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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无止境

1936年 8月 6日，陈少禄出生，家人为他起

了个小名“勋”。由于爷爷很早就从宝丰县张八

桥镇山屯村来到汝州做生意，家中生活还算殷

实，少禄得以上小学、初中，最后完成了自己的

高中学业。1958年 3月，河南省临汝县（现汝州

市）曲剧团刚成立没多久，需要招募人才，酷爱

绘画艺术的陈少禄经过考试正式成为一名舞台

美术设计工作者。他当时 22岁，风华正茂，决心

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曲剧和书画艺术。当时，县

曲剧团只有唱腔和舞台，还没有布景，更没有灯

光和色彩。陈少禄到任后，把绘画艺术、布景灯

光和演员演出相结合，相得益彰。

他爱曲剧事业，工作起来废寝忘食。有一

次，曲剧团在郏县演出，幕布一拉开，布景上的

西瓜画得跟真的一样，一下子抓住了观众，台下

当即报以一片热烈掌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

他设计演出的《曲大老送寿》《山村疑案》等现代

戏，屡屡在原洛阳地区和河南省获奖。

2005年，汝州市河南曲剧艺术研究院在汝

州剧院组织演出曲剧《掩护》，布景上的天幕上

半个月亮悬挂空中，星星在闪烁发光。戏演完

后，观众说：看了一晚上的戏，剧情没记住，布景

上的星星、月亮画得真美。

陈少禄对艺术的追求，称得上精益求精。

他善于钻研、精于设计，剧团演出《潘杨讼》

时，他创造性地采用一景多用，金殿、柱子提

前制作，并用幻灯形式表现，又形象、又逼真；

他涉猎广泛，不但懂舞美设计，还懂得古建筑

彩绘艺术，很多寺院庙宇都有他留下的画印；

他酷爱学习，遇到好画家、好书法家，总要想

方设法向人家讨教。他在搞舞台美术设计中不

是照搬条条框框，而是结合剧情实际画出布

景，让人觉得更加活灵活现。太阳无声，却让

世界充满了光明；月亮无声，却牵动着梦的憧

憬。陈少禄虽然默默无闻，却为汝州的曲剧事

业辛勤地奉献着。

陈少禄不仅布景画得好，魏碑书法写得也

很棒。演出之余，他主动写戏报。写好后手上提

一个糨糊桶，再出去一张一张贴戏报。他写戏报

时善于动脑筋，1964 年汝州市曲剧团在洛阳演

出《山村疑案》时，冬天天气寒冷，他担心看戏的

人少，在写戏报时额外加上几个字，剧场内“暖

气开放、温暖如春”，上座率顿时提高了。剧团在

演出《风雪配》时，他写出的戏报除了利用字体

颜色变化，还在字的周围用白点点缀成风雪状，

可谓匠心独运。《聊斋志异》上说:“性痴，则其志

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这正是对

陈少禄的真实写照。

淡泊名利

陈少禄淡泊名利，从不追求个人功利。汝州

市举办首届河南曲剧艺术节之后，为了挖掘、

抢救曲剧文化遗产，留下曲剧老艺人的音容笑

貌，市档案局决定根据已故老艺人的家人回

忆，为老艺人画像。这是一个出力不讨好的苦

差事，档案局先后找了几个画家，都是给钱也

不愿意干，后来经人介绍找到了陈少禄，陈少

禄当即表示：“为了曲剧事业，我甘愿跑腿，不

收一分钱。”随后他和档案局的同志一块走东

乡串西乡，到已故的老艺人家里走访，根据其

家人提供的相貌特征，进行画像。一次他根据

老艺人郭成章家人提供的相貌特点，画出老先

生的画像后，他的孙子激动地说：“俺家还没

有哩！您在哪里弄得俺爷爷的像？”这足以说明

陈少禄的画技高超。

陈少禄善于培养新人。他一生有很多学生

和弟子，但他从不收分文学费，并且对有才华的

学生热心推荐到更广阔的舞台。现在河南省曲

剧团、北京的文艺团体里都有他推荐的学生。

陈少禄的弟子和万胜对笔者说，陈少禄是

一个好老师，教会他很多东西。陈少禄义务培训

少年儿童，在汝州书画界称得上德艺双馨。陈少

禄不追求名利，按实际书画水平，在平顶山地区

也屈指可数。

采访中，笔者曾到陈少禄的家中，想象着家

中必然是清新雅致，具有现代艺术气息。可谁料

想，他住的是一套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破旧楼房，

除了偏东的一间做画室外，客厅里一张旧床、旧

桌子、一个 14寸黑白电视机，生活非常简朴。

陈少禄一生廉洁奉公，他曾担任过汝州市

曲剧团的外联，出外联系演出时，不仅找最便

宜的旅馆住，而且吃饭也不讲究，有时一碗面

条了之，有时背着干粮吃点馍喝点开水就算一

顿饭。

广交好友

陈少禄一生广交朋友，乐于助人。2009 年，

汝州市举办中国首届曲剧艺术节，想让汝州籍

书画家鲁慕迅写一幅字，但很多人都不认识鲁

慕迅。最后听说陈少禄与鲁慕迅有深交，通过陈

少禄的介绍，鲁慕迅不仅当即为曲剧节写了字，

还多次回到故乡指导汝州的书画爱好者。而鲁

慕迅每次回到汝州参加的各项活动大都由陈少

禄陪同。

陈少禄搞外联，从不占人家的便宜，有时眼

看到了吃饭时间，人家真心实意留他吃顿饭，他

总是推辞，不愿给别人增添麻烦。

陈少禄社交广，认识人多，他联系郑州市文

联副主席张绍文，为汝州曲剧团进郑州演出搭

建平台。剧团的同志们都说，正是因为陈少禄，

好多戏才进了大城市演出。陈少禄为汝州曲剧

走向河南各地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他的人生像

是一场戏曲的旅行，把家乡戏带出了美丽的风

景。

好人陈少禄

和真诚的人打交道，没有纠结与烦恼；和善

良的人相处，只会更善良。陈少禄一生对人真诚

善良，平时不管是朋友和亲戚家中有红白事，他

都会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自带笔墨写喜联、写

挽联，忙前忙后，从来不提份子钱。凡是有人向

他求字、索画他也总是有求必应。

剧团经常到乡下演出，上世纪七十年代的

一个冬天，剧团在温泉镇连疙瘩村演出，别人都

住在百姓家，而他不顾冰雪连天睡在舞台上看

护设备。他为人和善，对人尊重，待人热情有礼

貌。但他这个大好人也有自己的原则，对的事

情，他会和你一起探讨；不对的事情，他从不同

流合污。他群居守口，独居守心，从不议论他人

是非，不吹嘘个人成绩，不讲违背良心的话，不

做违反原则的事。

有人说，一滴墨汁落在一杯清水里，这杯水

立即变色，不能喝了；一滴墨汁融在大海里，大

海依然是蔚蓝色的大海。为什么？因为两者的肚

量不一样。

汝州市曲剧团职工范兰英告诉笔者：“我刚

到曲剧团那会儿，陈老师总是对我说，闺女，咱

干剧团的，不要和任何人争高低，做好咱自己的

就行。说陈老师是大好人，我体会很深。记得有

年冬天，剧团在乡下演出，一位老同志晚上喝醉

了，睡到陈老师的床上，结果把陈老师的被褥弄

脏了。第二天，陈老师既没有埋怨也没有责怪

他，而是把被褥洗干净在火上烘烤。我看着心里

过意不去，就帮陈老师烘烤，我说：‘他弄脏了你

的床，连句道歉的话也不说，真气人！’而陈老师

却说：‘他喝醉了，怎能和他一般见识？’他就是

这样，既不怨天也不尤人，抱着一颗平常心。宽

容一词，人人会说，却个个难做；谦卑之理，人人

皆懂，却个个难为。宽容别人，就是肚量；谦卑自

己，就是分量。”

人生就是一场修炼。陈少禄的经历告诉我

们，一个人做个好人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个

好人。陈少禄病重住院治疗期间，专门叮嘱孩子

们：不允许告知亲友前来探望。如果自己走了，

也不要大动干戈，惊动太多的人，而要简简单

单，丧事一切从简。

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他去世几天

后，汝州市档案局的领导得知了消息，于 2019

年 5 月 24 日邀请原汝州市曲剧团的许多老艺

术家召开了“陈少禄从艺生涯研讨会”，追思、回

忆陈少禄的高尚品德和艺术人生，他那“戏比天

大，艺无止境”的追求永远留在了大家的心中。

研讨会上，汝州籍国家一级美术师教授刘

万林这样评价陈少禄：陈少禄是汝州市的功勋

艺术家，经过他的手，才把舞台布置得五光十

色、绚丽多彩，让人眼前一亮。加上剧团的精彩

演出，所以曲剧团才慢慢演变成了现代剧团。

陈少禄一生谦虚谨慎，从来没有把自己当

作一名艺术家，他把自己的艺术深深扎根在汝

州这片曲剧沃土之中，开花结果。他的人生是一

本厚重的书，通过阅读，让人学会了很多，明白

了很多。

愿陈少禄宝贵的精神财富永存人间！

陈少禄的艺术人生
文 /图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马少利

陈少禄何许人也？他是原汝州市曲剧团一位优秀的舞美设计工作者，今年 5月 17日，他带着一生的艺术追求，带着病痛的折磨，走完了 83个春秋，书写了让人怀念的履历，留给了人

们无限的哀思和悲痛。

有人说陈少禄是个把舞台布景当纸，把心当笔，刻苦钻研书画艺术的艺术家；有人说陈少禄是淡泊名利的大好人，一生乐于助人，别人的小事，在他心目中都是大事；更有人说陈少禄

一生艰苦朴素，脚踏实地，为汝州乃至河南的曲剧事业殚精竭虑奋斗了一辈子……他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精神财富，值得让人们去尊敬他、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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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禄（左）与鲁慕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