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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 日，商洛山花剧团在大都汇剧场演出秦腔戏
《慈母泪》，我从头至尾观看了演出。这是春节期间商州
区委宣传部和商州区文化局、文化馆组织的展演活动，演
出非常成功。

《慈母泪》讲述的是在一场战乱中，孙淑琳带家人逃
难，途中身为进士的丈夫张闻达被官府拉丁抓走，自己不
巧又与两个儿子走失。18 年后，两个儿子均在养父的抚
养下改名换姓，长大成人，并同榜得中进士，分别官居洛
阳知府和通判。孙淑琳寻夫觅子 18 载，饱经岁月沧桑，
受尽精神磨难，一路漂泊来到洛阳城里，适逢知府常天保

（即孙淑琳长子）为了庆寿，雇用做“八珍汤”之人，买其母
为奴。通判周子卿（孙淑琳次子）知兄买母为奴，气愤至
极，过府索母。常天保为利所惑，拒不认母，反诬胞弟认
奴为母。兄弟争吵不休，扭见巡按，巡按张闻达已认出三
人确为母子，乃劝常天保认母悔过，而常天保死心塌地不
认生母。张闻达伸张正义，严惩了常天保。孙淑琳和丈
夫张闻达、次子周子卿相认团圆，常天保悔之晚矣！

整个演出过程中，山花剧团的演员非常敬业，个个态
度端正，一丝不苟，把角色演绎得活灵活现，把剧情生动
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让我很是钦佩。“戏比天大”，这是专
业演员和业余演员都应该具备的职业操守。

我觉得，山花剧团表演的《慈母泪》，其成功之处就
是生动地刻画出了剧中人物的性格。剧中的人物都是
典型化了的人物，他们的背后都有着广泛的代表性，或
代表的是奸恶，或代表的是良善；或直率，或曲弯；或热
情，或含蓄。演员把人物的性格特征把握住了，就能把
人物表演好。剧中诰命夫人的苦难坚韧、巡按大人的忠
义正直、二儿子儿媳的善良正直、大儿子夫妇的势利恶
毒，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大团圆的时候，故事也发展到了高潮，作者借老妇人
之口，说出了全剧的主题：“荣华富贵非我愿，我只愿儿孙
后辈们永远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地做人。”观众们不仅受
到情感的熏陶，而且思想上得到了升华，明白了做人的道
理，明确了人生的方向。

该剧的另一个亮点，是
道白表演得很好，我在离舞台
四五丈远的地方，每一句台词都
听得清清楚楚。

一般来说，剧本设置唱腔的地方，都
是矛盾激烈或者人物内心活动剧烈，需要展
示人物心理活动、抒发人物强烈感情的地方。这
些地方要精雕细琢，把剧情的节奏放慢，使人物的性
格得以展现，其内心世界得以充分展示。同时，唱腔抑扬
顿挫，音乐婉转悦耳，能够吸引观众。由于这是重点，表
演过程中一般都重视唱腔的设计和表达，往往忽视了道
白的表达，影响了演出的效果。

实际上，戏剧人物之间的对话表达也十分重要，表演
中这一部分的精雕细琢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说唱腔重
在心理刻画，展现人物性格，那么，人物的对话道白则是
交代故事的前因后果、发展过程。通过对话道白，让观众
明白故事的来龙去脉，人物是怎样想的、怎样做的，进而

了解人物的性格，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戏剧要表达的
主题思想。可能是平时排练的严格要求吧，山花剧团每
个演员的道白都非常出彩，感情饱满，字正腔圆，吐字清
晰，抑扬顿挫，不疾不缓，台下的观众不用看字幕，直接听
声音，就把内容了解得清清楚楚，理解了人物和剧情。自
始至终，观众越聚越多，不愿意中途离去，就是他们看懂
了情节，被剧情吸引。

老妇人寻亲不着，孤单无助，风雪交加的寒天，被大
媳妇赶出了家门，既饥饿又寒冷，倒在了风雪地里，幸被
赶来的丫鬟搭救，才保住了性命。面对无私的救命恩人，
她流下感激的眼泪，这眼泪也深深地感动了观众，台上台
下都有擦眼泪的人。戏散了，许多人还沉浸在剧情之中，
我看到一些妇女边走边擦眼泪，泪眼迷离。

最后还得说一说山花剧团团长李英利的表演。李英
利曾获陕西省“最美王宝钏”“最动听王宝钏”称号，表演
功力深厚。一位歌友曾对我说，李英利是为舞台而生的
人。这话一点不假。日常生活中的李英利，有点实在，有
点木讷，算不上活泛伶俐，能说会道，可是上了舞台，她完
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扮相俊美，眉眼生动，神采飞扬，莲
步轻移如水上漂动，蜂腰袅娜如弱柳扶风，一举手，一抬
足，形神毕现，潇洒自然。特别是道白，恶时语言犀利，话
锋如刀，戏谑时又不失柔婉，幽黙风趣，把人物性格的多
重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要改变一个人是很难的。比如一个懒汉，几十年了，
你对他讲一通话，明天他就变成勤快人了，这是不可能的
事情。人的改变是从内在需要开始的，只有他明白了道
理，有了内在的自我觉醒，自我要改变，才能有所改变。
所以，传统文化强调自我修养中的悟道。文学、戏剧的教
育是作用于人的心灵，让人内心感动，明白道理，潜移默
化，从而发生改变，促进社会风气的变化。从古至今，我
们生活中不能少了戏剧和文学，其净化心灵的作用是无
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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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二月初二是我国民间的一个传
统节日，俗称“龙抬头”。这一天，人们开
展丰富多彩的习俗活动，敬龙祈福，纳祥
转运，让美好的愿望同自然万物一道春
暖花开，生机盎然。

二月二成为节日，起源于三皇之一的
伏羲。《帝王世纪》记载，伏羲氏“重农桑，
务耕田”“皇娘送饭，御驾亲耕”。每年二
月二，他亲自下地劳动，教化农耕。皇后
扮成农妇模样，给他送饭到田间。之后，
尧舜禹等帝王效仿传承，赓续至今。

“龙抬头”之说来自一则神话。相
传，武则天废唐立周称帝，天庭震怒，玉
帝命令龙王，三年里不得给人间降雨，以
示惩戒。善良的龙王看不得人间疾苦，
违抗旨意，悄悄降了一场大雨。玉帝得
知大发雷霆，将龙王逐出天宫，压在大山
底下。黎民百姓为感念龙王恩情，日日
对天祈祷，最终感化玉帝，在二月二日放
了龙王。就这样，民间有了“二月二，龙
抬头”的叫法。

二 月 二 的 传 说 版 本 很 多 ，个 个 美
妙 动 听 。 同 样 奇 妙 的 ，还 有 各 种 有 趣
的民俗。

“ 二 月 二 ，剃 龙 头 ，一 年 都 有 精 神
头。”农历二月初二，山阳漫川有“剃龙
头”之习俗，大街小巷的理发店人头攒
动 ，生 意 火 爆 。 小 孩 儿 理 发 ，叫“ 剃 喜
头”，借龙的祥瑞，保佑孩子平安健康，长
大后能出人头地。年轻人理发，叫“剃龙
头”，辞旧迎新，鸿运当头。老年人剃个

“光葫芦”，除尽晦气，时来运转。我有一
个同事，为了讨头彩，天不亮就去理发店
门口守着，年年都是第一个理“龙头”。
这天，从理发店走出来的人，个个面容清
爽，精神抖擞，焕发着生命活力。

先前，漫川一带年满十二岁的女孩
儿，要在二月二穿耳环。妈妈手捏两粒
花椒籽儿当麻药，在耳垂上摁揉，等耳朵
麻木了，拿起穿有五色花线的小针猛地
戳个眼儿，再把花线飞快地拉过去，绑个
籽籽儿缀在耳朵上。待女孩出落成大姑
娘了，就可戴上精美漂亮的耳环。

“ 二 月 二 ，引 钱 龙 ，一 年 四 季 财 源
进。”明代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讲述：“都
人呼二月二为‘龙抬头’，乡民用灰自门
外蜿蜒布入宅厨，旋绕水缸，呼为‘引龙
回’。”打我记事时，龙抬头这天，娘一大
早起来，装半簸箕灶洞里的火灰，去平日
挑水的泉水眼儿跟前，一把一把将火灰
牵连不断地撒到灶屋的水缸旁，画出一
条灰色的“引钱龙”，期望它将财源引到
家里，财运亨通。娘故去后，我再没见过
这个奇特的习俗了。

“二月二，山阳漫川唱大戏。”漫川街
心有座联璧式双戏楼，乃清光绪十二年
的 建 筑 。 北 戏 楼 为 单 高 挑 檐 ，庄 重 雄
浑。三月三、九月九，北戏楼上唱秦腔，
又名“秦腔楼”。南戏楼为重檐，飞檐高
扬，灵巧精致。二月二、五月五，南戏楼
台唱汉剧，亦称“汉阳楼”。每年二月二，
繁弦急管，鼓乐声声，扮相俊美的青衣婉
转缠绵地唱着汉调，祈福人间。

二月二颇有“情人节”的浪漫。从山
阳民歌中可以看出，青年男女喜欢在这
天约会，谈情说爱。《丰阳情歌》有：“二月
探妹龙抬头，我在南学把书读。文章无
心读，妹子呀，一心挂两头。”热恋中的青
年，哪有心思读书啊！到了二月二，一溜
烟跑到痴爱的靓妹面前，掏心掏肺地诉
衷肠。“二月是花朝，郎来看娇娇。娇娇
兴得哈哈笑，情哥你来了。”古时的“花朝

节”也在二月二。情歌里的男女，爱得热
烈大胆，阳光灿烂。

二月二的食俗独特新奇。人们为
沾“龙气”，这天吃的风味食品，大都冠
以“龙”字。《燕京岁时记·龙抬头》记载：

“是日食饼者谓之龙鳞饼，食面者谓之
龙 须 面 。”民 间 还 有 ：吃 水 饺 叫“ 吃 龙
牙”，啖馄饨称“吃龙眼”，咬麻花叫作

“啃龙骨”。圆子为“龙胆”，米饭是“龙
子儿”，不胜枚举。

我老家人这天不推磨、不碾米，唯
恐砸断龙腰和龙尾。女人也不动针线、
不洗衣裳，害怕扎伤龙的眼睛、搓烂龙
的皮肤。这种敬畏自然、爱护自然的品
德，真好！

二月二还是个“挑菜节”。唐人李淖
《秦中岁时记》描述：“二月二日，曲江拾
菜，士民楹盛。”二月二日的曲江，阳光明
媚，和风舒畅，人们成群结队地采撷野
菜，游乐玩耍，热闹得很。

往年我住漫川时，每年二月二日，都
要吆喝几位相好的邻居提篮握铲，去野
外剜野菜。漫川的小河口，海拔不足 300
米，地势低洼，温暖湿润，春天来得早。

“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春
暖花开，百草生发，野菜被春风唤醒，嫩
芽从潮湿的泥土里钻出来，嫩嘟嘟的，再
经春雨滋养，清香盈盈。这个时候，山地
里有了寻野菜的人，说说笑笑，疯疯闹
闹，让节日显得更加丰腴有趣。

二月二，处在“雨水”“惊蛰”和“春
分”节气中间，此时，气温回暖，大地返
青，雨水渐渐多了起来。“二月二，龙抬
头，大家小户使耕牛。”我老家人忙着犁
地、烧火粪、点洋芋、铺地膜种玉米，春耕
春播开始了。

温 情 浪 漫 二 月 二
金功文

说古道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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