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间故事

相传明朝万历年间，洛阳才子雷英

杰漫游江南归来，途经汝州温泉，见神

水侧出，气象万千，即在仙庄旅馆住下。

时逢仙庄庙会，人山人海，盛况空前。雷

才子整装理冠，一派风光地来到会上闲

逛，忽见一位秀发淡妆的女子迎面走

来。近在咫尺，四目相对，两人都愣了。

萍水相逢，似曾相识。“众里寻他千百

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两人同有感触，其中有一奥妙缘故。

雷才子施礼道：“小生洛阳雷英

杰。”

那位年轻女子一听，忙还一礼道：

“久仰公子大名，小女子邓州颜品香。”

雷英杰道：“久闻芳名，温泉相识，

真乃三生有幸。若无不便，请到住处一

叙。”

颜品香侧身施礼道：“雷公子，请！”

颜品香随雷英杰来到温泉住所，店

家送上香茶。二人谈诗论文，情趣盎然，

不觉已到掌灯时分。店家安排颜品香在

女客房住下。次日，二人相约，到广成泽

畔的崆峒山大悲寺，进香览胜。

近午，雷颜二人来到大悲寺，只见

银杏参天，香客如流，好一个净土圣地。

雷英杰和颜品香携手进入大雄宝殿。上

香毕，一位银须方丈内出，施礼道：“阿

弥陀佛！施主慢行，老衲有话，且请后殿

一叙。”

雷英杰

和颜品香答

道 ：“ 谢 方

丈！”各抽一签。雷签上书：“天山瑶池两

童仙”；颜签上书：“千年相逢在温泉。”

二人并签茫然。方丈拿出一本线装古

卷，翻开内页，只见草图一幅，画的是天

山瑶池，一男一女两个仙童，挥泪惜别，

分两路穿云破雾地走下山去。附《天涯》

七绝诗一首。诗曰：

瑶池渺渺仙规严，下山之路各北南。

千载轮回重逢日，镜里桃花水中天。

原来雷英杰和颜品香的前身，是天

山瑶池的童仙。青春妙龄，人仙皆同。二

人因儿女情长，犯了仙条。王母盛怒，逐

二人分路下凡，投胎轮回，永无逢日。后

经众仙说情，王母开恩，二人隔世千年，

仙性泯灭，温泉相见，不成眷属，仅是水

天镜花的梦中情人。

数日后，二人惜别。品香南返邓州，

英杰北回洛阳。据说后来英杰因思念品

香成疾，在一个风雪冬月仙逝。临终写

有一首七绝诗《梦中人》。诗曰：

风雪冬月五更寒，书房简卧独自眠。

呼唤品香远不应，梦中情人瑶池仙。

来年，颜品香如约来到温泉，然而，

英杰已过世。老店主拿出英杰临终托人

转交的诗箴。品香手捧遗诗，悲痛欲绝，

只身孤影，来到广成泽畔，站在小山坡

上，望湖远眺，凭吊梦中情人。忽然一阵

狂风吹来，山树叶落，湖浪滔天，颜品香

化作一块“仙缘石”屹立于广成泽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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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生在河南曲剧故乡的缘故，自小

在“曲子窝”里滚爬，吮吸着曲剧文化的乳浆

成人，陶醉在曲剧沁心润肺的旋律中成长；沉

醉于曲剧经典曲牌诞生的故事中成材；痴情

于曲剧酥骨销魂的神韵中老去，光阴“刺啦”

一声人逼花甲了！

花甲情未了。每每听到河南曲剧慢舵曲

牌舒缓愉悦的旋律，我的心就会飞向滔滔的

黄河，耳畔响起母亲河的涛声、黄河船的摇橹

声、水手的号子声，那段诞生在黄河船上的曲

牌慢舵故事，不胜从遥远的历史深处裹挟着

黄河的浪花飞溅而来———

民国21（1932）年仲夏，临汝县农民曲子班

班主朱万明、关遇龙从西安贩土布搭坐黄河船

归途中，风平浪静，水势缓慢，黄河船平稳前

行。乘客们一个个心平气和地坐着，舵手悠闲

地掌舵，水手们慵懒地或坐或躺。朱万明、关遇

龙体验着黄河船此时此刻难得的悠闲和娴静。

此刻，天蓝蓝，风溜溜、水平平、船悠悠，朱万明

的心中突然涌动起一股想唱曲子的感觉，创作

的灵感不期而至。他站起来正待放喉歌唱时，

船身突然剧烈晃动起来，一个水手伸出划杆打

在他肩上，疼得他一咧嘴，激情即遁。此时，船

身再次猛然一抖，船便跌入了险峡激流，白浪

滔天，船身剧烈颠簸起来。乘客们平静的心境

顷刻逝去，一个个伸长脖子，瞪大眼睛，惊诧不

定地望着汹涌的河水。只见舵手双目炯炯有

神，双臂掌舵，猛扳硬推，全神贯注。刚才慵懒

的水手们一下变得剽悍勇猛起来，他们高呼着

号子和惊涛骇浪搏斗。“咳哟！咳哟！”一声比

一声紧张高昂的号子声，上下韵味十足，听得

朱万明简直入了迷。突然，一朵浪花打来，船儿

被抛向了空中，专心在品味上下号子声之间韵

味的朱万明，左手松开扶手，右手的中指敲击

船帮，哼唱着韵味十足的黄河船曲。飞浪把他

的身子被抛向了空中，险些就要跌入骇浪，说

时迟，那时快，一个水手抢上来用手抓住了他

的胳膊，而他的下半截身子已落入了黄河中，

水手用劲往上猛一拽，把他淌着水的身子拉上

了船。恰在其时，船儿又被一个骇浪托了起来，

并朝着一块巨石撞去。恍惚中朱万明仿佛看见

那块巨石上写着“朝我来！”他明闭上眼睛不敢

再看眼前的惊险场面。水手们全力与波浪搏斗

着，叫喊的号子声更加急促高亢激昂和铿锵有

力，所有的乘客们都是心惊胆战、魂飞魄散。

终于，黄河船驶过了险滩峡谷，河道变得

宽敞起来，水势再次回到平缓流动状态，船儿

又恢复了平稳运行，一船人都松下了一口气。

神情庄重冷峻的舵手，此刻的脸色也温和松弛

下来，掌舵的双手也轻松缓慢下来，船身平稳

飘动，水手们呼唤出的号子声也变得十分地悠

扬、轻缓和自在。

“咳哟！咳哟！咳———哟———咳———

哟———”朱万明闭上眼睛仔细品味那或急促

或松缓的号子声，上下贯通，极富神韵，于是

艺术创造的灵性倏忽而至。他不禁站起来手

舞足蹈，喊起了号子：“咳哟！咳哟！咳———

哟———咳———哟———”惊呆过来的舵手拉住

朱万明的手说：“这号子经你这一喊，咋天歌

仙曲般好听哩！”

朱万明说：“劳动创造生活，也创造出了美

妙的音乐。我想依据你们的号子声，再依托曲

子曲牌中的扬调和书韵的四句格式，设计一个

表现惊惧紧张之后的舒缓愉快的新曲牌。”一

个水手说：“说的再好不如唱的好听，别光说吊

我们的胃口，赶紧哼出来让我们听！”朱万明开

始用家乡常用的“神江神、神江神、神是黄神”

的词文哼唱起来，关遇龙忙用嘴“当哩郎

当———”拉起了肉弦子。慢舵：一个以黄河船上

水手们喊船号子的原生态音乐素材创作的经

典曲牌诞生了！

黄河荡舟，曲韵流觞。我一直品嚼着慢舵

曲牌的故事，从童年走动到花甲，魂系曲剧，魄

入黄河，思绪飞扬。草根艺术的河南曲剧竟和

母亲河有着如此的血脉渊源。咆哮的黄河也有

着温柔舒曼的一面，把生活的恬静、岁月的悠

闲、时光的恬淡、人生的舒悦、节奏的乐感，丝

丝缕缕地渗透进曲剧的旋律，温润和愉悦了多

少颗或忧伤或疲惫的心灵，唤起对美好生活的

神往！

一曲慢舵释悠扬，一条黄河泄柔情。讲着

黄河和曲剧慢舵曲牌的故事步入新时代，可谓

感悟颇深：黄河母亲赐予我们的不仅仅是刚

强、坚毅、急匆、暴戾、豪放和粗犷，更多的是温

情、舒适、恬淡、安澜、安然和安闲。

望盛角美食街夜市位于福地

国际花园东，是固定的美食区，以

夜市为主，主要经营杨楼水饺、湘

味私房菜、老陕西刀削面、大盘

鸡、饸饹面、羊肉汤、烩面、海鲜、

烧烤、米线、馄饨、麻辣烫、稀饭、

小菜、卤面等。荟萃了湖南、陕西、

重庆、平顶山等地的各种风味小

吃。

寻味线路：从市标出发，沿广

成路东行，至城垣路左转，直行到

福地国际花园东，即到。

在汝州市文艺界，提到屈江北的名字时，

大家都会赞不绝声，再熟悉不过了。他不仅是

资深的河南作协会员、河南省文学会会员，而

且还曾获得过“河南省文化先进工作者”的称

号。他虽年近古稀，但宝刀不老，虽然岗位多

次变动，但他还始终坚守自己的初心———文

艺创作。在从事文艺创作的五十年里，创作作

品多达六百多部。他所创作的戏曲小品，几乎

包揽了汝州市历届春晚戏曲类小品节目。其

作品通俗幽默接地气而深受观众喜爱，其中

有三部作品，获得全国基层文艺创作大奖，演

绎出了我市文艺作品能够迈出家门，首次在

省城登台拿大奖的传奇故事。他所创作的剧

本开创了我市“三个第一”的先河（省级出版

社出版，并改编成电视剧），堪称汝州市文艺

界的泰斗。

对屈江北老师的初次认识要从上世纪九

十年电视台举办一档栏目———《艺苑春》说

起，当时他任该节目的评委，他以打分公正、

点评风格幽默、恰到好处而著称，令同行们刮

目相看，深受戏迷与“选手”的喜欢。其次是

2017年米庙镇举办的武术比赛活动。屈江北老

师担任此次活动的艺术指导，我作为该活动

筹备组成员之一，在此期间对他有了深入的

认识。当时筹备组为该活动定名时，他力排众

议，一锤定音，把此次活动主题确定为“米庙

镇首届武术节”。通过近年来的实践证明，屈

老师思路是清晰的，有远见，定位是准确的。

“武术节”的有序举办，为更好地对外推荐米

庙镇———“武术之乡”这一品牌，起到很好宣

传作用。

第三次与屈老师相识，是在市档案局征集

“百篇颂歌献党”的征稿活动期间的一次采访。

当时在“百篇颂歌献党”微信群里看到征稿信

息，我首先想到屈老师，要想把像屈老师这种

在汝州市文艺界威望较高大珈的资料，全面整

理入稿，展现给读者，仅凭自己那点文字水平，

确实感觉难以胜任。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

怀揣着忐忑的心情，给屈老师打了个电话。当

我把事情一讲，没想到屈老师欣然应允，并约

定下午四点面谈。因单位有事用车外出，我竟

把此事忘了，刚过四点，屈老师给我打电话，当

时我在外面办事，屈老师说不行我搭车去找

你，我想这么冷的天，老师竟主动来找，当时心

里酸酸的，自责之情，不觉油然而生。在坐车采

访了半个小时，后来又随我回单位，在办公室

谈了将近一个小时。通过此次采访，屈老师在

汝州文艺界人品之好、获奖之多，追求目标之

高……令我惊叹不已、尊敬有加。对我一个初

写者，他以学者的身份、长辈人的情怀，在激励

着我，“你大胆去创作。”屈老师那句朴实的话

语，为我的写作，增添了无穷的动力。下面我就

依据采访屈老师时的具体细节，用三个方面，

分别介绍下屈江北老师的感人故事。

甘做人梯铺路石，德艺双馨风格高
屈江北在文化馆工作期间，曾担任馆员、

群众创文化组组长。他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

时，又主动请缨，曾先后主办《红艺》《临汝文

艺》《汝州文化》《汝水》等刊物，让汝州文艺爱

好者在汲取精神食粮的同时又给他们提供了

施展才华的平台。他在诗歌、散文、曲艺创作

方面造诣很深，在文化馆同志们的心目中号称

多面手，深受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当时为了

汝州培养文学新生力量，提高业余文化爱好者

创作水平，他先后远赴北京等地，邀请了中国

作协书记处书记张广年、《人民文学》主编葛

洛、中国文联副主席李准及河南作家张一弓等

名家。要知道邀请国内文艺界的大珈到一个

小县城去授课是何等不容易，但是他凭着对创

作文艺的激情和执着，凭着对汝州文艺繁荣的

未来，凭着他自己那种事不干成不罢休的信心

和勇气，用真情、用行动感染了他们。经他的

努力，这些名家先后在汝州共举办文学讲座二

十多次。参加培养创作人员多达一千人，让汝

州文艺爱好者受益匪浅，并涌现出一批优秀文

艺才俊，有力地助推了汝州文艺创作爱好者的

创作热情，提高了他们的创作水平。

让人记忆忧新的是，在1979年冬天那次去

洛阳请中国著名作家———长篇历史小说《李自

成》的作者姚雪垠来汝州上课。当时雪下得特

别大，这也可能是上天在有意考验人的意志，

姚老当时在宾馆休息，为了不影响姚老休息，

屈江北在室外足足待了一个小时，用那句“程

门立雪”典故来形容当时的情形，一点儿也不

为过。在屈江北的诚心感动下，姚老应邀到汝

州讲学两天。

还有一次是去请《人民文学》主编葛洛，经

熟人得知葛主编回汝阳老家探亲，屈江北便慕

名前去拜访，当时下午错过了去汝阳的班车，

为了赶时间，屈江北就搭了一辆拉碳的货车，

车到汝阳下车，感觉凉飕飕的，原来坐在货车

的碳堆上，因路颠裤子被磨破了。也可能是这

件事感动了葛主编，他就欣然前往。“当时条

件所限，仅凭着自己一张嘴两条腿，但能把这

样的大事办成，虽然苦点累点，但我内心还是

很有成就感的。”说此话时屈江北脸上充满着

骄傲和自信。

呕血匠心五十载，佳作频频获殊荣
1980年由屈江北创作的汝州市第一部戏

剧剧本———《抓阄分娘》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

版发行。2000年由屈江北创作的十二集戏剧电

视连续剧《无品乡官》获中国作家世纪论坛一

等奖，屈江北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国家有关领导

人亲切接见。2006年河南省委宣传部在全国征

集电影、电视剧本的活动中，由汝州市文联选

送屈江北执笔的一部四十集电视剧《天歌》，在

此次选送的270部电视剧的剧本中脱颖而出，

并获得最高奖项。此作品是根据汝州曲剧发源

地的素材创作而成。2008年颁奖时喜获奖金9

万元。2013年现代戏《好媳妇》获河南省戏剧赛

事一等奖，代表河南省参加第十三届中国艺术

节，又获群星奖，填补了我省现代戏曲电视剧的

空白，为汝州市争得荣誉。2017年由屈江北主笔

创作的大型曲剧现代剧《天青梦》参加河南省第

十四届戏剧大赛并获文华奖，此剧囊括了舞美、

剧作、音乐等所有奖项，该剧还被河南省推荐我

国改革开放40周年献礼剧目，这也是我市文艺

界历史上首次获得省级大赛的最高殊荣。

不负岁月不负卿，赓续辉煌立新功
提到今后文艺创作打算时，屈江北满怀激

情地说：“成绩只代表过去，在今后的文艺创作

道路上，我将不遗余力，在培养创作型人才上多

下功夫，让汝州文艺界的创作中，多出人才，多

出精品，为打造汝州文化新高地作出自己应有

的贡献。紧贴时代步伐，用自己手中的笔在讴歌

党的富民政策的同时，把近年来汝州的扶贫攻

坚、城市创建、乡村巨变的主要亮点描绘好，编

排成剧本，搬上影视，让全国的人民都能了解汝

州，喜欢上汝州。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屈江北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人，用自己的言

行践行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用自己手中的

笔抒写出了一个优秀文艺工作者的铿锵誓言，

用自己的品行和修养，塑造了一个老文艺工作

者的大家风范。

祝屈江北老师文艺之树长青不谢，馨香弥

远。

诞生在黄河船上的慢舵曲牌故事
●彭忠彦

屈江北：一个老文艺创作者的情怀
●马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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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垣中路夜市
城垣中路夜市位于城垣路和丹阳路交叉

口，主要经营爆炒小龙虾、刀削面、过桥米线、

砂锅酥肉、生炒羊肉、饸饹面、酱香鸡、大盘

鸡、揽锅菜、卤肉、鱼锅、鸡蛋灌饼、羊肉汤、烧

红薯、烤玉米等。

寻味线路：从市标出发，沿广成路东行，

至城垣路右转，直行即到。

转自《汝滋汝味》 汝州市史志办公室供稿

望盛角美食街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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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热爱学习、刻苦学习、善于学习，是很多

受访者对习近平同志形成的深刻印象。请你们谈谈他

在正定期间读书学习的情况吧。

王志敏：学富于年，是当年近平同志给我们留下
的极为强烈的印象。作为一名青年领导干部，近平同

志知识的广博和丰富，他的思想和见地，明显超过了

他的实际年龄。在工作和接触中，随时随处可以感受

到他孜孜不辍于学和问的学子禀赋。

到了正定，走上领导岗位，面对独当一面的重要

担负，他自觉把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

任、一种精神追求，为自己规划了四个方面的学习任

务：向书本学习知识，向实践学习真知，向历史学习经

验，向群众学习智慧。学习让他感到一种充兴，一种升

华，一种底气。无论是全局工作的决策，还是具体举措

的部署，都能让人明显感觉到坚持不懈学习对他的帮

助作用。

近平同志从军办到正定，这本身就是“从头学

起”。走路要从第一步迈起，工作也应该从基层做起，

基层工作对领导干部成长的锻炼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时在“勤”和“俭”这两个方
面是如何做的？

朱博华：先说说“俭”吧。初到正定，近平同志给大

家留下的是这样的印象：一身半旧的绿军装，还有一

条半旧的军被，一条打了多处补丁的褥子。这条褥子

成了他不离不弃的“伙伴”。苦以励志，俭以养德，当时

正定县委机关简朴的办公条件，正好为他提供了磨砺

的环境。

十多平米的一间平房，一张三屉桌、一个文件柜、

两条凳子，一张床板、一个脸盆架、一个暖水瓶、一个

电灯泡，这便是他办公室兼宿舍的全部装备。到了冬

天，只是多出一个取暖的炉子和一个烧水的铁壶。

吃饭，一日三餐在机关食堂，一样的排队打饭，一

样的三五一群打地摊。来晚了就没菜了，一样的两个

馒头一块卤豆腐，县委书记也同样待遇。

大院的晚上，最后灭灯的总是他那扇窗户。要下

乡了，一辆半旧的二八自行车，就成了他使用率最高

的交通工具。下村里调研，和群众聊天谈话，往往就在

田间地头进行，没有那种繁文缛节和刻意安排。县委

常委会议事，很多时候都是选择大家下基层调研回来

后的晚上时间。

他的作风非常朴实。下乡吃饭一定要在乡镇食

堂，而且粮票、饭费一定要如数交纳。他的客人他自己

掏腰包接待，常常是几段香肠、一碟花生米、一瓶老

酒。公务接待，是以缸炉烧饼、猪头肉为主打的便餐，

或者干脆就是饭菜合一的一盘饺子。

采访组：我们采访这几天总能听人谈起习近平同
志的“正定战略”，请你们从各自了解的角度讲一讲，

他是如何让正定这个“高产穷县”打了翻身仗的？

王志敏：正定是一座很有名气的古城，也是一个

很有名气的“高产穷县”。在计划经济年代，正定粮食

亩产“上纲要”“过河”“跨长江”，在全国出了大名，被

树为一面高产红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

年代，传统的模式明显适应不了全新的形势。正定新

的发展路子怎么走，对于近平同志来说是一个亟须解

决的现实课题。

处在改革开放的三岔路口，是抱残守缺还是更新

观念，是小打小闹还是大刀阔斧，是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还是进行统揽全局的战略设计，在这一系列问题面

前，近平同志作为正定的领航掌舵者，从战略思维的

高度，明确而坚定地选择了后者。

为了从时间、空间、地域三个维度上理清情况，

近平同志在工作之余，连续几个月查古史、摸实情，

对于正定千年之史、百里之域的基本情况有了一个

总体了解。

在此基础上，他和县委、县政府领导，通过下基

层解剖典型，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借鉴先进经验，对

全县工作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系统分析，弄清了正定

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症结，看准了主要矛盾，在工

作实施上坚持做到了谋之于本、谋之于重、谋之于

宏、谋之于远。

谋之于本，就是谋经济社会发展之本。当时正定

县的情况是，经济无强力，民不富；文化无活力，城不

名；社会无发展，业不达。有的只是虚火和浮名，离真

正的强县富民差了十万八千里。守着金碗却没饭吃，

成为正定元气不足的症结所在。谋其本，就是谋正定

问题的根本，发展的根本，敢于从软肋开刀，从痼疾下

手，找到能够让正定活起来、强起来、富起来的路子。

正因为明确了这种思路，才有了全局性的方向探索、

道路研讨、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蓝图，才有了正定经

济从根本上培植元气的规划和部署。

谋之于重，就是谋经济支撑之重。正定的传统农

业，一直是金鸡独立状态，没有坚挺的脊梁。突破传

统，更新观念，大力发展工副业，才有了农业经济与副

业经营两条腿走路。县乡工业的逐步壮大，才有了县

域经济农、工、副的三足鼎立。内贸外贸发展起来了，

才有了农、工、副、贸的四足方鼎。经济支撑由一而为

四，架构比较完整了，筋骨日益强壮，血肉日益丰盈。

在3年多时间里，全县上下共同奋斗，1985年工农业总

产值达到2.4亿元，比1982年翻了一番还多，卓有成效

地开始从农业传统模式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轨。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