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风送爽，稻菽飘香，新中国

诞生 75 周年的国庆就要来临，每

年这个时候都是祖国最美的季节，

丰收锣鼓敲得最响，大小戏台争奇

斗艳，是人们心头最欢畅的时候。

每到这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

那些叫“国庆”“建国”的兄弟：

孙国庆、曹国庆、张建国、蒋建国

……我认识的叫“国庆”“建国”

的人可真不少哇！其中许多人亲如

手足。他们的名字里不仅有父母的

祝愿，还蕴含着许多美好的时代记

忆，星星点点地折射着新中国的进

取之光、幸福之光！

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名字只是

个标签，但名叫“建国”的人，也

许自带使命感。

邻 家 小 弟 孙 国 庆 出 生 在 国 庆

节，大大的脑袋、大大的嘴巴，小

时候一哭起来声音覆盖整个大院，

谁也想不到他日后会成为名扬天下

的歌手，只是记住了国庆节那一天

他的生日蛋糕。那是物资匮乏的时

代，但是他母亲陈莱英阿姨总会给

他用发面粉加糖加鸡蛋和红绿丝，

做一块花花绿绿的小蛋糕。我至今

也忘不了大脑袋的孙国庆得意地捧

着生日蛋糕站到门口，骄傲地展示

给院子里的孩子们看的情景：“今天

国庆节，是我的生日！”他终究没有

辜负父母对他的期待，认真地刻苦训

练，考入中国音乐学院，又顽强地从

大提琴手跨界成为歌手，并用歌声唱

出了时代年轻人最爱的歌：电视剧

《篱笆、女人和狗》 的主题曲 《篱笆

墙的影子》、电视剧 《平凡的世界》

主题歌 《就恋这把土》、与毛阿敏联

袂演唱的申奥主题歌 《好运北京》、

央视 MTV 大赛优秀奖 《雄鹰》 ……

国庆节，往往是文艺工作者最忙的时

候，孙国庆的生日很难在家中度过，

能在电视屏幕前给观众带去欢乐，这

是他的使命，他属于“国庆”，属于

全国人民喜庆开心的日子！

在全国政协京昆室结识的京剧名

家张建国，也是在节假日忙得见不着

面的好兄弟。他并非出生在国庆节，

取名“建国”是爱戏的父亲张景刚对

儿子的厚望。张建国出身于农家，从

小就聪明伶俐爱唱戏。他的老家河北

晋州小樵村有玩儿戏的传统，他的父

亲张景刚能唱老生、旦角，也从戏曲

中汲取了爱国兴邦的营养。张景刚给

儿子取名“建国”，就是希望儿子将

来能成才，好好建设国家。张建国秉

承了父亲的志向，爱戏比他爸爸还入

迷，八九岁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好角

儿”，14 岁考进石家庄戏校，走上漫

长而艰辛的追梦之路。撕筋拉骨的基

本功训练、倒仓换声的煎熬、初上戏

台临场发挥的失败种种挫折袭来，张

建国从不气馁，只怪自己功夫下得不

够，要想在台上站起来，还得苦练。

从此，他练功、喊嗓真是拼命加玩

儿命。

1975 年 从 戏 校 毕 业 后 的 张 建 国

进 入 石 家 庄 京 剧 团 ， 直 到 1984 年 3

月，张建国才遇上自己的恩师——京

剧表演艺术家张荣培先生。尽管张建

国以前学过不少戏，也演过不少活

儿，那多数是大路活儿。而张荣培则

要让徒弟一切走入正轨，原来不甚规

范的唱腔、念白以及身段，都要“脱

胎换骨”，张荣培不厌其烦地从走台

步开始给张建国改毛病，哪怕是一个

唱腔，一个身段都要反复教上数十

遍。张建国也格外用心，知难而进。

在恩师的严格教诲下，张建国夯实了

功底，在戏台上崭露头角，摘得一个

又 一 个 桂 冠 ： 第 2 届 白 玉 兰 奖 主 角

奖、第 2 届全国中青年京剧演员电视

大赛最佳表演奖、梅兰芳大赛金奖、

中国戏剧梅花奖、文华表演奖等等，

他还参加了多部影视剧的拍摄，成了

影视剧“三栖名角儿”。

我最欣赏张建国的是他的进取精

神，挫折压不垮他，荣誉也挡不住

他，他会不满足于一个戏一个奖的成

功，而是始终清醒地理智地往前走，

在演传统老戏时，注重有新意，在创

排新戏时，注重注入经典性。近年

来，他不但排演了许多新编历史戏，

还举办了“一月一经典”的流派传统

戏演出，其艺术功力和不服输的精神

让人折服。那些年每次政协开会和调

研时，我都会问他对新创剧目的追

求，《伏生》《奚啸伯》《董仲舒》《嵇

康》《大漠苏武》 ……张建国根据自

己的先天条件，根据年龄特点，不断

发挥优长，在不变中求变，在变化中

继承创新，不断保持新的追求，完善

自己的表演个性，用戏来证明自己对

艺术的执着和坚守，实为难能可贵。

现在，他又挑起了京剧基金会会长的

重 担 ， 为 赓 续 京 剧 接 班 人 而 鞠 躬

尽瘁。

黄 梅 戏 名 家 蒋 建 国 跟 京 剧 名 家

张 建 国 一 样 ， 也 是 从 演 员 走 向 名

家 ， 进 而 成 为 领 军 人 物 的 栋 梁 之

材。黄梅戏是个从“三小戏”成长

起来的年轻剧种，不像京剧、昆曲

等古老剧种那样行当齐全。京剧的

小 生 有 几 类 ， 黄 梅 戏 的 小 生 不 分

类，按人物走的，古装戏现代戏都

没有严格的固定表演程式，这就给

演员出了难题，当然，也给演员留

下了无限的表演空间。创新是黄梅

戏的必经之路，但是是否成功，就

要看演员的功力。蒋建国演过很多

戏，最成功的是他刻画的一系列民

国 长 衫 人 物 ：《 雷 雨 》 的 周 萍 、

《逆 火》 的 柴 梦 轩 、《青 春 作 伴》

的顾重光等，他将一袭长衫的知识

分子的理想追求、复杂心态、命运

和性格，表现得栩栩如生。既有玉

树临风、为理想不惜牺牲生命的新

四军队长，又有在新旧观念交替中

撕扯、矛盾重重的牺牲品，给观众

留下了深刻印象，丰富了黄梅戏表

演的范畴，他也因此获得了中国戏

剧梅花奖。跨世纪以来，他走上剧

院领导岗位，深知黄梅戏虽然面临

挑 战 ， 但 要 坚 持 “ 守 正 创 新 ”， 牢

牢抓住“出戏、出人、出成果、出

效 益 ”， 体 现 艺 术 为 人 民 的 文 化 价

值，抓出了 20 多部新编舞台剧，培

养 了 20 多 位 高 级 职 称 人 才 、 7 位 梅

花奖演员。如今，身为安徽省黄梅

戏 艺 术 发 展 基 金 会 理 事 长 的 蒋 建

国，通过举办“黄梅戏十大金花评

选 ”“ 高 校 明 日 之 星 选 拔 ” 等 赛 事

活动，继续为黄梅戏蓬勃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

国 庆 将 至 ， 我 的 那 些 名 叫 “ 国

庆”“建国”的兄弟们一定会比往年

忙得更欢！新时代里，祖国正是因为

有了像他们这样勇进取、敢担当的一

代代才俊，才永远充满生机，永远蓬

勃发展啊！

生 日 快 乐 ， 我 的 祖 国 ！ 生 日 快

乐，我的那些叫“国庆”“建国”的

兄弟们！

（作者系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

协委员，著名编剧）

我那些叫我那些叫““国庆国庆”“”“建国建国””的朋友的朋友
侯露

国 人 对 柿 子 情 有 独 钟 ，不 仅

是 钟 情 于 它 艳 丽 温 暖 的 色 彩 ，也

钟 情 于 它 香 甜 的 口 感 ，更 钟 情 于

它 寓 意 的 美 好 。柿 子 的“ 柿 ”因 为

与“ 事 ”“ 世 ”等 字 谐 音 ，所 以 一 对

柿 子 人 们 会 叫 作 事 事 如 意 ，四 个

五 个 柿 子 会 被 人 们 叫 作“ 四 世 同

堂 ”“ 五 世 同 堂 ”，柿 子 和 苹 果 ，会

被 人 们 叫 作“ 事 事 平 安 ”“ 世 世 平

安 ”…… 这 些 都 是 柿 子 的 美 好 寓

意 ，也 难 怪 古 往 今 来 有 那 么 多 的

人们喜爱它。

国 庆 时 节 ，柿 子 是 应 季 水 果 。

它 不 仅 满 足 了 人 们 的 口 腹 之 欲 ，

更 是 满 足 了 人 们 的 祝 福 意 愿 。所

以 ，柿 子 也 成 为 佳 节 相 互 馈 赠 的

优选礼品。在这水果飘香的时节，

在 品 尝 香 甜 得 像 小 灯 笼 似 的“ 美

颜”柿子的时候，我不由地想起了

甘 肃 陇 南 白 马 人 的 特 色 美 酒——

柿 子 酒 。白 马 人 是 居 住 在 甘 肃 陇

南文县白马峪河两岸的一支十分

独特的族群，他们属于藏族，被称

为“白马藏族”，但他们自称“白马

人 ”。白 马 人 人 数 不 多 ，他 们 有 着

自己的传统生活习俗。

立秋之际，树叶凋零，白马沟里

一 片 萧 条 景 象 ，而 白 马 人 家 的 房 前

屋后却被金灿灿的柿子和红彤彤的

柿 叶 装 点 得 色 彩 斑 斓 ，处 处 充 满 勃

勃生机。寒露前后，人们已顾不上欣

赏 美 景 ，抓 紧 时 间 将 采 摘 的 鲜 柿 子

去皮后，再用细麻绳一个个串起来，

挂 在 场 坝 、屋 顶 晾 晒 。远 远 望 去 ，挂

在农户特意用短木搭的架子上的一

串 串 晶 莹 剔 透 的 柿 子 ，在 秋 日 的 照

耀 下 像 一 串 串 红 彤 彤 的 灯 笼 ，又 像

一 面 富 丽 堂 皇 的 织 锦 ，为 大 山 深 处

的 白 马 村 落 增 添 了 浓 浓 暖 意 。当 我

初 次 进 入 白 马 沟 进 行 调 研 的 时 候 ，

首 先 被 那 些 颗 颗 晶 莹 的 ，在 寒 风 中

傲 立 的 柿 子 所 吸 引 ，那 些 村 民 看 来

最 平 常 不 过 的 柿 子 树 ，我 则 是 从 不

同 的 角 度 欣 赏 和 拍 摄 。最 后 忍 不 住

诱惑，在征得主人的同意后，摘上几

颗，放在嘴边轻轻一吸，顿感沁人心

脾，甜在嘴里、凉到心里。

在 白 马 人 的 饮 食 习 俗 中 ，柿 子

除 了 制 作 柿 饼 外 ，更 重 要 的 是 把 它

作 为 酿 酒 的 重 要 原 料 。白 马 人 生 活

的 地 方 大 都 是 阴 湿 地 区 ，气 候 阴 冷

潮湿，所以，白马人一年四季都要喝

酒 驱 寒 。天 长 日 久 ，养 成 了 人 人 喝

酒、家家酿酒的传统习惯。但他们经

常 喝 的 不 是 高 度 数 的 白 酒 ，而 是 在

自 己 家 里 用 青 稞 、高 粱 、大 麦 、燕 麦

等五谷杂粮酿造的类似黄酒的低度

酒 。一 般 人 家 一 年 都 要 酿 两 三 大 缸

酒，逢年过节，招待客人，常喝不断。

而千百年来挂满白马村寨周边老柿

子 树 上 的 柿 子 ，则 成 为 了 白 马 人 重

要的酿酒原材料。

白 马 寨 子 里 的 阿 妈 们 掌 握 着 柿

子 酒 的 酿 造 秘 方 ，先 把 小 麦 、玉 米 、

青 稞 等 粮 食 洗 干 净 ，用 一 种 粮 食 也

行 ，几 种 粮 食 混 合 在 一 起 也 可 ， 放

在特制的大锅里蒸煮。白马人厨房

最特别的设备就是有三四个灶眼的

大锅台，锅台呈弯曲状，有利于主

妇同时照顾多个灶眼，锅台上的铁

锅从大到小排列，那些尺寸甚至超

过一米的大锅眼，主要是用来煮粮

食酿酒。

煮好原料后，拿出来晾凉，再拌

上酒曲，放在特制的容器中捂起来，

天气暖和的时候，仅仅三天，拌上酒

曲 的 原 料 就 发 起 来 了 ，这 时 候 柿 子

酒 的 主 角 —— 柿 子 才 出 现 。在 特 制

的 酒 缸 里 放 上 一 层 发 好 的 原 料 ，再

放 上 一 层 柿 子 ，这 样 错 开 一 层 又 一

层，装满后，就该盖好盖子，发酵。冬

天经过三四个月，夏天经过一个月，

柿 子 酒 就 好 了 。一 般 的 粮 食 酒 是 黄

色的，而柿子酒则是红色的。

多 年 过 去 了 ，白 马 沟 里 柿 子 的

身 影 依 然 深 深 刻 印 在 我 的 脑 海 里 ，

柿 子 酒 的 香 甜 我 还 在 回 味 ，这 个 国

庆 ，避 开 城 市 的 熙 熙 攘 攘 和 人 头 攒

动，不妨约几个亲朋好友，来甘肃陇

南文县白马沟摘柿子、品柿子酒，让

大家感受对生活“柿柿如意”的期盼

和祝福！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

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柿柿如意”
马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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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烟火人间

■我见我闻

Z 名家名笔

掐指一算，我最爱的花，已到了该掐的

时候。

是的，韭菜花。

世人爱花，牡丹也好，梅兰竹菊也罢，

包括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皆有一眼可见

之美，再赋予拟人之品格，为之诗词歌赋，

伴之琴棋书画，花就不再是花，成了人，成

了佛，成了仙。韭菜花从来没享受过这样

高规格的待遇。

可能是韭菜花不稀罕，所以开得低调，

不细看，甚至看不出是花，就那么一团团，

簇拥在一起，白花花的，有点“花非花，雾非

雾”的样子，但仔细观察，每一朵花都开得

很用心，有花瓣，有花蕊，花团锦簇，花枝招

展。大多用在花身上的成语，用在韭菜花

上，丝毫也不过分。

不过，要论闻香，韭菜花确实不如很多

名花。要感受韭菜花香，不能靠鼻子，要靠

嘴才可以。一朵花香气太重，适合闻，而不

适合吃。韭菜花散发出的则不是常见的花

香，更像是茎叶汁液的味道，堪称天生美

味。甚至不需要太多调料，只用盐腌一腌，

就可以直接入口。当然，腌制时配上些生

姜，盛盘时淋上些香油，更是给什么花也不

换了。

可惜韭菜花期短，为了保存更长久，很

多人将其磨成酱，冬天吃涮羊肉，乃是绝

配。在济南，几乎每家火锅店的韭花酱味

道都不尽相同，当年，有家店开在经八路旁

一条胡同里，独立小院，旧屋破墙，招牌只

有一个破旧的灯箱，上写“火锅”二字，可每

到饭点，就人满为患。那个小院里有个石

磨，韭花酱全是自己磨的，所以尤其鲜辛。

因为市场上许多成瓶的韭花酱，含韭菜花

量和现在我们常说的一些电影的“含腾量”

差不多，有的大量掺韭菜，还有的直接上

“科技狠活儿”，总之，百分之百韭菜花含量

的韭花酱，“独行地球”也买不到。

但可以买到韭菜花。离我家最近的菜

市场，有个开了多年的蔬菜店，除了日常种

类齐全外，还常有榆钱、槐花、马蜂菜、面条

菜、莲子，包括许多我说不出名字的野菜，

伴随着一年四季，日历一样在门口轮换着

摊开。去年秋天，我就在那里买了一大袋

韭菜花，吃完之后意犹未尽，再去，老板哑

着嗓子呼呼隆隆地说：“过季了，明年吧。”

今晨起来，打开窗，秋风微凉，细雨散

落，树叶未黄，突然想起，“明年”到了。

赶紧到了那家蔬菜店，果然，门口摆着

一大袋韭菜花，让人欣喜若狂，我赶紧扯了

两个塑料袋，塞了个满满当当，又拣了两块

新姜，兴高采烈地回家，将韭菜花淘洗几遍，

择出碎叶，掐断菜梗（还挑出了三只小蜗牛

和一只七星瓢虫），拾掇干净了，铺开、晾干，

和姜块一起用蒜臼子捣碎，放在盆里压紧，

密封好，进冰箱冷藏，如同装进了一个梦，梦

中，舌尖生津，味蕾开花。

这个过程中 ，我想起“天下第五行书”

《韭花贴》，五代时的书法家杨凝式挥毫写下

他对韭菜花的爱：“当一叶报秋之初，乃韭花

逞味之始，助其肥羜，实谓珍羞，充腹之余，

铭肌载切，谨修状陈谢伏惟鉴察……”

感 谢 韭 菜 花 ，更 感 谢 韭 菜 。 在 开 花 之

前，这种顽强的植物一年已被割了两三茬，

依然还能开出花来，让人爱都爱不过来，有

什么资格去嘲笑呢？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

韭
菜
花
开

魏
新

Z 诗词鉴赏

■精彩阅读：
这个国庆，避开城市

的熙熙攘攘和人头攒动，

不妨约几个亲朋好友，来

甘 肃 陇 南 文 县 白 马 沟 摘

柿 子 、品 柿 子 酒 ，感 受 对

生 活“ 柿 柿 如 意 ”的 期 盼

和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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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偶至此，世界难辨清。

荒原寂无言，驱车在火星。

戈壁梦寥廓，湿地觉物醒。

寒澈托素湖，灼透敖山顶。

碱滩水漫过，白壳足踏崩。

水面任鸥鸟，马路拘羊群。

羊杂汤味美，羊头骨狰狞。

夜半裹棉服，正午着短裙。

巴音河水急，海子岸边等。

落日繁花处，光塔渐独耸。

至德令哈

大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