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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
粹，蕴含着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和
独特的艺术魅力。2020 年新年戏
曲晚会喜庆、祥和、大气、浓烈，在百
花齐放中突出艺术性与思想性的结
合，在精彩纷呈里彰显传统艺术的
时代精神，是一台精美、精炼、精致
的戏曲晚会。

2020 年新年戏曲晚会充分展
示了近年来我国戏曲艺术繁荣兴旺
的喜人景象。参演剧目既有观众耳
熟能详、传播较广的京剧、昆曲、豫
剧，也有极富地方风味的婺剧、丹
剧、绍剧、闽剧、晋剧、吉剧和川剧，
可谓梨园百花齐放，剧种争奇斗
艳。近年来，随着戏曲振兴工程的
实施，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京剧
像音像工程、“名家传戏——当代戏
曲名家收徒传艺工程”、全国基层院
团戏曲会演、全国地方戏优秀剧目
展演、全国地方戏曲南方会演、全国
梆子声腔优秀剧目展演等稳步推
进，地方戏的保护传承取得明显进
展，一大批地方戏呈现出新老融合、
生机焕发的生动景象。

2020 年新年戏曲晚会群英荟
萃、少长咸集，充分展现了我国戏曲
艺术传承有序、后继有人的美好前
景。84 岁老艺术家童祥苓壮怀激
烈，“杨子荣”英姿豪迈、气贯长虹；
72 岁老艺术家裴艳玲老当益壮，

“林冲”夜奔，愁肠百结、令人动容；
75 岁老艺术家章其祥身手不减当
年，“关羽”观阵，渊渟岳峙、声振屋瓦。而最小的一位主演
只有10岁。尤为可喜的是，一大批青年戏曲工作者展现出
高超的艺术技巧，唱念做打，功底扎实，对人物内心的挖掘
与塑造，立体生动，给戏曲艺术增添了青春的力量。

晚会中一些剧目是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深受群众喜
爱。这既是因为其艺术价值高，更是因为其中蕴含着深沉
的家国情怀，承载着追求正义与美好的理想。豫剧《苏武》、
绍剧《佘太君》、晋剧《于成龙》这三部戏，一部源自传统剧
目，一部改编自京剧，一部是新创剧目，分别塑造了坚守气
节的志士、爱国救国的英雄和清廉为民的官员三个人物形
象，时代虽然不同，角色虽然各异，但家国情怀却是一以贯
之、一脉相承的。源远流长的家国情怀经过艺术家的匠心
演绎，历久弥新。

戏曲不仅仅是传统的，也可以是现代的，表现形式可以
是原汁原味的传统，表现内容却可以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婺剧《信仰的味道》和壮剧《黄文秀》，分别塑造了翻译《共产
党宣言》的陈望道和牺牲在扶贫一线的青年黄文秀，把“初
心”与“使命”的主题用戏曲艺术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具有
催人泪下、发人深省的艺术力量。

2020年新年戏曲晚会给人以优美的精神享受和深刻
的思想启迪。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
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戏曲艺术植根于人民，蕴含
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和审美心理，我们应该在保护传承
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点创新发展，使古老的戏曲艺术绽放
出时代光华，而更为群众所喜爱。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急速调兵东
北，企图独吞胜利果实。中共中央及时派出
一批干部和军队，奔赴东北，深入广大农村，
发动群众，清匪反霸，组建各级民主政权和
武装，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恢复和发展
生产，支援前线。1946年初，受嫩江省白城
子地委派遣，东北人民自治军洮南支队到洮
北瓦房镇一带开辟工作，创建洮北根据地。

瓦房镇位于乌兰浩特、突泉和洮南三县
交界处，非常偏僻。由于长期受日伪统治，
加之当地的土豪省绅、地主恶霸豢养家丁，
自立山寨，各霸一方和出没无常的匪患骚
扰，当地人民群众生活极端贫困，村屯残墙
断壁，田园荒芜凋敝。“八·一五”以后，这些
人为了维护其利益，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
作福，便和日伪残余势力、国民党分子相勾
结，成立了“维持会”和国民党洮南县党部洮
北分支部，为迎接国民党的统治摇旗呐喊。

东北人民自治军洮南支队来到以后，立
刻解散了“维持会”，取缔国民党瓦房分支
部，镇压了反革命的嚣张气焰。紧接着，成
立了中共洮北工作委员会。工委从实际需
要出发，一方面着手组建各级人民武装，一
方面为迎接土改运动高潮，成立了洮北干部
学校，为土改斗争准备干部力量。干校的学
员大多来自本地各学校毕业的学生。学习
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强调实践性，主

要学习我党有关根据地建设方针政策，土改
工作方法和斗争策略等内容，使学员尽快适
应工作和斗争的需要，成为土改工作的尖
兵。随着土改工作的展开，学员们陆续被派
出参加土改工作队，到附近各区开展工作，
使各地的局面很快打开。

1946年4月16日，经嫩江省政府批准，
由嫩江行政公署发出通令，成立洮北县委、
县政府，下辖庆平等10个区。洮北干校学
员贾正英（河北人）被任命为庆平区区长，姚
玉发被任命为副区长。随即，贾正英、姚玉
发和另外3名干校学员王洪信、彭华、侯景
贵组成武装工作队，带上一名通讯员，便奔
赴河西新力村开展工作。

工作队按照东北局“所有东北境内一切
日伪地产开拓地、满拓地以及日本人和大汉
奸所有地产无代价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
农民贫民所有，以利春耕，以增民食，并免致
荒芜。”的指示精神，分头深入群众，访贫问
苦，扎根串联，向群众宣传党的土改政策。
他们带领群众算剥削账，提出地主不劳动，
为什么日子过得那么好，而劳动人民一年忙
到头，为什么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等问题，
让群众琢磨。鼓励农民群众起来斗争，指出
只有挺起腰杆子跟地主恶霸斗争，才能获得
平等，才能有饭吃，有衣穿，改变目前贫穷的
生活状态。群众在工作队的启发下，逐步清

除了疑虑，由观望和回避转为对工作队的支
持和信赖。群众很快被发动起来了，掀起了
反奸清算和分敌伪土地的高潮。

工作队采取的方式是先确定清算对象，
然后召开群众斗争大会，把斗争对象押上台，
彰其罪恶，没收其土地和财务，分配给贫困农
民，最后进行公审处理。工作队明确斗争的
对象是日伪统治时期欺压群众、为非作歹、民
愤极大的恶霸地主和官吏。这些人在伪满时
期，都当过十几年地方自卫团长、伪村长。他
们依仗权势，残酷盘剥农民，强占大量土地，
以催要出荷（官税）、官猪、官马、劳工等名目，
搜刮百姓，鱼肉乡民，大发横财，全村土地都
被他们霸占着，家里骡马成群，粮食满仓。他
们还经常在村里吆三喝四，说一不二，村民敢
怒不敢言，对他们恨之入骨。工作队发动群
众一个个进行清算。斗争谁就在谁家门前召
开群众大会，村里的男女老少纷纷前来参加
斗争，苦大仇深的农民群众一个接着一个地
登台控诉地主恶霸的滔天罪行。会后，人们
冲进地主家大院，分掉他的骡马、衣物和其他
浮财。接着，工作队将被地主恶霸霸占的土
地分给了无地少地的农民，农民们个个喜笑
颜开，欢欣鼓舞。工作队在新力村的斗争取
得了初步胜利，发现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
成立了村政府和农会，打开了工作局面。但
是，被打倒的地主恶霸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
们在暗地里兴风作浪，造谣恐吓、愚弄群众。
散布说：“共产党长不了。这天下是谁的还是
谁的。分了我的，一样不少都得拿回来。”“今
日闹得欢，就怕来日把身‘翻’。”一部分群众
产生了畏难情绪，使地主阶级的威风没有从
根本上打掉。

3月下旬，地主张八子、何老九、张海
山、程远明等勾结串通土匪“占一”，沆瀣一
气，负隅顽抗，企图破坏土改胜利成果。经
过多次打探密谋，他们定下了偷袭工作队的
计划。4月下旬，洮北县委从干校抽调4名
学员到庆平区参加工作队，与贾正英等人会
合，前往英格吐村开辟工作。该村地主何老
九假装进步，极力邀请工作队住在他家。当
晚，工作队就住在了何老九家。

何老九十分阴险狡猾，他在工作队面前
积极表现，端茶倒水，非常殷勤，以骗取工作
队的信任。由于奔波了一天，夜间又工作到
很晚，队员们身体都很疲乏，很快就进入梦
乡了。这是两间连二大炕、中间隔开的房

子。贾正英、姚玉发、王洪信、彭华和通讯员
睡在里间；侯景贵、禄家玉、车老板和另一民
兵睡在外屋；其余工作队员和民兵都住在其
他人家。

午夜时分，当工作队员睡得正香的时
候，何老九鬼鬼祟祟地爬了起来，四下里听
了听动静，迅速地将工作队员放在枕边身边
的长枪敛走。鸡叫时，蹑手蹑脚地走出屋
子，假说方便，故意与站岗的哨兵搭讪，花言
巧语地将岗哨骗下，悄悄打开院子的大门，
发了暗号。早就埋伏在距村子约3公里的苇
塘里的50余名土匪蜂拥而至，把整座房子团
团围住，丧心病狂地向屋内熟睡中的工作队
员开了枪。激烈的枪声将工作队员们惊醒，
想拿起枪反抗时，炕边的长枪已不翼而飞。
工作队员以墙壁和土炕作掩护，用短枪奋力
反抗。与此同时，贾正英惊醒后，“呼”地坐
起来，掏出短枪就向外打，刚打完两发子弹，
即中弹倒下。接着，姚玉发、彭华和侯景贵
也先后中弹倒下。外边的枪声突然停了下
来，敌人企图诱使工作队员投降，叫喊着：

“快把枪扔出来吧。”贾正英的通讯员向外喊
道：“你们等着。”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小战
士，刚想借机取枪还击，也被敌人一枪击中。

不一会儿，敌人见屋内没什么动静，便
闯进屋内，气势汹汹地将活着的几个人驱赶
到地上。区财政助理王洪信被土匪认了出
来，土匪就向他要钱要粮，王洪信刚说了句

“没有！”土匪就朝他腰部连开两枪，王洪信
当即倒在血泊里。

天刚亮，土匪把王洪信、禄家玉、车老板
以及另外3个民兵，押上了一辆大车，欲拉
往村外野地里枪毙。工作队员们穿着单衣，
有的只穿件短裤，在寒风里冻得直发抖。这
时，有一个土匪突然骑马跑过来说：“有情况
了，快拔窑。这些人没用了。”于是，这伙土
匪拉着王洪信，丢下其他工作队员向县城逃
去。路过永茂三段，土匪把王洪信留在匪
窝，准备回来时慢慢挖口供。不久，王洪信
因伤势过重，流血不止，英勇牺牲。当洮北
县大队赶到时，敌人早已望风而逃。县大队
的同志们悲痛地掩埋了5位烈士的遗体，立
刻追击敌人。后又将王洪信的遗体一并葬
在一起。因战事纷乱，当时忽略了那位不知
姓名的通讯员，只记为5位烈士，延续至
今。6位烈士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
年轻的生命，用鲜血书写了洮北地区革命斗
争历史的瑰丽篇章，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
不久，洮北县政府严惩了杀害6位烈士的凶
手，并决定将英格吐村改名为五烈士村。
1978年，洮安县政府又在烈士墓前，建造了
一座烈士纪念碑，勒英明于石上，彰其功绩，
昭示后人，千秋万代，永志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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饺子是中国的一道传统美食，每逢重要的日子，人们往
往都会以吃饺子来庆祝，如“冬至吃饺子”“除夕吃饺子”
等。我相信，吃饺子是各家有各家的高招，饺子的诱惑总是
无尽的。老一辈作家对饺子也是非常偏爱的，他们在很多
文学作品中都写到了饺子。

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第十二回，黄蓉软磨硬泡央求洪
七公教武功，吃货洪七公答应了，不过提出条件：要吃得好，
半个月之中吃的菜都要不重样。黄蓉一是高兴大喜，二是
有心要显显本事，所做的菜当然没有重复的，就连面食米饭
也没有一餐相同的，锅贴、烧卖、蒸饺、水饺、炒饭、汤饭、年
糕、花卷、米粉、豆丝，变着花样。洪七公也打起精神，指点
郭黄两人临敌应变、防身保命之道。这里的蒸饺、水饺，在
极普通之处显示了黄蓉高超的烹饪技巧——饭菜做得好吃
本就不太容易，还要不重复，太难了。

梁实秋既是大作家，也是美食家。他在《雅舍谈吃》一
书里专门写了一篇《饺子》，谈到了各式各样的饺子，也说到
了人们对于饺子的各种喜好。文章中提到了他记忆中最深
刻的两次吃饺子的经历，一次是当年在青岛吃到的汤水饺，
其中有段写道：“我也吃过顶精致的一顿饺子，在青岛顺兴
楼宴会，最后上了一钵水饺，饺子奇小，长仅寸许，馅子却是
黄鱼、韭黄，汤是清澈而浓的鸡汤，表面上还漂着少许鸡
油。大家已经酒足菜饱，禁不住诱惑，还是给吃得精光，连
连叫好。”普通的饺子，经梁实秋的生花妙笔，色香味俱佳，
真让人垂涎欲滴。另一次则是在抗战期间，梁实秋在除夕
那一天还一个人踯躅于宝鸡的街头，随便进了一家店，没想
到是饺子馆，吃了一顿他记忆中“最朴素”的饺子，当时战火
纷飞，人心惶惶，这一顿韭菜馅饺子和饺子汤，则让他吃得
满头大汗，十分满足，永生难忘。从梁实秋的文章可以看
出，无论精致还是粗糙，只要是饺子，美食莫过于此。

更有作家因吃饺子还付出过巨大的“代价”，如莫言为
了吃到包有硬币的饺子，差点儿要了小命。他在《故乡过
年》中写道，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
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
——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终于熬到
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
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
的，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
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
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
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现代作家齐如山对于饮食也是非常在行，专门著有《中
国馔馐谭》一书，不过写饺子，倒是收录到了他的《北平怀
旧》一书中。齐如山所写的饺子馅多是北方民间常见的，猪

肉韭菜、猪肉茄子、羊肉白菜，还写了切肉与剁肉做馅在口
味上的不同，同时也记录了老北京当年一些比较“奢侈”的
饺子馅，比如火腿馅、三鲜馅、蟹肉馅、鸡肉馅，这些可就是
那些有钱的讲究人食用的了。在齐如山的书里，还单单说
了一种三白馅，大概是他颇为喜欢的一种。用口蘑、冬笋和
烤猪肉的肥油，因为三样都是白色的，故名三白。从用料上
看，口蘑、冬笋，确实鲜美已极，再加上烤肉的油脂，既有微
微的烟火味，又凝聚了肉香。

有些文学大师写饺子是从美食的角度来写的，让我们
看了更是赞叹不已。如唐鲁孙写饺子的文章被收录到《酸
甜苦辣咸》一书中，他写饺子是站在一个美食家的角度，皮
要什么样才算好，全国各地五花八门的馅料搭配，包括一些
与饺子相关的轶事。唐鲁孙最中意的饺子馅以荤素而分，
荤馅以冬笋肉末为最好，他所说的冬笋肉末是熟馅，以切得
细细的冬笋和肉末同炒为馅，唐鲁孙说“此为冬令饺子中妙
品”。想想也是，冬笋本身就有鲜味，又极能吸附肉的醇香，
过油一炒，香气更重，做馅绝对是再好吃不过了。唐鲁孙所
说的素馅饺子就更讲究了，主料是菠菜、小白菜和摊好的鸡
蛋，还有少许剁碎的金钩虾米，但虾米只是调味品，遇有时
鲜的韭菜胡萝卜，也可以加入少许配色提味。这种饺子主
要取的是最能体现菜鲜的青菜和清鲜的鸡蛋，再用虾米的
河鲜来提味，可以说把素馅饺子的清新感做到了极致。

俗话说：“没有饺子不过年，不吃饺子过不去年。”话虽
有些偏颇，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的渴望与向往。小小
的饺子，包着“乾坤”，包着人们对来年幸福、平安、吉祥的希
望，是新一年收获的象征。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印象中的年味，来自村里第一家杀年猪飘出来的浓
浓的猪肉烩酸菜的香味。我会跑回家摇晃母亲的胳膊追
问：妈妈咱家哪天杀猪？我馋油滋啦了。母亲总是安慰
道：再喂几天，养养膘多熬些油滋啦，让你个“小馋
痨”吃个够。于是我每天早上刚睁开惺忪的睡眼，第一
句话就是：妈妈今天杀猪吗？……终于盼到杀猪的消息
了，我高兴得跳了起来，那天根本没心思听老师讲课，
让我深刻体会到了度日如年的滋味！

那时农村人情味很浓。谁家杀年猪都会给杀不起年
猪的邻居送去一碗香喷喷的猪肉，分享淳朴浓厚的乡情。

我家杀猪第二天熬猪油。我给母亲烧火，当猪肉熬
到放黄时，我们就开始吃上了。等熬成油滋啦时，早都
吃得饱饱的了。但是还想吃，母亲怕我们吃坏了肠胃，
阻止道：眼馋肚子饱，洗手睡觉明天再吃。那宿觉睡得
比吃油滋啦还香甜。

随着零零散散的鞭炮炸响声在村子上空回荡，年的
脚步越来越近了。

我家虽然5个孩子，因为父亲兢兢业业，母亲勤俭
持家，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年年杀年猪，个个有新衣服
穿。儿时的我对鞭炮最情有独钟。喜欢五颜六色的鞭
炮，喜欢听二踢脚在空中炸响的声音，喜欢闻刺鼻浓烈
的硝烟味……

随着年关迫近，村民忙碌起来，村子躁动起来……有
成群结队去赶集的；有立起灯笼杆的，大红灯笼高高挂
的，格外耀眼夺目。家家院落打扫得干干净净，屋里墙壁
都新糊一遍，再粘贴上年画，虽然日子很穷，人们对未来

美好生活的向往却充满信心，各个都劲儿劲儿的……
腊月二十三是小年，必吃饺子也必放鞭炮。一听见

谁家放鞭炮，我立刻跑过去捡断捻子的炮仗，回家重新
做一个新引线，然后用母亲纳鞋底的大马针锥子，在炮
仗的肚子扎个眼儿，将药捻子塞进去，再点燃一根香，
跑到外面，小心翼翼又有点战战兢兢地把捻子点着……
清脆的响声和我开心的大笑，一同在空中游走。父亲给
我买的那挂鞭我是舍不得一下全放的。而是拆开，一个
一个燃放。儿时顽皮恶搞，喜欢把鞭点着投进水桶或罐
头瓶里，听那种怪异的声响……

母亲差不多忙了一整天，我脚前脚后给她打下手，
大约下午三四点钟，母亲做好了一年中最丰盛的晚餐，
满满的一大桌子美味佳肴，让人垂涎，我们都穿上新衣
服，齐刷刷地给坐在炕上的父母拜年。虽然现在想来一
切都很机械模式化，没有太多动情的言语，但是，父母
脸上早已是满足和微笑。

年味，不仅有二踢脚腾空惊天的炸响和大呲花的
色彩缤纷，更有躺在母亲身边，感受浓浓的母爱和过
年的温馨。年味，也有粘贴对联挂钱儿时的幸福和微
笑，更有信誓旦旦地对父亲说：等我长大挣很多钱，
买一笸箩鞭，天天放……和父亲分享对未来幸福生活的
美好向往……

每逢佳节倍思亲。
年，依旧如期而来，又匆匆而去。年味儿还是小时

候的样子，没有变。变了的是，我的年里少了父母的身
影……

印 象 年 味
●刘利和

年 关 说 饺 子
●张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