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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到贾家庄，我都要到村中心的“马烽
纪念馆”里，走一走，看一看，去拜谒我的老
乡、我的人生导师马烽先生。

马烽是我们孝义人。汾阳王大庄是他的
外祖父家。七岁时，父亲去世，家道破落，他
和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只好随母亲从孝义居
义村来到汾阳大王庄生活。十六岁读完高小
后，他从孝义参加了革命。1952年，马烽从北
京回到山西，到汾阳县挂职县委副书记，在贾
家庄长期蹲点生活，和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
动，创作出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孙老大单
干》《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自古道》

《韩梅梅》《我的第一个上级》《老社员》《停止
办公》《大阳刚刚出山》等优秀作品，上世纪 80
年代，他创作的小说《野庄见闻录》，与孙谦创
作的电影“农村三部曲”《咱们的退伍兵》《山
村锣鼓》《黄土坡的婆姨们》，也和贾家庄有密
切的关系。因此，他与这里的村民们结下了
很深的整整半个世纪的情缘。2004 年 2 月，
82岁的马烽先生因病不幸在太原去世，贾家
庄人十分悲痛。邢利民第一时间赶到太原，
向这位与贾家庄气息相投、命运与共的老朋
友挥泪告别，并代表贾家庄全体村民郑重承
诺，等到有一天，一定要把马老请回贾家庄，
让他和他的精神世世代代和贾家庄人在一
起。一年后，“马烽纪念馆”在贾家庄建成开
放。那座马老曾经住过的院子被布置成展
室、放映厅等，陈列了马老大量的生前照片、
手稿、书籍、物品等等，院子中间安放了特意
请美术家创作的马烽雕塑铜像。坐在藤椅上
皱眉凝思的马老，永远和贾家庄人在一起同
甘共苦，思索谋划未来。

2022 年 6 月 18 日，是马烽先生诞辰 100
周年的日子，贾家庄人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
纪念活动。我应邀参加了这个活动，第一次
在纪念馆北面正楼一层的窑洞里，瞻仰了马
老晚年从 1991 年至 2004 年撰写的春联的书
法展。展的这些春联，我陆陆续续从马老生
前晚年创作的散文中也看过，但经与马老一
起共过事的、原省文联常务副主席、书法家赵
望进整理并书写出来，按时间顺序全部展览
出来，却是那样的震撼人心。这十几幅春联，
都是马老生前自编、自写，在晚年十三年，每
年的春节在前门和后门展贴过的内容。形式
上虽然不很符合春联的联律，有的甚至就是
顺口溜、打油诗，但是，它自由随意，主题鲜
明，内容丰富，实事求是，豁达幽默，记实事，
抒真情，励自志，充分表现出了马老一生乐观

向上的精神，反映出他老人家晚年的人生轨
迹和人生态度。因此也是马老留给我们后人
的一部最宝贵的人生教材。

1989年 12月，67岁的马烽先生被中央一
纸 调 令 ，调 到 中 国 作 家 协 会 任 党 组 书 记 。
1952年马烽为了深入生活，创作农村恍，从中
国作家协会青年部副部长职位离开北京，回
到山西。33年后，这是“二返长安”，到中国作
协任职。只不过，这一次是去任中国作协的

“第一把手”。但是，他没有要住房，没有要办
公室，就住在中国作协招待的，也就是鲁迅文
学院前身所在地的两间房子里，自己搭个小
煤气灶，妻子段杏绵给他做饭兼照顾他。就
这样，勤勤恳恳，一干就是五年，从 1989年 12
月到 1994 手 10 月，马老和夫人又是“京华五
载”，这其间得到了什么呢？中国作协的干部
职工普遍评价是“五个一”：没捞一分钱，没要
一间房，没长一级级别，没提出一个错误口
号，没整过一个人。倒是工作下了一身的
病。卸职回到山西后，又把已经创作的长篇
小说《龙村纪事》修改完正式出版，又写了一
个中篇小说《袁九斤的故事》，再就是抱病帮
助作家张石山和他女儿梦妮共同改编创作的
长篇电视连续剧《吕梁英雄传》出主意、拉大
纲。马老曾在晚年的口述实录的最后说，“这
辈子的写作生涯也就这样了。我爷爷共有 8
个儿子，3个女儿；我父亲有 3个儿子，4个女
儿；我大哥 1 个儿子；我 3 个儿子，1 个女儿。
这辈子也没有任何要求了。我利用过大年全
家团圆的机会，与妻子儿女们签下了一份协
议书，商定我死后将遗体捐献给人民的医学
研究事业。”（《栎树年轮：马烽自传·口述实
录·宙之诠释》，周宗奇编著，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4年 10月版，第 530页）可见马烽先生晚年
对病离生死是很能看得开的，其乐观坦荡、幽
默豁达的心态是与众不同的。

当然，这种人生的心态和人生的态度，自
然要反映到马老那些年所写的春联上的。
1991年腊月三十，马老从北京回山西过年，只
见家已从旧平房搬到新二楼。此时，传说太
原可能闹地震，左邻右舍都在议论，新楼旧房
哪里最安全，并且各执一端，争论不休。马老
当晚编了春联：“不管新楼旧房牢固就好，无
论炎夏寒冬无病即佳。”自己写好后，除夕时
展贴于自家门口。1992年的春联，他自编自
写道：“京华虽好还是回家来最好，山珍海味
不如家乡饭对味。”1993年春节前夕，马老从
北京回到太原过年，只见楼前那拆了的旧房

还是老样子，破砖瓦块，遍地都是，于是随手
写了这副春联：“面对残垣断壁何时是了，他
年高楼耸立天日全无。”1994年是农历狗年，
马老 72岁了，感慨万千，写了此联贴于门上，

“过了七个狗年老当益壮不可能，奋斗半个世
纪继续革命没问题”，依旧乐观向上的态度跃
然纸上。1995年的春联写道：“年老体弱心有
余而力不足，因陋就简热无多且发荧光。”终
于卸职告老还乡了，大感一身轻松，高兴之
余，1996年的春联，前门是：“调进京调出京服
从分配，未开花未结果叶落归根”，横批是“回
来就好”。1997 年，前门是：“冬离大地树先
醒，春到人间花待开。”横批是“院小绿浓”。
后门的对联是：“闯过七六七六岁，迎接二零
零二年。”横批是“突破八十”。其“7676”之
意，是说他的两位老战友李束为和孙谦都是
活了 76 岁，而他的理想是要活到 80，而 2002
年，他就整整 80岁了。其洋洋得意的样子和
充满希望的决心，扑面而来。

马老家前门的院子很小，路很窄。他家
的后院比较宽敞。所以，他家的人和客人出
出进进，都主要是走后门的。因而，马老自然
而然也就将前门作了后门，又将后门作了前
门。后来，每年贴春联时，马老也是把他编写
的主要春联贴在后门上。人们看马老家的春
联也主要是看后门上的春联。

1998年，后门的春联是：“五官磨损勉强
可司职，四肢老化凑合能运行。”横批是“将就
生活”。是说这一年他虽已办了离休手续，但
还是山西省文联主席，有时还要参加一些社
会活动，等待召开“文代会”后彻底卸职。马
老把这些大众化、通俗化的词句写进春联，让
人耳目一新，增添了几分幽默之感。前门的
春联是：“右竖高烟囱权当擎天柱，左悬灯招
牌疑是夜彩虹。”横批是“自我安慰”。是写马
烽、西戎、孙谦、王玉堂（笔名甘夫）等四位老
作家共住的一排小楼，南边不足 30 米，就是
一座 10 层高楼，距马老家前门 10 多米处，就

是两根黑乎乎、直挺挺的大烟囱刺破天空，而
夜晚闪闪发光的“南华门宾馆”霓虹灯招牌，
又晃得他老人家睡不安宁，但老人在乱中取
安，闹中取静，乐观开朗之态度由此可见。

1999 年春节，马老家前门后门的两副对
联一长一短。前门是：“对面楼高阳光少，门
前院窄花草多。”横批是“以多补少”。自作多
情，安慰自己，春风不嫌庭院窄，雨露偏爱花
草疏。后门的长联是：“闯过七十六周岁超过
孙李已成定局，迈向九十一高龄寿比王老无
此可能。”横批是“顺其自然”。超过老战友李
束为、孙谦，已是 77 岁的老人，值得高兴，但
比起 91 岁高龄的老战友王玉堂，恐怕是“无
此可能”，但也要“顺其自然”，为之努力争取。

2000年春节，马老家后门的春联是：“大
气污染无能为力，小屋冷暖自我调节。”横批
是“有苦有甜”。他对前门那两个高高的烟囱
冒出的滚滚黑烟感到无可奈何，好在屋里的
冷暖自己可以调节。马老有肺气病，受不得
冷气，每年秋末受冷气袭击，就喘不上气来
了，所以，不等到单位供暖在，他自己就先用
电暖气增加室温了。前门的春联是：“跨越两
世纪可谓高寿，步入新世纪从一算起。”横批
是“大小由之”。迈入新世纪的信心与乐观由
此可见一斑。

2001年春节，马老家后门上的春联写道，
“年老多病日常生活尚能自理本人福，自我保
健少给家属增添烦恼阖家安。”横批是“这就
不赖”。前门上的春联是：“欢庆新春步入廿
一世纪，再过一年凑足八十高龄。”横批是“人
寿年丰”。风趣之中见幽默，快乐之中充满了
奇望。

2002年，马老后门上的春联写着，“福如
彩云岁月似梭酸甜苦辣皆有趣，寿比南山病
榻苦伴晚辈孝敬情更浓。”横批是“品味人
生”。2003年，后门的春联是：“打倒流感病毒
人人拥护，呼吸新鲜空气个个欢迎。”横批为

“就是难办到”。，那一年是全民抗击“非典”之
年，马老编的春联留下了真实的记录。前门
的春联则是：“安居并州城畅饮黄河水，活在
严冬里可餐夏季菜。”横批是“还要怎活”。

2003年后半年，马老的病情就不断加重，
说话非常困难。9月 4日，因急性右心衰导致
病危住进了 CCU8号病房。后来稍微好一些
了，头脑依然很清楚。我参加了 12月下旬召
开的山西省第六次文代会，听到了大会代读
的马老给与会作家的公开信，眼睛为之一亮，
心想他老人家的病情也许好点了。到了 2004
年春节，马老让妻子段杏绵帮他编写春联。
段师母以他老人家的口气编写了这样一副春
联：“往年春联自编写，今冬病榻苦度日。”横
批为“企盼春暖”。这一副老夫老妻合作的对
联，透出了一份说不出的痛心与无奈。马老
很满意，请人写出贴在院子的后门上，发出了

“企盼春暖”的对生命的热切呼唤。谁知过了
大年不久，也就是 2004 年 1 月 31 日，这位人
民作家便与世长辞，享年 82岁。这副春联也
就成为了老人家最后的生命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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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烽晚年的自撰春联马烽晚年的自撰春联
□□ 马明高马明高

“三不愁来两保障，庄户人把票票挣，要
甚有甚不缺甚，国泰民安人心顺！”幕天席地
里，高亢嘹亮的秧歌声响彻云霄，引来四周群
众一片喝彩。

9 月的下午，临县枣圪达乡义居寺景区
内，一场别开生面的乡村文化展演正在进行，
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临县伞头秧歌的登场，

推动演出进入高潮。
“大家小家有余钱，如今很比以前强，穿

新衣来盖新房，乡村好比赛天堂！”伞头秧歌
手字正腔圆的表演，再次激起了一阵欢呼和
尖叫。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临县文旅
局局长刘卫平这样解释临县伞头秧歌，“泥土

味是临县伞头秧歌最大的特点，在临县当地
是人人喜欢，人人会唱！”

临县伞头秧歌，俗称闹秧歌、闹会子，集
音乐（打击乐、吹奏乐、丝弦乐)舞蹈、武术、戏
曲、民歌、小演唱等融于一体，是临县广泛流
传的群众性文娱活动形式。溯其源，始于祈
禳，是传统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宗教文化
相互交融的产物。

据考证，临县伞头秧歌起源于东汉，萌发
于“五胡十六国”时期，有型于宋时，兴盛于清
代，繁荣于当代。临县伞头秧歌由“扭秧歌”
和“唱秧歌”有机结合而成，其显著特点是“扭
时不唱，唱时不扭，扭唱结合，交替进行”。而

“扭秧歌”的看点是“掏场子”“小会子”的表
演。“唱秧歌”的亮点则是“就地取材、即兴演
唱”。多少年来，在“扭秧歌”的表演方面，以
县文化馆为主体的文艺队伍如接力赛跑，一
茬接一茬地搜集整理传统节目、编创应时节
节目，走下去实地辅导，使得伞头秧歌在传承
方面，代代相传，与时俱进，用口头文学影响
着一代又一代的临县人。

“秧歌是一种综合性的民间歌舞形式。
临县秧歌因其与众不同、特色鲜明、独树一帜
而自成体系。”临县文化馆馆长张林峰介绍
说，“目前，临县伞头秧歌已成为临县人民文

化生活的重要形式和载体之一，全县城乡上
下，一年四季，到处都有各种各样的秧歌表
演，形成了男女老少，干部群众全民参与的盛
大局面。”

2008 年，临县伞头秧歌成功入选第二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文
联命名临县为“中国伞头秧歌之乡”。乡村振
兴新时代，这种高度普及，群众自发的文艺活
动，对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倡导社会文明新
风，凝聚党心民心，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临县伞头秧歌
□ 文/图 梁瑜 刘沛林

临县伞头秧歌表演的壮观场面临县伞头秧歌表演的壮观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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