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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川河三川河

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人物以其

非凡的品格和卓越的成就，成为后世传颂

的佳话。《布衣于成龙》这部晋剧作品，便

是这样一部集历史、艺术、情怀于一体的

经典之作。它不仅是对历史人物于成龙

的再现，更是对传统文化、清官精神以及

戏曲艺术深刻理解的一次集中展现。

《布衣于成龙》巧妙地编织了历史与

艺术的交响乐章，既尊重了历史真实性，

又融入了艺术的虚构与想象。该剧精心

挑选了于成龙生平中的几个关键节点，通

过晋剧这一古老而充满活力的艺术形式，

将其人生乐章演奏得荡气回肠。初入仕

途的坚定与迷茫、面对权贵时的无畏与坚

持以及最终赢得民心时的喜悦与感慨，这

些节点不仅是于成龙人生中的重要转折

点，也是观众情感共鸣的触发点。戏曲的

唱腔、表演和舞台设计相互交织，共同营

造了一种独特的氛围和情境，使观众仿佛

穿越时空，亲身感受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

和人物的悲欢离合。

《布衣于成龙》所展现的清官情怀，深

邃而纯粹。于成龙以其清廉正直、为民请

命的形象著称于世，这一形象在戏曲中被

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情感色

彩。他面对各种诱惑和挑战时，始终坚守

信念和原则，不受权贵的威逼利诱，不向

腐败低头妥协。除了政治上的清正廉洁，

于成龙还展现出了深厚的人文情怀和高

度的社会责任感，关心百姓疾苦，倾听民

声民意，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为民众排忧

解难。这种情怀和责任感不仅赢得了百

姓的爱戴和尊敬，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光

辉的榜样。

《布衣于成龙》的成功离不开晋剧艺

术的璀璨绽放。晋剧以其独特的唱腔、表

演风格和音乐伴奏，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

听盛宴。主演谢涛以其精湛的唱腔技艺，

将角色的情感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她

的声音时而高亢激昂，震撼人心；时而低

沉婉转，沁人心脾。此外，晋剧的表演也

充满了艺术张力，演员们通过精湛的表演

技巧，将角色的性格特点和内心世界展现

得栩栩如生。这些生动的表演不仅让观

众感受到了角色的情感波动，更让他们对

角色产生了深厚的情感认同和共鸣。

《布衣于成龙》中的清官精神，为现代

社会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在快速发展的

时代背景下，人们面临的诱惑和挑战日益

增多。如何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坚守信

念和原则，成为了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重

要课题。于成龙以其坚定的信念、无畏的

勇气和为民请命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学

习的榜样。他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环

境，都要坚守自己的信念和原则，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同时，于成龙的担当精神

也提醒我们，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

为民众服务。这种精神不仅是对历史的

一种致敬，更是对现代社会的一种呼唤和

鞭策。

《布衣于成龙》的成功在于其对戏曲

艺术的传承与创新。该剧在保留晋剧传

统唱腔和表演风格的基础上，巧妙地融入

了现代舞台技术和表现手法，使得整部作

品更加符合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传统

唱腔的韵味与现代舞台技术的完美结合，

让观众在享受艺术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传

统文化的魅力与韵味。此外，该剧还通过

现代舞台布景和多媒体技术的运用，为观

众营造了一个既真实又梦幻的清朝时代

场景。这种创新不仅为晋剧注入了新的

活力与生机，也为戏曲艺术的未来发展提

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布衣于成龙》作为一部集历史、艺

术与人性于一体的晋剧佳作，不仅深刻

挖掘了历史人物于成龙的传奇一生，更

以精湛的演艺和独特的艺术手法，让这

一历史故事在现代舞台上焕发出新的光

彩。它不仅仅是一部戏曲作品，更是一

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欣赏中感受到

了清官精神的伟大与崇高，也体会到了

戏曲艺术的博大精深。在现代社会，《布

衣于成龙》所传递的清官精神将继续激

励 着 人 们 坚 守 信 念 、勇 于 担 当 、清 正 廉

洁。同时，该剧对戏曲艺术的传承与创

新也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宝

贵的经验和启示。我们期待更多像《布

衣于成龙》这样的优秀作品不断涌现，让

戏曲艺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更加

璀璨的光芒。

在“火炉”长沙出差多日，每次

办完事回到宾馆第一位的便是冲

个热水澡，粘粘乎乎变成清清爽

爽，然后观看一档美食节目，也算

一饱眼福了。长沙的“热辣滚烫”

对于不嗜辣的我来说尚可接受，大

不了吃一口辣就噙一口矿泉水，没

味却能缓解辣辛。而最不可思议

的是无粥可喝。在老家习惯了早

晚各一碗黄小米粥，黄澄澄，稠稀

适宜，清香沁心，既护肠胃又消褥

热，可谓“黄金饮品”。而这里的大

米粥、杂粮粥、虾蟹粥无论色泽还

是口感，都是不可比拟的。因而，

在返程途中便反复叮咛家人早早

熬一锅带绿豆的黄小米粥，在飞机

上小憩的时候，嘴角仿佛已经嗅到

袅袅而来的家乡风味的气息……

黄小米又称黍、糜子、夏小米，

有糯质和非糯质之别，糯质黍多作

以酿酒，非糯质黍，称为穄，以食用

为主。黄小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几千年前的中国。根据考古学家

的研究，小黄米最早出现在中国长

江流域地区，约在大约 7000年到前

6000 年之间。最早的小黄米米作

物是野生的，后来被人类在地栽培

和改良，逐渐成为现代小黄米的祖

先。这一发现表明，小黄米是世界

上最早的农业作物之一，中国是其

最早的原产地。除了作为食物，黄

小米还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中

医学认为，小米性味甘咸凉，入脾、

胃、肾三经，具有和中益肾、除热、

解毒等功效。可治疗反胃呕吐、脾

胃虚热、泄泻等症。

老家汾阳属吕梁山脉，诲拔在

800 至 1500 米之间，区内丘陵、垣

地、坡地、梁地、沟地交错。尤其是

从西南到东北的弧形边山区，四季

分 明 ，光 照 充 足 ，年 日 照 时 数 达

2637小时，年平均气温 9.7摄氏度，

年降雨量 467.2 毫米，无霜期 177
天，年有效积温 3200 摄氏度，昼夜

温差大，有利于干物质的积景。优

越的自然条件，孕育了农产品地理

标志特产“汾州小米”。其色泽金

黄，米粒饱满，晶晶透亮，粒度整

齐、均匀；其味清香甘甜，富含人体

必需的钙、磷、铁、硒等微量元素，

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有人测试，

将汾州小米于空白的 A4纸上静置

两小时，纸面会有油渍侵入。人言

所谓“自然本色，天成地就”，并非

空穴来风。汾州小米以粥见长，熬

粥时糊化速度快，米汁浓稠，口味

醇香。据说山区农村许多老人不

患失眠症，就是与喝小米粥有关。

困难时期，小米粥还用来滋补产

妇，喂养婴幼儿。其功效非比寻

常。

汾阳人爱喝粥跟爱喝酒一样

出名。每家每户的厨房里，必备有

大小不一的米缸，用来贮藏小米。

因为天天要喝粥，将米缸置于手头

取用方便。 煮粥是一项很讲究细

心耐心的技术活。煮粥前，先用冷

水将小米淘洗干净，洗时不能用手

使劲搓，以免损伤小米外皮造成营

养流失。洗净的小米放在清水中

漫泡一定时间，可以缩短煮粥时

间。根据人口多少，锅中加入清

水，水和小米的比例为 15∶1，切记

将小米冷水下锅。如果沸水下锅，

很容易因米粒急剧膨胀而导致口

味营养欠佳。煮沸后调至小火，慢

慢熬煮约半个小时。期间要不时

搅拌锅底，防止粘锅或糊底。搅拌

时要按一个方向搅拌，这样可以使

小米粥更加粘稠。小米油脂丰富，

经高温熬煮后，表面即刻凝脂一

层，色泽黄亮，米香四益，晾至半

温，连喝三碗仍觉不过瘾。母亲在

世时，家中人口较多。为了精打细

算过日子，母亲通常一大早就熬好

一大锅小米粥，除早饭食用一部分

外，另留过一部分，用作晚饭。我

们兄弟几个放学归来，稍稍加热，

泡几片窝头片，就几口老盐菜，尽

管简单，照样吃的有滋有味。煮粥

时，用取自地下岩层的自来水最为

适宜，如若换作矿泉水或纯净水，

则粥的味道要寡淡无味得多。煮

粥的过程中，还可以根据个人口

味，加入南瓜、红豆、红枣、红薯、枸

杞、莲子、银耳等食材，熬成别具风

味的营养粥。心灵手巧的家乡人，

还以小米为主料，推出小米排骨、

小米发糕、小米海参粥、小米和子

饭、小米锅巴等菜品和食物，广受

消费者喜爱。

小米粥好喝又营养，但种植收

获黄小米却极其辛苦。 因为谷子

属于小粒半密植性作物，顶土力

差，单粒种子难以保证顶土出苗，

所以在生产上，为保证足够的出苗

率，一直采用加大播种量，播种时

播种量都大大超过留苗量。所以，

在谷子播种后幼苗生长到一定阶

段就要进行人工间苗，留苗能有足

够的生长空间和营养面积。那时

家里也种植有几亩谷子地。间谷

子苗正好是暑期，跟随大人半蹲在

田里，左右腿交叉前行，又困又乏，

加之烈日炙烤，又怕把谷子苗当成

杂草拔掉，毁掉半年收成，可以说

一路上小心翼翼又提心吊胆，豆大

的汗珠往下掉，汗水漫透了衬衣，

浑身上下没一处舒服。真正对“锄

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诗句，有

了切入肌肤的体验。好容易盼来

秋高气爽，沉甸甸的谷穗笑弯了

腰，又要抢收抢割，防止麻雀盗抢

果实。然后是晒场上碾打、去杂，

跟雷阵雨赛跑，确保颗粒归仓。再

将谷子桔杆晒干，贮存充当冬季牛

羊马的饲料。汾州小米是家乡的

特产，恋家的汾阳人无论身处何

方，啜饮一碗热腾腾的小米粥，便

是他们游走异乡最泯灭不了的舌

尖记忆！

近年来，汾州小米搭乘产业化

的快车，正以星火燎原之势，造福

更广大的农村地区。他们研发推

广产量高、品质佳的“晋谷 21号”等

新品种，规划了东北起杏花村镇的

武家垣，西南到三泉镇的西贾璧

村，面积近十万亩，涉及一半乡镇、

三分之一农村的谷子种植示范区，

发展小米加工企业二十多家。采

用“点穴式”播种技术，推广半机械

化的收割技术，节省了体力劳力，

提高了生产效率。金灿灿、香喷喷

的汾州小米，喝出健康，喝出富裕，

喝出希望！“喝了汾小米，真的好想

你”的新潮广告，登上不少地方的

高速公路、飞机场、地标建筑等醒

目场所。其中的“汾都香”小米，更

是扛起产业扶贫的大旗，以基地加

农户的形式，助推十万农户稳步增

产增收。其研发的产品，已占领南

方的深广港市场，为忙碌的都市生

活注入一缕乡间的温馨和甘甜！

前日与负责人交流时得知，他们正

全力攻关，准备研发一款即开即泡

即食的方便小米粥，以满足多样化

的市场零求。将传统优势转化为

产业优势经济优势，正是新时期新

农人的鸿鹄之志和创新之举！

“粥”以慰风尘，更抚凡人心。

一碗香粥，承载乡愁乡音，更孕育

金色的梦想和共富的未来！

人间待久了

人话的噪音充斥于耳

数声蝉鸣

似一股欢快的清泉

穿过夏日的苦热

潺潺流过心胸

鸟噪林逾远

蝉鸣景更深

此起彼伏的蝉韵

构筑起

炎夏的一道风景

演奏出一曲

神奇的天籁之音

苦菜花

苦苣是野菜的一种

一到春天 苦苣一吐牙

我们就开始挖野菜了

苦苣的嫩根被挖断之后

立即就会流眼泪的

那乳白色的泪滴

真让人心疼

我明白苦苣的痛苦

但又无奈

肚子在等着苦菜养命呀

挖着挖着苦苣就老了

它的根茎就会抽出一朵小黄花

苦菜花是苦苣菜的命根

也是穷苦人的命根

我们与苦苣菜同病相怜

后来我离开了故乡

就很少再遇到苦菜花了

春天又来了

穿越姹紫嫣红的缤纷世界

我最怀念的花朵

仍旧是苦菜花

今年 6月,我将陪伴我 5年的霸道 270更换

为一台新能源电动车,周围的亲友都表示诧异，

好奇地问我为什么要换车,我给出的答案也很

简单：环保、省油、最主要的是省钱。这个理由

也确实够充分，符合我的初衷。但其实这次换

车带给我的体验和感受远远不止这些。

这次换车让我对新能源电动车有了更深

的了解，直观地感受到新能源电动车的飞速发

展，它具备的快速充电、环保节能、起动迅速、

良好的驾驶体验等特点留给我深刻的印象。

回顾我的换车动因，今年 5月份同事买了

一辆我的同款霸道车，公司院里突然同时出

现两辆同样的车，时不时有人会张冠李戴让

我动车，我突然感觉到原先的车不再适合

我。在和同事交流用车体验时，谈到每月动

辄上千元的油费、月均 200元的交强险、定期

的保养费用，我自己也被触动了，车辆固定开

支属实有点高，这车我已经开了 5 年了，5 年

过去了，周围环境和我心境都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5 年前还是 40 出头的青壮年，不顾用

车成本去完成一个男人的霸道梦情有可原，

那么现在我开它的意义究竟在哪呢？我不禁

扪心自问。今年 4 月我刚过了 50 周岁生日，

可以说是到了古人所说的知天命的年龄了，

是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了，是时候在

做事的时候多一些实在少一点虚荣了。

想到就做，于是我到二手车市场将旧车

卖掉，然后用卖了的钱买了一辆二手电动新

能源车，还略有节余，这也符合我的计划：“以

车换车，不另外增加成本”。虽然这是一辆二

手新能源车，但由于原车主爱车护车，车体内

外和新车并无多大区别，且车辆配置为该款

车型最高配置，漂亮的外观加上合适的驾乘

体验都令我非常满意。

到现在为止,更换新能源车我认为是一个

非常正确的选择，因为它带给我一些前所未有

的体验。最直观的体验突出一个“省”字，告别

加油站步入充电站，1小时充满电花费不到 30
元就能跑 200公里以上,如果只是用于每天上

下班，开 10天没问题，一个月下来花费不足百

元，相比之前每月上千元的油费、月均 200元

的交强险、定期的保养费用，简直是天壤之

别。另一个体验就是“环保”二字，,没有了发动

机的噪声,行进过程静谧安详,没有尾气排放，

环保节能；第三个体验就是一个“快”字，新能

源起步提速快，超车轻松自如，说它“静如处子,
动若脱兔”一点也不为过，驾驶体验相当棒。

其实，最令我惊喜的是它让我体会了一

下网约车是如何服务当地市民，在服务的过

程中，我对所在的城市和网约车司机的生活

有了更深切的理解。7 月份，我通过一款 app
软件将我的车注册为网约车，8 小时之外、闲

暇之余，打开软件，出车、接单、接送乘客、收

款，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南来北往，忽东

忽西,城市的各个街道、小区、超市、酒店、工

厂、企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学校、火车站、

村庄等等，什么地方都可能要去,这种体验让

我对这个每天生活的城市有了更全面、细致

和深入的了解,虽然我在这里已经渡过近 50
载,但我不再局限于以往的生活小圈子，不再

局限于固定的几点一线，城市新的变化、完整

的的版图都因为这次换车在你面前一一呈

现。通过接送乘客,你还能发现新奇，探索未

知，这的确是一种美妙的体验。

换车，让我体会了不一样的生活，换车让

我更加热爱这个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不断推

陈出新，不断创造出日趋完善的产品满足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换车让我更加热爱自己生

活的城市，它的日新月异不断在我面前呈现；

换车让我更加热爱生活，只要你有心，只要你

不墨守成规，勇于接受新事物，跟着时代的步

伐，你就会永远年轻，永远对生活充满热情。

读陈伟军《阿布尔的孙悟空》，跟随着阿

布尔的苦难成长经历，我们仿佛置身于非洲

那一方多灾多难的大陆。火线旁、密林处、废

墟中……哪里有任务，哪里就有中国维和军

人。他们不畏艰险、忠诚履行使命担当。

作家陈伟军曾充满深情地回忆说：“在写

作过程中，我常常一边写一边落泪，哭得最伤

心 的 一 次 ，莫 过 于 写 到 罗 菲 医 生 牺 牲 的 情

节。”小说以温暖亲切的笔触、巧妙独特的视

角讲述中国军人在非洲维护和平、帮扶贫苦

的感人温情故事。

区别于之前的《少年奔跑在田间》《我想

成为你的骄傲》等儿童文学长篇小说，陈伟军

《阿布尔的孙悟空》在选材上可谓匠心独具、

颇具开创意义，以儿童文学的形式致敬中国

维和军人，这也是作家不断进行的小说文本

实验，大胆进行创作突破的一次文学远足，这

种创新的勇气与精神值得总想待在舒适区的

青年作家们借鉴学习，同时也为我们儿童文

学提供了一个文学“漂洋过海”、文化“互通有

无”和文明“交流互鉴”的优秀范例和模本。

长篇儿童文学小说《阿布尔的孙悟空》由湖

南少年儿童出版社重磅推出，2023年度浙江文化

艺术发展基金扶持项目，入选“百班千人”2024年

学前及中小学生暑假分年级阅读推荐书目，2024
年度宁波市文化精品工程重点创作项目。

援助非洲抗击病毒的“中国妈妈”罗菲医

生，追逐中国猛士车并夜闯营地的 12岁非洲

少年阿布尔，中国维和军人“阳光叔叔”黎耀、

顾一平、孟伟等，勇敢坚强的“孩子王”维恩，

热爱跳舞和画画的达卡，失独无助的小伊曼

……作家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无不给我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中国“蓝盔”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忠诚履行

使命，用实际行动书写着大国军人的血性与担

当，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

坚定的中国力量。正像作家陈伟军所说：“孙悟

空是一个象征符号，是中国文化里有关英雄人

物的其中一种解读。孙悟空不是单指某一个

人，他可以是这世间无数值得尊敬的人。那些

勇敢的、有爱的、善良的人们都可以是孙悟空。”

在阿布尔看来，孙悟空就是中国维和军

人英雄的形象，这无形中给阿布尔敞开了另

外一扇窗，更为传神的是，小说借助于京剧

《大闹天宫》的现场表演，绘声绘色、身临其

境，将戏曲表演、脸谱等中国京剧文化一一展

现，让这个早熟的小朋友睁大眼睛踮脚张望

着外面更大的世界……

“援非”的罗非医生不仅仅用中药医治阿

布尔的母亲，还给这个生于战乱的非洲孩子

阿布尔讲述一个个中国神话故事，像精卫填

海、女娲造人、愚公移山……其中，《大闹天

宫》的连环画中孙悟空英雄形象在少年阿布

尔心中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那唯美精致的

画面，让他的童年眼里有了光；那短小精悍的

故事，让他的梦想长出了翱翔的翅膀。

《阿布尔的孙悟空》其中蕴含着内生性的

优秀文化，是古老中国传统文明和充满创造

力的中国现代文明的深度融合，永远是我们

抵抗黑暗、走向美好未来最强大的精神武器。

龙腾盛世，宏开景运。

昆仑山喜讯在交城山回荡：

"中国钙都"西域放榜，

山西交城魁首独享！

捷报传来群情激昂，

忠信之乡可大有名堂。

传统产业历经沧桑，

转型升级迎来新昌。

想当年，

义望人民志气长，

敢为人先新路蹚。

化工禁区我来闯，

西方不亮东方亮。

乔凌星，

自学成才攻难关，

堪称专家和栋梁；

路宝玉，

响应政策创红星，

硝盐行业响当当。

一口大锅奔富路，

走出山门慨而慷。

昂首迈入新时代，

一代更比一代强。

潮起潮涌风雷激荡，

改革奋进步履铿锵。

硝基企业星罗棋布，

薪火相传点燃希望。

曹立华，

变废为宝循环经济把方向，

蔺双全，

点石成金匠心独运成本降，

华鑫肥业产业链延长，

金兰化工新技术共享，

红星七星德瑞星，熠熠生辉；

东锦沃锦媲润锦，锦似霓裳。

三十二条小龙驰骋市场，

五千产业工人今朝点将。

出口产量双冠王，

享誉世界美名扬。

三分天下有其二，

你说咱钙都 city不 city？

新质生产力如大风滂滂，

高质量发展似春雷震响。

团结拼搏兮，昨日负重赶超；

自加压力兮，

今日勇于争先！

四创战略，实干兴邦，

四张名片，张张擦亮。

落实三中全会精神，

我们奋楫担当！

打响中国钙都品牌，

交城再创新煌！

蝉声几时有
（外一首）

□ 吕世豪

中国钙都赞
□ 吕继峰

布衣风云
——晋剧舞台上的清官传奇与艺术交响

□ 闫卫星

“粥”以慰风尘
□ 雷国裕

李够梅李够梅 摄摄

换车
□ 贾志刚

跨越时空的浪漫文化英雄情怀
——读陈伟军《阿布尔的孙悟空》有感

□ 张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