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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武光戴武光

三月八日歌声甜，
霞帔锦冠舞翩跹；
佳丽博爱惠世间，
芳心柔情暖人寰；
持家孝亲一肩担，
为国为民半边天；
敢与须眉试比高，
巾帼美誉壮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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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翠玲，呼和浩特著名晋剧表演艺术
家，以其卓越的艺术成就被称为内蒙古戏
剧界德艺双馨的晋剧表演艺术大师，被誉
为“晋剧界的梅兰芳”。

康翠玲 1930 年生于北京，祖籍山西省
朔县。

康翠玲出身于梨园世家，其母亲金玉
玺是著名的河北梆子演员，早年在北京从
艺，专攻青衣，后改演山西梆子 (晋剧)，是
一位很有造诣的艺术家。

新中国成立后，金玉玺曾经担任过新
蒙实验剧团、呼和浩特市晋剧二团、青年
晋剧团的团长；还创办了呼和浩特市艺术
学校，并亲自执教，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
文艺工作者。

康翠玲从小耳濡目染，自幼随母亲学
戏，展现出极高的戏曲艺术天赋。她 10 岁
登台，随母亲辗转多地演出，民国时期就
已经名噪一时。当时戏迷中曾流传一句
话“砸锅卖铁也要看康翠玲唱戏”！可见
康翠玲在晋剧界的影响力之大。

1955 年康翠玲参加内蒙古音乐、舞蹈

戏剧汇演，获演员一等奖。1956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1957 年参加内蒙古戏剧汇演，
再 获 演 员 一 等 奖 。 1960 年 加 入 中 国 剧
协。曾出席第三、四次全国文代会，参加
过全国妇代会。康翠玲移植的河北梆子
和京剧剧目有《铁弓缘》《霸王别姬》《花
木 兰》等 ；演 出 的 晋 剧 剧 目 有《三 滴 血》

《嘎达梅林》《江姐》《王昭君》《春香传》
《女会计》《西厢记》等 ；自编剧本《宋金
郎》。 其中《江姐》《打金枝》《春香传》被
灌成唱片。

康翠玲的代表剧《打金枝》《蝴蝶杯》、
现代戏《江姐》《嘎达梅林》等深受广大观众
喜爱。据粗略统计，康翠玲共演出传统剧
目两百多个，现代戏30多个。

康翠玲在其一生的演出实践和艺术生
涯中，不断探索、创新，逐渐形成了自己的
艺术特点，尤其是在唱腔上，吸收了北路梆
子、蒙古族音乐的音乐元素，使自己原有的
柔婉、清丽的艺术风格又增添了豪放、粗犷
的边塞韵味。她的唱腔圆润，吐字清晰，扮
相俊美，表演活泼逼真，极富感染力，将晋

剧的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康翠玲以其独
特的表演风格和韵味著称，她在舞台上时
而婀娜多姿，时而婉约动人，无论古装戏中
端庄秀美的大家闺秀，还是现代戏中的各
种人物，都被她演得栩栩如生，让人仿佛置
身于那个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晋剧世界。
特别是在一些反映老百姓生活题材的新编
历史剧或现代剧中，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晋剧表演中独树一格，因而博得广大观
众的广泛赞誉和好评。

康翠玲不仅有着过人的天赋，更是凭
借对艺术的热爱和执着，不断追求更高的
境界。她在舞台上所展现出的那份从容
与自信，那份坚韧与毅力，都让人为之赞
叹不已。 她在《打金枝》《白蛇传》《十五
贯》《怨娘娇》等传统晋剧中扮演的不同角
色，都达到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上世纪
50 年代包头一号高炉剪彩，康翠玲为中央
领导人演出，受到周恩来、叶剑英、乌兰夫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高度评
价。

1978 年春 ，在传统晋剧中断了 10 年

后，应广大戏迷强烈要求，年过半百的康
翠玲又一次登台，为广大的戏迷献艺，在
呼和浩特人民剧场连续演出了 70 多场《打
金枝》，场场爆满！这出戏红黑生旦行当
齐全，演员阵容强大，演出中，康翠玲扮演
升平公主（金枝公主）、任翠凤扮演沈后，
常艳春（艺名“八岁红”）扮演唐代宗，杨胜
鹏扮演郭子仪，陈艳秋扮演驸马郭瑷。每
到精彩之处，观众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经
久不息。

康翠玲历任呼和浩特市晋剧二团副团
长兼艺委会主任、呼和浩特市晋剧团团长、
呼和浩特市戏曲学校校长、内蒙古自治区
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呼和浩特市剧协名誉
主席、呼和浩特市文联副主席等职务。著
有《康翠玲艺术生涯自述》四集。

为了晋剧事业，康翠玲积劳成疾，得了
重病。手术后，她拖着病体，每天在呼市
艺校手把手教晋剧班的学生，在她的推动
下，内蒙古的晋剧艺术得到了很大发展。

康翠玲 1998 年在呼和浩特病逝，享年
68岁。

历史上有一些人，我们虽然对他们的名
字十分熟悉，但对他们的生平却知之甚少。
这 些 人 就 是 因 为 文 学 名 篇 而 名 垂 后 世 的
人。比如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任安，李白

《赠汪伦》中的汪伦。说到宋代，就不得不提
到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滕子京了。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
范仲淹除了文名之外，他的爱国精神和爱民
情怀也流传后世。在生活中，他还是一个非
常喜欢交友的人，他的朋友多为谦谦君子，比
如名臣晏殊、富弼等，比如文豪欧阳修、梅尧
臣等，他们不但学识渊博，而且品格高尚。

要说范仲淹交往时间最长，堪称一生知
己者，则非滕子京莫属。滕子京，名宗谅，字
子京，河南洛阳人。范仲淹与滕子京先有同
年之谊，同为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 年）
蔡齐榜进士。后是同事，宋仁宗天圣年间，
二人同在泰州任职，范仲淹任泰州西溪盐仓
监、兴化县令，滕子京为泰州军事判官。并
且，范仲淹在泰州主持修筑捍海堤时，滕子

京主动加入，襄赞其事。后来，人们把这条
新建的长达一百五十里、挡住了洪水、保护
了百姓生产生活的泰州捍海堤命名为“范公
堤”，其中实有滕子京的功劳。仁宗康定年
间，范仲淹以安抚招讨副使身份经略陕西，
御敌西夏，滕子京任泾州知州，为其部下。
在同僚的二十余年间，二人互相帮助，互相
支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范仲淹对滕子京
的品性和能力了然于胸，多次向朝廷推荐，
使滕子京得到朝廷的提拔重用。

范仲淹之所以能写下《岳阳楼记》这一
千古名篇，也是因为他与滕子京的君子之
交。庆历三年（1043 年），西夏主动议和，西
北边事稍宁。当时迫于“积贫积弱”困局的
宋仁宗迅速召回范仲淹，让他以参知政事
（副宰相）主持改革，史称“庆历新政”。后
来范仲淹遭到排挤 ，先贬邠州 ，后转邓州
（今河南邓州市）。

庆历四年（1044 年），滕子京也因遭诬
陷，被贬岳州（今湖南岳阳市）。好在“谪守

巴陵郡”的滕子京并未沉沦 ，而是励精图
治，发奋图强。两年后，岳州“政通人和，百
废俱兴”，于是“重修岳阳楼”。

庆历六年（1046 年）秋，岳阳楼焕然一
新，为把好事办好，滕子京想到了范仲淹，
希 望 他 为 刚 刚 重 修 落 成 的 岳 阳 楼 写 一 篇
记，遂写了一封求援信，随札附上一幅《洞
庭晚秋图》，命人快马加鞭送至邓州。

是年九月十五日晚，因改革失败成为
“逐臣”而一直郁结于心的范仲淹，在邓州
衙署仔细读过滕子京的来信 ，端详着《洞
庭晚秋图》，然后出门，踱步于自己新建的
花洲书院，望月光如水，思前因后果，突然
间 ，他 感 到 了 一 种 前 所 未 有 的 清 醒 和 澄
明，他似乎找到了一片与此时心境完全契
合的风景，无形中获得了一个释放阴霾的
契机和出口 ，所有的焦虑、痛苦瞬间消失
殆尽。最重要的是，他拥有了一个任由他
挥洒的楼、任由他遨游的湖 ，这个楼和湖
与《洞庭晚秋图》并无多大关系，这是他心

中的楼、心中的湖，是他能够抒发自我、表
达理想、棒喝宵小的楼和湖。于是 ，笔墨
飞动 ，一篇后来让楼和湖双双扬名的《岳
阳楼记》援笔立成。他把人生道路上的荆
棘和坎坷写作“阴风怒号，浊浪排空”“薄
暮冥冥，虎啸猿啼”。他把志士蒙冤，忠臣
见 弃 写 作“ 忧 谗 畏 讥 ，满 目 萧 然 ，感 极 而
悲”。历经人生大风大浪的范仲淹将邦国
兴衰、黎民冷暖时刻萦怀。无论人生道路
上的风雨多么急骤 ，他总能坚如磐石 ，做
到“ 不 以 物 喜 ，不 以 己 悲 ”，做 到“ 心 旷 神
怡，宠辱皆忘”，并且“居庙堂之高，则忧其
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而那“先天
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轰鸣之
声，更是范仲淹心中那八百里洞庭激荡出
来超越时代的强音。

深 深 的 友 谊 加 上 爱 国 的 忠 贞 成 就 了
《岳阳楼记》。可以说，《岳阳楼记》既是范
仲淹心忧天下的外在表达，也是他与滕子
京君子之交的意外收获。

从立春出发，春之旅正式启
程。蹚过雨水，闻过雷声，头罩
金辉，身浴惠风，气象意义上的
春天迈着铿锵有力的步履，走向
春的深处。

金飞玉走，居诸不息。当太
阳行至黄经 360 度时，春的四姑
娘敞开公允不倚的胸襟，将时光
切割得寒暑相宜，昼夜均等。

春分也是平分春季的意思，
在古时被称为“日中”“日夜分”

“仲春之月”。这天，太阳直射地
球赤道，昼夜等长。对春分的定
义，农历书籍随处可见。《月令七
十二候集解》曰：“二月中，分者
半也，此当九十日之半，故谓之
分。”《春秋繁露》说：“春分者，阴
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
农历书载：“斗指卯为春分，约行
周天，南北两半球昼夜均分，又
当春之半，故名为春分。”

二十四节气设定了四季均等
的季节框架。每个季节的设定
均 经 过 数 次 验 证 而 最 后 定 型 。
简约二十四节气，形象四十八个
字，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自然的
智 慧 结 晶 。 一 言 穷 理 ，博 大 高
深；两字珠玑，韵味无穷。

惊蛰时节，轻雷隐隐，土里
蛰伏冬眠的昆虫睡眼惺忪，蠢蠢
欲动，络绎嘤其鸣、求其友，欢快
地婉转鸣唱。天地松一松筋骨，
伸展了身子。山川河流，都倏然
醒 来 ；花 草 树 木 ，正 破 土 而 出 。
那么，春分节气，在古人的笔下，
是怎样一番情景呢？

春风日是思念亲人的日子。
五代徐铉《春分日》曰：“仲春初
四 日 ，春 色 正 中 分 。 绿 野 徘 徊
月，晴天断续云。燕飞犹个个，
花落已纷纷。思妇高楼晚，歌声
不可闻。”你看，时至仲春，春天
被分为昼夜相等。月亮在田野
游走，雨天和晴日轮番登场，一
只 只 燕 子 飞 来 ，一 朵 朵 花 儿 开
放。但对思妇来说，美丽的景色
更激起了她对远方爱人的思念。

春分日是植树的大好时节。

有 清 代 宋 琬《春 日 田 家》为 证 ：
“野田黄雀自为群，山叟相过话
旧闻。夜半饭牛呼妇起，明朝种
树是春分。”作者写农人夜半起
来喂牛时，顺便将妻子唤醒，告
诉她早点起床，因为明天就是春
分节气，要种树了。我国劳动人
民勤劳、智慧的优秀品质生动地
展现在读者眼前。

春分日是春播繁忙的季气。
“雨霁风光，春分天气。千花百
卉争明媚。画梁新燕一双双，玉
笼鹦鹉愁孤睡。”（欧阳修《踏莎
行·雨霁风光》）春分时节，雨过
天晴，花儿争艳，一双双燕子从
南方归来，笼中的鹦鹉孤独地睡
着。多么温馨的春日图。河套
地 区 有“ 春 分 麦 入 土 ”的 农 谚 。

意 思 是 春 分 是 播 种 小 麦 的 季
节。“惊蛰早，清明迟，春分播种
正当时。”虽然春分时节河流解
冻，土地酥软；紫燕归来，埂草吐
绿，但现代科技的发展和气温的
转暖，将小麦的种植时间提前。
内蒙古“春播第一耧”在惊蛰前
夕开播，奏响了人勤春来早的乐
曲。

春分日是南北景色各异的季
节。“春分雨脚落声微，柳岸斜风
带客归。时令北方偏向晚，可知
早有绿腰肥。”（佚名《春分》）春分
时节，北方的春天正阔步前行。

“五原春色旧来迟，二月垂杨未挂
丝。”在细雨霏霏中，主人在岸柳
摇曳中带回了客人。此时，南方
早已草长莺飞，杂花生树，绿意盎
然。一南一北，气候迥异，自然景
观大不相同。相信不久后，辽阔
的北疆大地也必将呈现出桃花烂
漫、青杏拂墙、绿树婆娑的旖旎景
观。

春分日是人们欢聚的时刻。
白 居 易《郡 中 春 宴 ，因 赠 诸 客》
（节选）：“是时岁二月，玉历布春
分。颁条示皇泽，命宴及良辰。
冉冉趋府吏，蚩蚩聚州民。有如
蛰虫鸟，亦应天地春。薰草席铺

坐，藤枝酒注樽。中庭无平地，
高下随所陈。蛮鼓声坎坎，巴女
舞蹲蹲。”白居易当郡守时，在春
分这一天按规矩是要宴请属下和
士绅的。当时的场面十分火爆，
人们坐在熏草席上，喝着藤枝酒，
在少数民族的咚咚鼓声伴奏中，
少女们翩翩起舞。随意而坐的人
们，像复苏的蛰虫，响应着春天的
召唤。“冉冉”“蚩蚩”“坎坎”“蹲
蹲”叠音象声词的运用，将热烈的
场面描写得形象生动。

春分日是一位诗人受到村民
热情款待的一天。“春半南阳西，

柔桑过村坞。娉娉垂柳风，点点
回塘雨。蓑唱牧牛儿，篱窥蒨裙
女。半湿解征衫，主人馈鸡黍。”
（杜牧《村行》）风中垂柳袅袅，雨
点落在池塘上，放牛娃披着挡雨
的蓑衣在风中唱着牧歌；透过篱
笆 还 窥 见 一 位 穿 裙 子 的 少 女 。
村边桑树环绕，乡村风光甚美，
而乡村的人情更美。诗人来到
老乡家里，解下由于行路而汗湿
的衣衫时，主人已经准备好了佳
肴。作者通过春分日行程中几
个物象的描写，赞美了村庄的美
丽景色和村人的热情好客。

流凌汹涌，河水初生；雨润
万物，草木孚萌。春分节气，九
九已过，但气温仍处于冷热胶着
状态。春寒料峭，乍暖还寒。只
有经过一次次冷与热的博弈，才
能迎来春色撩人、春风得意的久
久艳阳天。有道是：春幡春胜，
浩荡春风大地醒；稼艳压春葩，
葩成叶始芽。南疆的紫荆花如
此 ，北 国 的 各 种 花 木 也 不 甘 寂
寞，正默默孕育生机，蓄势待发。

节气是馥郁之茶，节气是浓
香之酒。春之手只轻轻一划，即
白昼平分。之后，白日渐长，夜
晚趋短。大地的沉寂已被雷声
打破，严寒被彻底驱走，春之大
门完全洞开。

“ 流 年 莫 虚 掷 ，华 发 不 相
容。”春风研墨，桃李执笔；杨柳
作词，平仄成韵。芸芸众生正抖
擞龙马精神，继续用智慧和勤劳
点燃浓浓的人间烟火！

在我的家乡，不管是田野旁还是道路边，
随处可见一丛丛、一簇簇郁郁葱葱的红柳。

红柳在家乡的土地上恣意生长，莽莽苍
苍，一望无际。盛夏时节，红柳开出一串串
粉红色的花，花色鲜艳，花枝摇曳，如同十里
桃花盛开。正如清代文豪纪晓岚曾写诗赞美
红柳：“依依红柳满滩沙，颜色何曾似绛霞。
若与绿杨为伴侣，腊梅通谱到梅花。”

红柳学名柽柳，属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它
耐寒、耐旱、耐盐碱，是一种极易生长的植
物。然而，在家乡人的眼里，红柳全身都是
宝。

红柳的幼枝嫩叶，是牛羊和骆驼最喜欢
吃的草料。小时候，我们常常把牛羊赶到红
柳滩放牧，任凭它们自由、欢快地吃着红柳
枝叶。我们一群小孩则在红柳旁玩各种游
戏：有时玩围老虎，有时玩打手背，有时玩捉
迷藏……

红柳的枝条柔韧、修长，可以编织多种器
物。深秋时节，当红柳繁华落尽，只留一身
筋骨时，人们便开始收割红柳枝条。其时，
每家每户门口都会有一个像蒙古包一样大小
的红柳垛。到了冬天农闲时节，人们就开始
用红柳枝条编织箩筐、筛子、笊篱等。

红柳的枝叶是上好的药材，具有疏风散
寒、解表发汗、升散透疹、祛风除湿等功效，
可用于治疗感冒发烧、麻疹不透、风疹身痒、
风湿痹痛等病症。记得儿时，有次我患麻疹
高烧不退，母亲赶紧找来红柳枝叶煎汤让我
服下，才使我热退疹出，转危为安。

红柳的枝干质地紧密，坚硬耐耗，是上等
的燃料。那时只有家底殷实的人家才烧得起
红柳。记得从前，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家女儿
能嫁个“烧红柳，吃白面”的人家，那样就会
心满意足，在亲朋好友面前也有了面子。

前段时间，家里来了几位比较重要的客
人，儿子带我们一起去一家非常气派的饭店
吃饭，点菜时说要份“红柳大串”吧。当时，
我不知道这是一道什么菜肴，但又不方便询
问。等端上来时我才发现，是用红柳签串的
烤羊肉串。突然想起小时候，村里人用的筷
子也是用红柳枝做的，跟眼前的红柳签相差
无几，不觉多了几分情趣。

如今，每次回到家乡，我都会到村旁红柳
地驻足流连，便觉神清气爽，心旷神怡。我
爱家乡的红柳，更崇尚红柳坚韧、顽强和积
极向上的精神。

丽丽
日抒怀日抒怀

■■张玉山张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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