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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成龙，这位被誉为“天下廉吏第一”的

清代廉吏是历史星河中熠熠生辉的人物，上

海京剧院以匠心独运的艺术视角，将他的生

平事迹与高尚官德，巧妙地融入新编历史京

剧《于成龙》之中，让我们在酒香与戏韵的交

织中，领略到了这位历史人物的独特魅力与

深远影响。

《廉吏于成龙》不仅仅是一部历史剧，更

是一部以酒为媒，寓情于景的艺术佳作。在

剧中，酒作为一种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元素，

不仅真实再现了古人生活的细节，更成为了

于成龙内心世界的外化表达。无论是借酒消

愁，排解官场中的压力与苦闷，还是举杯邀

月，抒发对正义的坚守与对人民的深情厚谊，

于成龙与酒的关系都显得尤为紧密。这种将

历史人物的情感世界与日常生活习俗相融合

的手法，不仅拉近了观众与角色之间的距离，

也让历史人物形象更加立体、生动。尚长荣

先生以其精湛的演技，完美诠释了于成龙这

一角色。他在舞台上的每一次举杯、每一次

醉态，都充满了深情与厚意，仿佛将观众带入

了那个遥远而又真实的年代。观众通过这些

细腻的表演，仿佛能够穿越时空，与于成龙一

同品味那酒中的酸甜苦辣，感受他内心的波

澜壮阔。

在剧中，于成龙所展现出的坚定与勇敢、

智慧与仁慈，无疑是对那个时代社会风气的

一种有力批判与深刻反思。他面对腐败与不

公时，所展现出的坚定立场和果断行动，让观

众看到了一个真正为民请命的清官形象。于

成龙的唱腔，无疑是该剧的一大亮点。他在

剧中吟唱的“人生路多坎坷祸福不定，有苦涩

有酸楚也有欢欣。脚踏着厚实的泥土，心平

如镜，牵念着善良的赤子，怀揣真情……”不

仅表达了他对于人生的深刻感悟，更体现了

他作为一名清官所秉持的清廉与正直。这些

品质，不仅是他个人魅力的体现，更是对那个

时代社会风气的一种积极回应与批判。

《于成龙》一剧最吸引观众的，就是重审

通海案这一情节。这一情节不仅展现了于成

龙作为清官的正义与担当，也揭示了当时社

会的黑暗与不公。在福建任职期间，于成龙

发现前任官员草菅人命，造成了大量的冤假

错案，其中“通海通贼”案尤为严重。为了平

反冤狱，于成龙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然地展

开了调查与复审。但重审必须得到代天子巡

守东南的康亲王同意，这时的酒——这一古

老而富有象征意义的元素，不仅成为了于成

龙情感世界的镜像，更是他与外界环境互动、

展现其人格魅力的独特舞台。尚长荣先生以

其精湛的演技，将酒与剧情、人物性格紧密相

连，尤其是在与康亲王的斗酒的情节中，酒的

作用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剧中，一场与康亲

王 的 斗 酒 戏 ，无 疑 是 情 感 与 智 慧 交 锋 的 高

潮。康亲王，身为皇族贵胄，自然不乏奢华之

气，而于成龙，则以清廉自守著称。两者之间

的斗酒，表面上看似是一场简单的饮酒比赛，

实则暗藏机锋，是两种不同价值观与生活态

度的碰撞。尚长荣先生巧妙地把握了这一

点，通过于成龙的从容不迫与康亲王的略显

张扬，展现了两人性格的鲜明对比。在斗酒

过程中，于成龙不仅展现了他的酒量，更以他

的智慧与幽默，让康亲王在欢笑中感受到了

他的非凡魅力与高尚品德。斗酒之后，剧情

并未因此平息，反而引出了更加引人入胜的

情节。康亲王出于好奇或是对于成龙的敬

佩，决定造访其府衙。而当康亲王踏入于成

龙简陋的居所，面对颠覆他想象的清贫景象

时，那份震撼与敬佩之情更是溢于言表。康

亲王的那段唱腔：“眼前景象非料想，空空荡

荡一间房，一桌二椅一张榻，冠戴一套靴一

双，一条薄絮叠床上，墙角一口大水缸，缸内

无米又无肉，咸菜萝卜还有那清清的盐水汤，

两 袖 清 风 朝 天 去 ，这 就 是 于 成 龙 全 部 家 当

……”不仅唱出了对于成龙清廉品质的赞颂，

也唱出了观众心中的感动与共鸣。

在当今社会，虽然我们已经远离了那个

封建专制的时代，但于成龙所展现的正义与

担当精神，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我们

应该学习于成龙那种不畏强权、勇于担当的

精神品质，愿这部佳作能够继续传承与发扬

下去，让更多的人在欣赏戏曲艺术的同时，也

能从中汲取到前行的力量与智慧的光芒。

最 近 一 次 去 德 孝 文 化 园

时，正赶上李景耀戴着个眼罩

在电焊，其实泥瓦匠、焊工、水

暖 工 、放 羊 娃 都 能 和 他 沾 上

边，但这几年“文化人”才应该

是赋予他更贴切的标签。

从 2018 年春成立德孝文

化园后，李景耀就没闲过，他

逐步打造各个展厅，年年增加

新的展厅，每次去总给人一种

耳目一新的感觉。尤其是在

2024年，德孝文化园内的活动

规模不仅扩大，内容也有了进

一步的提升。

在 2024 年 的 清 明 节 期

间 ，李 景 耀 用 三 天 的 时 间 在

山西孝义德孝文化园内启动

了以“传承德孝文化、助力乡

村 振 兴 ”为 主 题 的 首 庙 德 孝

文 化 节 ，想 想 在 一 个 村 里 自

发 举 行 上 千 人 规 模 的 活 动 ，

一开始还真是为他捏了一把

汗 。 但 无 论 是“ 乡 贤 郑 兴 祭

祀 大 典 ”“ 红 色 英 烈 公 祭 活

动”“大孝堡李氏祭祖大典及

长街宴”还是“李氏宗亲筹备

座 谈 会 ”及“ 德 孝 文 化 座 谈 ”

“民俗文艺表演”“农家大锅菜

体验”等一项一项都进行得有

条 不 紊 ，尤 其 是 当 一 溜 崭 新

的 桌 子 一 字 型 沿 长 街 排 开 ，

热 气 腾 腾 的 馒 头 ，家 常 菜 依

次 上 桌 时 ，我 们 看 到 了 别 具

规模，别出心裁的“长街宴”，

这次长街宴吃得人人舒服熨

帖，个个啧啧称赞！

《振兴之路》文集也可视

为李景耀为这次首届德孝文

化节准备的一份大礼。他在

众多族人朋友的支持下，收集

了二百四十余篇文章，主编了

这本近四十万字的集子，充分

展示了李氏族人在三十年中

探索乡村振兴路径上的经历与精彩。

说到乡村振兴，在 6月份纪念马烽诞辰 102周年之际，由

李景耀倡议，市文联主办，文鸣会承办，市文学爱好者参与，在

德孝文化园内召开了“乡村振兴问马烽，马烽乡村文学座谈

会”，与会者一起畅谈山药蛋派文学的时代特性与乡村振兴的

关联性，想围绕本次活动创作一批有影响的文学作品，以此助

力乡村振兴。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里，他还着力打造了德孝文化街，

那天一走进去，头顶风车旋转，两边 120块双面“孝河义水文

脉绵长”文化系列展板依序排列，给人一种极富内涵又不失灵

动的感觉。看吧，“表里山河文化”“汾河文化”“文峪河文化”

“虢义河文化”“传统村落六壁文化”“孝河文化”“兑镇河文化”

“曹溪河文化”“红色文化”“孝义文化”还有 12项非遗，七大展

会，相信每个来到这里的人看过后对孝义系列文化都会有一

个大致的了解。

李氏家族 30年坚持兴学育人表彰活动，每年给三四十个

优秀学子奖励学习用品。李景耀在今年德孝文化园举办的表

彰活动中，除激励优秀学子外，还和学生们畅谈学习，解析德

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不仅增添了孩子们的学习动力，也让

他们有了新的认知。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李景耀的坚持带动下，大孝堡德孝

文化园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在 2024 年的假期成功

地被纳入孝义精品线路游一一崇孝尚义亲子研学游中的一

站。那天我去时正赶上暑期最后一天研学游，只见孩子们

参观郑兴故里的展馆，诵读《弟子规》《孝经》，然后亲子共同

制作拓画，如此不仅在互动中培养了孩子的孝心与感恩之

情，而且在创意与孝心的交织中给孩子们留下愉快而难忘

的一课。

在布文化展板和接待研学游的同时，李景耀还着手拟了

“孝义金秋月策划案”，以“三贤设教传文脉，教师佳节话人生”

为主题的教师节、以“嫦娥登月论强大，吴刚捧酒话团圆”为主

题的中秋节、以“花馍面塑展风采，人生礼仪治和谐”为主题的

丰收节、以“国庆长假游美景，红色文化话传承”为主题的国庆

节、以“九九重阳来聚会，德孝文化话家风”为主题的重阳节。

他谓之“五节连珠金秋月”。策划的目的旨在把大孝堡的文旅

发展和古城建设同步进行。

临近中秋节，园内新砌了大的炉火灶，专为月饼制作而

设，他趣称为“逢烤必中”。因启动“金秋月”活动规模不小，历

时不短，有一定的难度，需逐步实施。我戏问他：“咱所有的主

题还搞不？”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自己搞，全部搞”。他这么

说，作为朋友的我丝毫不觉意外，李景耀能说会写又能干，更

重要的是有一种可贵的坚持精神，一副拼命三郎的模样。从

文鸣会自媒体的不间断进行就很能说明这一点，他不停地发

布短视频，不停地做直播，尤其是 2024年对德孝文化园起到

了一定的宣传作用。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德孝文化园，走

进了德孝文化园。

其实李景耀还是一个爱心兼热心人士，除了提升德孝文

化园，他也一直关注孝义的文旅发展。他和文旅局的同志们

一起参观孝义景点后，抽空写了“关于孝河湿地公园，胜溪湖

公园植入孝义文化策划书”，不管最后能不能被采纳，他从不

问结果，不管干啥都抱有一种积极和乐观的心态。近日又得

悉李景耀被推荐为省三晋文化研究会会员，真是由衷为他高

兴。

活动不歇，努力不止。德孝文化园正在李景耀的能力范

围内，族人朋友的友情支持下不断提升，相信未来随着影响力

的不断扩大，将会吸引各方社会力量参与进来，热衷并支持做

一些文化活动，为助力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德孝文化园的炉火已经点起来了，祝福它蒸蒸日上。

七律·秋韵

人言仙桂月中生，碧岭寻芳迷老翁。

十里花魂飘馥郁，一时雅兴荡诗情。

览英觅翠涤心性，汲水烹茗沁悟灵。

有此人间清秀境，又何托梦广寒宫。

七律·秋误

秋来枫叶映彤云，紫雾朦胧漫锦林。

辉映明霞丹溢俏，秀融青岭碧销魂。

露珠凝润千花绽，绵雨氤氲万树欣。

错把菊兰当李杏，景和疑似又阳春。

七律·秋醉

方塘广鉴绽红莲，夜送芬芳袭吾馋。

朗月辉辉投影泛，金风阵阵绕更阑。

天蓝水绿粼粼荡，叶碧荷娇曳曳欢。

载酒划舟宵美梦，鲜衣露霁醉沉眠。

七律·秋别

一扫萧条残景愁，送伊吟咏展喉讴。

青荷结藕莲蓬曳，红柿盈枝累果稠。

巧绘云霞播桂雨，精描田野涌金流。

秋翁大度功劳著，别尔真情叩献酬。

浓浓乡愁滋养出深厚的家国情怀

是空间的远方，是时间的过去

带着地方乡土风味的人间烟火

捍卫原乡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坚守

故园槐花的芬芳拾起恋乡情结

坍塌的古宅前老树依然结满红枣

屋墙上泛黄的老照片写着不舍

庙宇阁楼耸立着乡村建筑的瑰宝

耕读家风行善积德代代沿袭

成就信仰天地和谐共生的理念

以血脉传承良好家教的基石

祖先质朴的烙印在宗族内渗透

柏叶楼前的唐坛垒起的塔塔火

孩童们烤着祛病避邪的白馍

闹票儿的自乐班说一段莲花落

谈古论今的秧歌唤醒锣鼓伴奏

村口老槐树筑起的村庄魂魄

酿成了一坛尘封多年的老酒

那是乡民赖以生存的精神依托

就在这魂牵梦绕的故乡守候

大同印象

也许抛石捕猎的许家窑人不会知道

纵横驰骋的峙峪人也无法想象

那桑干河流域星罗棋布的村庄

渔猎耕种早已融溶进了华夏文明

胡服骑射设三郡垒长城梦启平城

白登之围让匈汉走向和亲

千年汉迹随北雁墨客探幽揽胜

东胜店里传出昭君的琵琶琴声

山堂水殿烟寺相望的佛国盛景

多文化融合谱写了丝路的辉煌

古朴浑厚的魏碑表现了盛世景象

西京大华严寺更加显得富丽堂皇

飘逸的九龙将岁月倒海翻江

翠屏峰在恒山金龙峡悬空仰望

阴山南麓巍巍绵亘的蜿蜒长城

万里茶道的驼铃摇醒了古镇晋商

平型关耸立起一座红色的城市

大泉山改变了贫瘠的模样

中国煤都挺起了古城的脊梁

九边重镇成就了天下大同的形象

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现代时尚

掩盖不住人欢佛笑穿越时空浑然天成

城墙的古韵诉说着千年沧桑

而今你已经成了塞北的璀璨明星

月

阴晴，圆缺。

素影娇，清晖冽。

宝鉴常煜，圆光不竭。

万古墨人书，千秋云水谒。

天涯此刻同赏，好运随风共撷。

举杯邀友对长空，提笔寄情惊桂阙。

李
景
耀
和
德
孝
文
化
园

□
冯
利
花

酒香里的清风明月
——浅析历史京剧《于成龙》的艺术魅力

□ 闫卫星

乡村印象
（外一首）

□ 梁大智

一七令·月
□ 韩鹏飞

秋天的歌
□ 梁镇川

世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在浓浓的真

情中最令人刻骨的还是那血浓于水的亲情。

亲情是一股涓涓的细流，给心田带来甜

甜的滋润；亲情是一缕柔柔的阳光，让冰冻

的心灵无声溶化；亲情是一个静静的港湾，

让远航的疲惫烟消云散……正是这血浓于

水的亲情，陪伴着我们走过每一个难忘的日

子，让我们茁壮成长，谱写着多彩的人生。

我们兄弟姊妹五个，我排行老小，有两

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可以说有衣有靠。在父

母的熏陶和影响下，我们兄弟姊妹继承了他

们的光荣传统，勤俭持家，尊老爱幼，团结友

爱，和睦邻里。

我和大哥、二哥、二姐四家都生活在方

山这个小县城，唯独大姐远嫁介休，所以我

们兄弟姊妹每年正月都要去介休看望姐姐、

姐夫，当然今年也不例外。

2024 年农历正月初六一大早，我和二

姐、二姐夫、二哥从方山县城出发，去介休看

望 80岁的大姐和 84岁的大姐夫。

经过 2个多小时的行程来到大姐家的住

处，一进家门，只见茶几上摆满了水果和干

果，大姐和大姐夫连忙招呼着让我们坐在了

沙发上，还不时递给我们水果和干果吃。顿

时，笑语欢声伴随着咀嚼声，仿佛置身于一

幅生动的画卷之中，品尝着幸福的味道。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大姐从冰箱里拿出

了一个包装精美的月饼，打开包装后，用水

果刀小心翼翼地分成了四瓣，一一递到我们

手里，并迫不及待地催促让我们品尝品尝。

我含下一口月饼，它缓缓融化，舌尖上跳跃

的是那柔和的嘶嘶声，宛如丝绸滑过肌肤的

顺滑之音，让人沉醉于这独特的味觉盛宴。

在聊天中知道大姐清明节前打算回一

趟方山，一来给父母上坟；二来自己年事已

高，想多住些日子，访访亲戚朋友，见见同学

同事。

“一百五”的前一天，大姐履行承诺，从

介休搭车来到离石。下午 5 时左右，我在滨

河东路接上了她，因天空突然下起了小雨，

我便小心翼翼地驾驶着车辆，慢慢地行驶在

返程的路上。

一路上，大姐回忆着过往家事。顷刻

间，我的思绪如同一辆疾驰的列车，穿越时

空的隧道，回到了那个朦朦胧胧和记忆犹新

的曾经。

3岁那年，父亲拉着我的小手，依依不舍

地和母亲、哥哥、姐姐说：“侯小不会活成人

的。”说完这句话后，“狠心”的父亲便撇下母

亲、哥哥、姐姐和我撒手而去。

之后，坚强的母亲独自一人带领着我们

兄弟姊妹勇敢前行，我们都从贫寒的农家子

弟走上工作岗位，且有了幸福的小家庭。而

今，进入知天命的我也有着贤惠的妻子、懂

事的女儿和听话的儿子。

我的童年时光是幸运的，那时候大姐已

远嫁介休，汾阳师范毕业后本可分配回介

休，但为了帮助母亲抚养家庭，毅然回到故

乡的班庄学校任教，并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

起，所以大姐夫每年两次探亲假带来的红

枣、核桃、花生、柿饼、糖果等好吃的都会有

我很大的份儿，这些东西对农村人来说就算

是现在也只有逢年过节才会买的东西，我在

小时候就享用了，所以说是奢侈品也不为

过。当然在离石上班的大哥只要回家，总会

给我带点好吃的。就连在方山一中上学的

二姐和二哥每周省下的一个馒头也是必有

的。童年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件事，常常把我

带入美好的回忆里。它就像一条船，装满了

糖果，装满了玩具，装满了欢笑，也装满了快

乐，童年像一个五彩斑斓的梦，使人留恋，使

人向往。

说起少年时代，惦记我的家人就更多

了。一般地，逢年过节的衣服大部分由大姐

负责，要么购买成品，要么购买布匹由大姐

亲自加工。当然，其他哥哥、姐姐在平日里，

也会时不时给我添些衣服和学习用品。记

得有一次过“六一”儿童节，在峪口教书的二

哥捎话回来说给我买下了“海军服”的半袖，

过“六一”时一定送回，结果二哥送回来时学

校的“六一”儿童节仪式已经举行完毕，害得

我哭了鼻子，当时候对二哥还真有点理解。

我跟二哥说：“这么重要的事，怎么就给我误

下了。”现在想起感觉有点不好意思。事实

上，世上好多东西能用钱购买，唯独不能买

到的是亲情。她充满温情和依赖，可以伴随

我们走过一辈子，温暖人生的所有时光！

进入青年时期，上高中的我先是住在二

姐的办公室，后来为了方便，直接搬在二姐

居 住 ，二 姐 夫 任 劳 任 怨 挑 好 的 给 我 做 的

吃。欣喜的是大哥因承建工程积累了一些

资金，便和母亲、大姐、二姐、二哥商议，在

村里给我修了两孔砖窑洞，这当然离不开

大嫂的鼎力支持。 1988 年我高中毕业后，

招工来到大哥所在的企业——方山县第一

建筑工程公司工作。当时候，大哥是公司

一队的队长，大哥安排我负责队里的来人

接待和财务等工作，所以那时候的我嘴头

子 算 不 错 的 ，说 个 花 天 酒 地 恰 当 不 过 了 。

这期间除自己购买一些平常穿的衣服外，

哥哥嫂嫂、姐姐姐夫也不时会给自己添置

些当时候时髦的衣服。那个年代的制服特

别有范，尽管二姐是偏开口的检察服，自己

也还是穿了一身。记得有一次和妻子去太

原出门，因为误了班车的时间点，凭着这身

制服还搭了个顺车。

特别记忆犹新的是，1990年春天去大姐

家做客，大姐不仅给我置办了一件当地时髦

的花袄，还让我外甥带着我烫了个卷发。那

时候因为在工程公司上班，所以偶尔也去工

地上干活，每去一趟卷发里都是满满的尘

土；尽管清理特别麻烦，但仍然不舍得把卷

发剪掉，直到卷发没有了造型，才依依不舍

地把它还原了我原有的发型。

1993年结婚时，大姐和大姐夫还特意给

我准备了绸子被面等结婚用品，大哥、二哥

和二姐家也都是出钱又出力。之后，哥哥姐

姐们对我家更是百般照应。大姐家依旧会

给我们一家添置一些新衣服和购买方山没

有的一些食物；大哥承揽的工程上也有了我

的份儿；二姐家为了让我们夫妻好好工作，

儿女小时候基本由他们照顾，女儿上幼儿园

和小学后，二姐夫则负责起女儿放学的接送

和后勤保障工作；二哥一家人对我一家人的

成长给予了更多的帮助，尤其是我进入新闻

办以后，二哥对我的付出就更多了，当然，家

里人的头疼脑热，总是离不了在医院上班的

二嫂跑前跑后。

这些只是哥哥姐姐们给我们一家人的

只言片语。时下的我，有人称呼肖老师、有

人称呼肖主任还有人称呼肖书记，不管称呼

什么，我感觉都很惬意。我们一家能有今天

的结果，源于父亲和母亲对我们的教育，也

源于哥哥姐姐对我们的帮助，更源于我们有

一个团结互助的家风。

亲情
□ 肖继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