村舍的

民间鼓乐队。出去的机会多了，薛义斌听说哪

个村有红白喜事就跑着去看。有一年，小塔则

村也要组建鼓乐队，薛义斌就加入了。鼓乐队

有活的时候他就出去，没有活计时他就帮衬着

师傅，有时还去村里的瓷窑上捣砖、和泥，一天

下来少说也有七八元的收入。

跟着鼓乐队到处游村串乡，薛义斌学会了

吹唢呐。有了手艺，让他有了走出大山的底气。

●自选角色

17岁那年，薛义斌真的想走出去。

黄河岸边的大山深处，很深。跨过一道道

梁，伸长脖子朝着最远处大喊一声，对面山上的

回音总是显得那么悠长。

“走出去，必须走出去，无论有多苦多难，我

也愿意受着。”农历二月十五是小塔则村一年一

度的古庙会。这一天村里会请来戏班子搭台唱

戏。17岁那年，薛义斌听说来的戏班子是县里

一个叫马少异的老师领的一个艺校的学生来唱

戏，他就主动找马少异搭话，想等戏完了，跟着马

少异去县城学手艺。

戏快完了，马少异都没有给薛义斌一句囫

囵话。薛义斌急了，再次找到马少异。

“一个月交80元。”

80元！80元没能吓到薛义斌。“你们走我就

走。”

初进戏班，薛义斌只能做些苦力活，卸戏

箱、拉帷幕、卷地毯。看着戏班里演出的孩子们

和自己一般大，薛义斌有些着急了。“照这样下

去，猴年马月才能学到手艺？”

白天只能躲在幕布后面看着人家怎么做，

等到了晚上人们都睡熟了，薛义斌就偷偷打开乐

器箱子，挑着乐器自学。

有了展示的舞台，薛义斌这块金子很快散

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有一次演出，缺个拉二胡的，剧团团长着

急了。薛义斌跑到团长那里说：“我行。”

团长睨他一眼，嘴一瘪，不屑地嘣出三个

字：“就你呀！”意思是说，你快滚一边去。

见团长看不起人，薛义斌便认真起来，拉着

扯着团长的袄襟不放：“不信，我拉一个试试！”

随手提溜了一把二胡，薛义斌摆开了架

势。只见动作准确、举止利落、神情自然，而且

音准也把得甚好。团长愣了，摸了摸后脑勺

说：“行，就你了。”

那是薛义斌不堪回首的一段时光，在戏

班，唯一能给他带来慰藉的是自己学会了二胡、

三弦，大多数时候也不再只是干拉帷幕、卷地毯

的苦活，而是可以拿起乐器上台了。

“自己走出来学手艺为的就是赚钱补贴家

用。”薛义斌是家里的老大，学会了手艺也让他

想着怎么开始去赚钱。那段时间，哪个剧团有

活他就跟着那个剧团走，哪家戏班给的工钱

高，他就跟着哪家戏班干。

一次演出中，薛义斌认识了山西晋剧“三弦

大师”赵恩柱老师。

晋胡、二弦、三弦、四弦是晋剧的“四大件”，

缺一不可。“有它们才有晋剧音乐，有它们才能叫

晋剧。”薛义斌更懂得三弦的重要性，一直想着自

己的技能能够再提升一下。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当赵恩柱老师听了他弹的三弦后，直接把他推荐

到了山西省戏剧职业学院进行专业学习。

薛义斌很珍惜在省里的学习。因为是班上

年龄最大的，再加上原来有些功底，每一项专业技

能，薛义斌掌握起来要比别的同学快得多。周六、

周日的时候，薛义斌会出去找活做，赚到的钱除了

自己开销外，还会补贴家用。系里的老师知道后，

主动当起了他的“经纪人”，帮着他联系一些剧团。

●公众角色

人生如戏。在你拉开帷幕的那一瞬间，其

实剧本早已安排好了。所以说，每个人必须按

照命运的剧本演绎着各自的角色。

追梦路上，薛义斌曾一度迷失过。小到磕

磕绊绊，大到一时半会沉默地缓不过气来。

进入新时代，全国娱乐行业一片大好，而

戏曲却走向低沉。就连小塔则村的庙会上，也

不再是唱山西梆子，有时候会请来歌舞剧院，

唱流行歌曲、跳肚皮舞、耍杂技魔术。

薛义斌也改了行，干脆做起了婚庆公司，当

上了小老板。在自己策划的演艺活动中，他不再

是吹唢呐、拉二胡，就连三弦也碰的少了，而是学

起了变魔术、变花脸，当起了策划，做起了调音师。

那段时间，薛义斌一天的收入多到上百上

千元，但是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却倒在了婚庆

行业，一下子搭进去十多万元。

在和记者交流的眼神中，分明可以看得

出：这十多万元比起老父亲给自己治病付给“土

郎中”的 62元，比起自己去县里学手艺交的 80
元学费，更沉重。

2015年，薛义斌认识了晋中介休的两个老板，

两人都是晋剧爱好者。蔡春旺喜欢听三弦，薛义

斌就在蔡春旺的公司专职弹三弦。冀逢训喜欢拉

二弦，每每和薛义斌合作起来，两个人有说有笑，

好像找到了知己。两人常和薛义斌逗乐子：“艺

术上你是我们的老师，工作上你是我们的员工。”

薛义斌清楚，自己的追求远远不只这些。

在和两个老板沉浸在戏曲中的时候，内心还有

少许欣慰。但在独处的时候，一下子觉得缺失

了什么，丢掉了什么。

那段时间，薛义斌琢磨起了民歌。没事干

的时候会对着手机练习、试唱，自我感觉还不

错。他还参加过吕梁市举行的一次民歌比赛，比

赛下来，更让他觉得原来自己早已远离了当时走

出大山时候的梦想。

“山西有个‘羊倌歌王’叫石占明，人在左权，

唱民歌一顶一。”

“怎么能联系到？”

介休与左权同属于晋中市，但是从地理位

置来看，一左一右、一东一西，距离不算近。但

对于薛义斌来说，石占明老师仿佛就在眼前。

通过熟人推荐，薛义斌加上了石占明老师

的微信，在简单交流几句后，他想见到真人。

“过几天，歌王要来介休演唱了。”

“真的假的！”在挂断蔡春旺的电话后，薛

义斌整宿没能合眼。

演出那天，薛义斌托人找关系如约到了演

唱现场，而且还想办法作为粉丝登台与石占明合

唱了一首“开花调”《这么好的妹子见不上个面》。

那一次，薛义斌不只见到了“师父”，也被石

占明带回了左权。

左权红都村是石占明的老家。一进村，薛

义斌没能嗅到民歌的味道，迎面而来的是一群

黑山羊。师父把他安顿好后，甩给他一大盒子

自己的专辑光盘，撂下一句话：每天帮着大哥

收拾一下这里，跟着大哥上山去放羊。

“大哥”是师父石占明的亲哥哥石先明。

安顿好自己后，师父走了，忙着各种演出、各种

应酬。而自己只能跟着“大哥”，打扫院落，上山

放羊。

每次上山，薛义斌会学着石先明喊上几嗓

子，空闲的时候学着专辑里的师父对口型、练嗓

音。到了晚上，累得倒头就睡。

有一次上山跟着“大哥”哼唱“开花调”，薛义

斌一下子感觉自己也能扯开嗓门高亢一唱了，也

有了师父那个“啊个呀呀呆”的虎音。第二天一

大早起来赶紧跑到山上继续喊，发现那个音还

在，薛义斌激动地眼圈湿了。

“民歌不是围着专家、教授转，你就会唱。你没

有在农村生活，没有走进大山深处放过羊，没有受

过磨难吃过苦。你再怎么唱，都少了歌里的味道。”

薛义斌头脑里始终是师父的这句教导。每

一次追赶着羊群上山，他感觉每座山的高低起伏

与开花调的韵律相似。赶羊时大声吆喝，就等于

拉开了嗓子。每一次“提、提”催羊群走快，就是

在练胸腔。

薛义斌在石占明身边整整待了五年。2018
年 8月，石占明带着众多弟子参加央视《回声嘹

亮》栏目，薛义斌也去了；2021年，薛义斌报名参

加了央视《星光大道》，石占明现场助力……

“你知道天下的黄河，几十几道弯，几十几

道弯里有几十几条船，几十几条船上有几十几根

杆，几十几个那艄公哟把船扳……”

“山里的石头沟沟里的水，心里呀有谁妹妹

呀就是谁；榆树树开花榆钱钱白，你哩心眼妹妹

呀比俺多……”

你听，“开花调”里又一次迸出了“陕北味”！

□ 本报记者 冯海砚 王瑞 梁英杰

民间的东西终归还得回归民间，民歌也一样。临县“草根歌手”薛义斌在 12岁那年就一头
扎在纸扎堆里听师傅哼唱陕北民歌，或耳濡目染，或潜移默化，一路走来，唢呐、二胡、三弦样
样拿得出手。直到结识“羊倌歌王”石占明，追赶着羊群，一甩羊鞭，嗓门顿时开了——

“开花调”里迸出了“陕北味”

近日，文水县委统战部、县工商业联合会组织全

县民营企业为一线抗疫人员送爱心活动，活动先后

收到文水县鑫源昌钢结构有限公司 、山西鑫德源物

流有限公司、文水县天和商贸有限公司、吉宏达机动

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山西浩海陶瓷科技有限公司等

27个企业和个人捐赠的 12万余元慰问金及慰问品。

慰问组先后来到文水各个高速口、部分乡镇、村

防控点，为坚守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送去消毒

液、方便面、口罩、帐篷、清凉饮品等慰问物资。

县统战部、县工商联与爱心企业代表向战斗在

防疫前线的人员表示感谢，并希望一线抗疫人员在

坚守岗位的同时，注意做好自身防护，注重劳逸结

合。 朱秋燕 朱丽彬 摄影报道

文水县民营企业文水县民营企业
为一线抗疫人员送爱心为一线抗疫人员送爱心

快递从业人员
疫情防控紧急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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