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济夫

梁山县属鲁西南戏剧之
乡。源于山西上党梆子的“梁山
呕”——— 枣梆，清末诞生于梁山
县方庙村；山东梆子亦从民间诞
生、发展。梁山系老县边区，戏剧
起步较晚，现略述其春秋史话。

清末民初，梁山县寿张集
村的井守俊先生，少年时期就
很热戏。该村有个小玩局，作为
组织戏班的基础。当时，职业戏
班很少，人们非常渴求文娱生
活。民间流传：“锣鼓一响，满街
人淌”“怀揣窝头几根葱，撵着
剧团听半冬”“戏班一走，松死
几口，别埋别埋，戏班还来”。在
这种情况下，井守俊靠朋友资
助，购置箱具，聘梆子戏大净张
学为(浑名大麻子)、夏庆顶(艺
名夏回子)，大生王五、李富贵、
岳元和(浑名瞎红脸)，青衣任
宝和、王玉和，毛净明华兴，文武
生邵振华，花旦邹振(艺名小华)
等，可谓“五湖四海，精英毕集，
各顶门头，戏码又全”，组成了一
个 功 力 扎实的 山 东 梆 子 戏
班———“长生班”。民国七年秋
后，在村里十月古会试演四天
后，名声远扬。台口连接，很少

“打坐伙”(即无人批戏、请演出)，
演出一直到春节放假过年。

戏班演员正月初六集合，
首先到东平县城里城隍庙戏楼
演出。自二月二庙会开始，直到
芒种，这是戏班演出的黄金时
期。批戏的多，戏班子扎实，有
时必须分班：甲地会的终日，就
是乙地会期的开始。相重一天，
两个会上都得演戏，不能冷场。
戏班也很习惯“赶戏”，即甲地
会上唱完夜戏，赶紧装箱上车，
赶往乙地黎明的早三出、跳加
官，虽然辛苦，可多挣钱。四天
的戏价高达120块现大洋。

该班成立后，演出顺利，曾
多次到济南、开封、徐州等大城
市戏院演出。民国十五年，他们
应邀到曲阜孔府演出，曾获孔
子第76代孙衍圣公孔令贻嘉
奖，亲笔题赠“长生班”匾额一
块、赠予“虎头牌”一对。这在当
时是很荣耀的。

该班能盛极一时，首先是
井守俊先生有强烈的事业心，
收入都用在添置箱具、聘请名
角、提高班底等扩大业务上。其
次角色硬、齐全，较大的戏如

《反洋河》《闯幽州》等都能开
场。“长生班”名角多且精，一次
大安山庙会演出《二进宫》，大
麻子饰徐延昭，瞎红脸饰杨波，
任保和饰李娘娘。他们三个都
是黑、红、青衣顶门头的一流角
色。在大段辩论的戏中唱得“拧
绳”(俗语“带劲”)，三人一人一句
对口唱，各展其能，字正腔圆，惟
妙惟肖。当时，几位会首都是行
家。他们赞扬说：“要想听，《二进
宫》，里头有戏。”

好景不长。“长生班”兴盛
了几年，钱也挣了，名也扬了，
问题随之而来。最突出的是这
十几个名角，有的跳班，有的装
病、告假，总想多弄几个钱。民
国十九年，“长生班”历时11年
后解散。

井守俊经营“长生班”十余
年，积累了资金，业务成熟，对
打“窝班”(类似戏校)有水到渠成
之势。首先聘请了吴桂元、李保
梅、阎思明为教师，此三人都是

“本头戏”多、武功好的科班出身
且唱戏多年的老“江湖”，有一套
打窝班子的经验。接着就招收学
徒，其条件是：10—15岁的男童。
招收了近百人，经过一冬天的准
备，过阴历年就开班了。

定名“大井班”，演员名字

中的“金”字，是科班的特点和
标志，同现在戏剧学院某“届”
毕业生相似。文生蒋金杯的《提
寇》，他饰寇准，复杂的心理状
态都能在做功上惟妙惟肖地表
现出来，加上嗓子好，加几个花
腔，内行人说他是活寇准。后在
战争年代，他到鲁豫边区民友
剧社当社长去了。上世纪六十
年代，他回家探亲，家乡戏迷好
友劝其再演一次《提寇》。他应
允后登场轰动十里八乡，数万
戏迷一下子都拥到了寿张集。
戏园子的围墙被挤得轰然倒
塌。戏只演了一场，给人们留下
了很大的遗憾。

大井班唱响后，大生任心
才，功底深厚，唱腔豪放，婉转
动听，擅演《吊孝》《抚琴》等戏，
后任郓城县剧团业务团长。大
净章兆林，大生王五，青衣任保
和等名角，都特受欢迎。王五饰
杨元帅的《辕门斩子》，在东平
城隍庙戏楼演出，把喜、怒、哀、
乐表演得活灵活现，把吹胡子、
瞪眼睛、顿纱帽等动作表演得
恰到好处。尤其是他的立嗓之
妙更为罕见。当穆桂英进帐报
名时，吓得他面色陡变，手托纱
帽，一个立嗓围大帐跑了三圈，
台下掌声雷动。

过去戏班的弊端很多，有
点名气的角色，就这山望着那
山高，流动性很大。尤其是出徒
后，个别人见圈就跳，见空就钻。
说什么“一年师傅二年哥，三年
不认得你和我，四年就要操家伙
(即打起来)”。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黄河发大水，又加日本鬼子
进关，“大井班”就解散了。

井守俊知道，要想长久不
衰，必须后继有人，所以在大井
班兴旺之时，家里又组建了个
小“窝班”。民国二十三年(1934
年)十一月，聘请了著名山东梆
子演员赵衍俊(艺名盖九州)为
大师傅，石建录为二师傅，王凤
仙为三师傅，具体负责教练事
宜，很快就开班了。定名“福”字
科，习称“小井班”，演员共40
名。师傅抓得紧，演员学得很
快，能上演的就到大井班见习。
大井班解散后，留下的演职员
就归了小井班，两班合并，班子
仍很扎实。时局关系，该班转移
到黄河北活动，1945年后解散。
井守俊先生于1949年病故。

1949年，由抗日战争初期
的昆山实验县改建为梁山县，
政府拨1万斤小米，添置了新箱
和道具，由“小井班”和郓城、南旺
的两个“玩班”的演员合在一起，

“梁山县洪峰剧团”正式成立。李
作举任团长，李若玺任副团长，定
员70名。文教科派一名文化教员
和一名专职党支部书记加强领
导。剧团以新的面貌出现。

新中国成立后，河南豫剧
渗透到山东。山东梆子以高亢
激昂，大黑、大红的戏领先，而
豫剧以华润缠绵、生旦的戏为
主，特别是坤伶最受欢迎。为了
适应观众要求，“洪峰”剧团不
惜高价到郑州聘来坤伶名角孙
月娥，每天唱一个戏，聘金为老
币13万元(即人民币13元)，在当
时是一个不小的数额，人们送
号“十三万”。同时，又吸收了两
名新秀花旦李恒、李会姊妹二
人，更是锦上添花，名噪一时。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文
化娱乐需求的提高，业余剧团
大发展。20世纪60年代，梁山县
有农村业余剧团21个，拥有枣
梆、杂技、豫剧、弦子戏、山东梆
子五个剧种，后来又有歌舞团、
文工团等，除演历史传统剧目
外，还自编自排了不少紧跟形
势宣传教育的现代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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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康宁

十载辛苦结硕果

钩沉索隐十年，披沙沥金万卷。
校订本《济南泉水诗全编》的付梓，
背后历经了诸多艰辛。为编校此书，
侯林、王文十余年来遍访山东省内
以及全国各家图书馆、数字古籍书
库，翻阅、查找数万种古代的诗文别
集。终于让很多趋于散佚状态的珍
贵诗文和古籍，重新回到公众视野。
已经出版的校订本《济南泉水诗全
编》(一、二、三卷)为清代卷，清代之
前的泉水诗，亦将陆续推出。

这3000余首清代泉水诗，包罗万
象内涵丰富。其中有康熙、雍正等皇帝
的咏泉之作，也有草根文人随兴而发
的作品。有济南本地的名人手笔，亦有
外地雅士行经泉城留下的印记。更有
不少书信来往、互相唱和之作。其中，
涉及的诗人多达956位，时间纵跨数百
年，可以说是蔚为大观。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教授吕家乡，在阅读此书后表
示，从一首首变化多端的诗词中，“更
加体会到汉语词汇的宏富丰赡和语
法结构的灵动活泼”，对此书的评价是

“体量巨大，意义非凡”。
就规模而言，此书所收录的泉水

诗体量，远超其他作品。2012年，济南
市史志办公室曾经编纂《济南泉水
志》，共收录历代济南泉水诗1200首。
此书中，单是清代泉水诗便收录3437
首。除了内容的广度之外，此书的另
一个特点是准确、权威。济南历代泉
水文献，到今日某些泉水艺文书籍，
都存有诸多错讹之处。

为此，侯林、王文下足功夫，对
收录书中的全部诗作，详加考订校
勘，一定要为济南留下一部可靠的
泉水文献。为了一词一句，甚至是一
个有争议的字，他们常常要多方考
证，找到最权威的出处。很多珍贵的
古籍不能拍照留存，必须逐字逐句
手抄下来作为资料，其中付出的心
血，可想而知。

令人欣慰的是，在对泉水诗的收
集考证过程中，很多关于济南历史的
片段也被打捞出来。侯林与王文，先后
撰写了《芙蓉街史话》《华不注史话》

《济南园林七十家》《济南名泉考》等专
著，很多的史料都是独立发现、独家品
评。这可以视作对编校者辛苦付出的
一种独特的回报。

寻找济南文化的“灵魂”

“泉水是济南的灵魂，而诗歌又
是文学的灵魂。所以泉水诗，也应当
是济南文化的灵魂。”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教授杨存昌表示。他对侯林

和王文苦心孤诣地寻
找泉城文脉、弘扬泉水
文化的付出，表示深切
的敬意。

侯林和王文都是济
南的媒体人，因为工作
与文化相关，早年间便
已相识。近年来，二人开
始专注于济南泉水、园
林文化的再度发掘。尤
其是侯林，退休以后的
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
投入泉水诗的编校工作
当中，直到古稀之年仍
笔耕不辍。

侯林的兄长侯琪，
曾为济南出版社编审。

兄弟二人在济南文化圈颇有名气，
被称为“济南二侯”。而侯林先生的
女儿侯环，也是济南大学副教授，同
样致力于济南历史文化的研究。山
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宋遂良评
价，侯家几代文化人，都有着很高的
文化水准和道德操守，非常难得。作
为土生土长的济南人，他们也自觉
承担着研究、传承济南文化的义务。

济南历史文化学者魏敬群、山东
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朱亚非
均表示，《济南泉水诗全编》给解读济
南地方史提供了另一种方向。从诗中
发现了很多记载，可以视作历史构成
的丰富细节，值得研究和品读。

济南地方史志研究院史志处处
长庞新华，也部分参与了本书的编
辑修订过程。在他看来，“水生泉，泉
生文，文生济南”，济南人灵秀风雅、
重教务本、阔达乐观、宽容进取的一
面，大概就是近于泉、源于水的原
因。侯林、王文对于济南泉水诗历史
的整理发掘，是对城市的热爱，也是
一种“家国情怀”的展现。

期待“泉水诗”走向大众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伯
齐先生曾在40年前出版了《济南诗
文选》，这本书也一直是研究济南文
学、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而对于这
本新出的《济南泉水诗全编》，李教
授认为，本书展现出的不计名利、执
着追求的学术精神，对于学术界中
存在的一些快餐化的浮躁风气，是
一种有力的驳正。

与会专家认为，《济南泉水诗全
编》有着鲜明的存史与用世价值，它
对于当前的泉·城文化景观申遗、建
设文化济南都有促进作用，而且在
济南泉水文化的发展历史上也具有
里程碑的价值意义。

同时，一些专家也提出了更多的
期望。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守
森，从文学审美的角度分析了本书中
的一些作品。他认为，从文学性的角度
看，《济南泉水诗全编》中很多诗作的
水平并不算高。要让大众深入了解泉
水诗，应该尝试从《济南泉水诗全编》
中摘取一些较为优美可读的作品，做
一个“精选本”。如此，才能更好地推动
泉水诗的普及和传播。

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
教授李掖平，也期待着让泉水诗“活
起来”。她认为，对于专业的文学和
史学的研究者，本书的价值毋庸置
疑。但在当下的传播语境下，让更多
年轻人爱上“泉水诗”，一是要优选、
精选，二是要结合视频、手绘等新媒
体传播的方式。侯林和王文已经做
出了很好的示范，加大推广力度，需
要更多力量的参与。

对于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侯林
表示非常感谢。回忆起年轻时求学
的经历，他特别感谢曾经的恩师张
伯海先生，引领他走向了学术研究
的路程。而如今得到众多专家的关
注和鼓励，更加让他认识到文化传
承的意义。自己必将更加努力，力争
让更多的“泉水诗”现之于世。

本次学术研讨会，由山东师范
大学文学院、中共济南市委党史研
究院(济南市地方史志研究院)、山东
省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等
单位联合举办。研讨会前，侯林、王
文向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赠送校订
本《济南泉水诗全编》(一、二、三卷)，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聘请侯林为兼
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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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校订
本《济南泉水诗
全编》学术研讨
会在山东师范
大学文学院举
办。与会的文史
专家学者及媒
体 代 表 ，对 侯
林、王文编校的
校订本《泉水诗
全编》予以高度
评价。

校订本《济
南泉水诗全编》
(一、二、三卷)，
由中共济南市
委党史研究院、
济南市地方史
志研究院主编，
近日由线装书
局出版发行，其
中收录济南清
代泉水诗高达
3437首，是济南
市历史文化与
泉水文化整理、
研究的一项重
大成果。

侯侯林林((左左))、、王王文文((右右))向向山山东东师师范范大大学学文文学学院院院院长长孙孙书书文文赠赠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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