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中的文学

春晚当家人青版图书鉴赏》
◎阎宇

爸爸参加策划的大型晚会，最多的就是春晚了，

作为16届“春晚”的策划人，爸爸和春晚的结缘还有个

小插曲。

这要从一首歌说起，那是 1984 年，他和家人一边

打麻将，一边看节目，演小品的时候麻将就暂停，唱

歌一般不停，但是当张明敏出来唱《我的中国心》时，

他们却停了。那个时候，爸爸刚给《西游记》创作了

主题曲《敢问路在何方》，已是词坛知名的“大腕”

了。但像“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这样的词，爸爸说他是写不出来的。那一晚，

他琢磨着这首好听的歌和这动人心弦的词，心想这

首歌肯定会火，结果第二天这首歌就唱遍了千家万

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这首歌当时给爸爸的触动

很大。之后，北京电视台有个红极一时的节目叫《家

庭百秒十问》请爸爸去当顾问，并撰写主持人台词及

帮着出些题目。

爸爸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与电视结下了缘分。那

年，又帮着北京电视台搞了晚会《游迷宫》，后来又参

加中央电视台晚会《新春乐》的撰稿，用著名相声演

员杨振华父子在深圳游乐场的一番游趣贯穿整台晚

会，逗乐了观众。到了 1985 年入冬时，中央电视台著

名导演黄一鹤找到爸爸，请他策划 1986 年的春节联

欢晚会。从那时起，爸爸就与春节联欢晚会结下了

不解之缘。

乐呵呵、笑哈哈，像个“老顽童”，是人们对爸爸的

评价。但就是这样一个不严肃的“老顽童”，在对待工

作上一点也不含糊。在参与1986年春晚的策划中，虽

然是爸爸第一次策划“春晚”，但他以独具的慧眼预见

到节目时间的伸缩性，有的节目彩排的时候是 15 分

钟，真正演出的时候演20分钟都有可能。为准确控制

播出时间，他把每个节目的时间都精确到秒。当时不

像现在，没有数字设备。为精确控制时间，他拿一块

秒表一个节目一个节目地“掐”时间。正式演出时，整

台晚会节目安排紧凑、时间控制得很好。但很多时

候，作为春晚的总体设计、策划、撰稿，为保证 12 点钟

声敲响，爸爸还要和春晚小组的领导共同商议临时拿

下一两个节目。而拿掉哪个呢？哪个都很好，有时真

的很为难。2000年春晚，砍掉了一个六个大学生辩论

会的节目。这本身是一个很精彩的节目。几个年轻

人都跟他们的父母和亲戚朋友说了，结果最后通知人

家不上了，这几位一听就哭了。

爸爸通知完演员，还得和主持人说，给灯光，给

18 个单位，方方面面的有关负责人都得通知到，这

样,才能保证那个节目跳过去，接下一个节目。为保

证零点钟声，爸爸实在是没有办法，有时也感到很

遗憾。

1986 年央视春节晚会上表演的小品《送礼》是爸

爸为演员李婉芬量身定做的。他根据李婉芬能流利

地说多种方言的特点，在小品设计中，让他一人饰多

角，每个角色出场都使用一种不同的地方方言，给观

众耳目一新的感觉，让小品演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这也是我国小品创作上的一个突破。

同年春节晚会上，一组名为《马字令》的歌曲联

唱，让观众大饱耳福。一首首包含“马”字的歌曲精

彩唱段，让观众沉醉其中。这种表演形式在此前从

未出现过，创新这种新表演形式的人正是我的爸

爸。这种形式不但集中了当时许多精彩的歌曲唱

段，而且符合当时人们开始追求快节奏的潮流，在

“春晚”舞台上首次亮相后，被争相效仿，开创了晚会

表演的新形式。

参与策划了这么多届春节晚会，但爸爸却对1989
年的元旦晚会情有独钟，他说那是他最满意的一台晚

会。此前，历来的元旦晚会都平平淡淡，中央电视台

总想将精彩的“压轴戏”留到春节晚会时演出。筹备

元旦晚会时没有太多的精彩节目可供选择。爸爸说：

“我只能在晚会节目的串联方式上下功夫。”他从那年

美国总统候选人杜卡基斯和乔治·沃克·布什的电视

竞选演说中受到启发，把他们辩论中的一些妙语借

用到元旦晚会中来，于是，出现了由陈佩斯、朱时茂

为争夺晚会主持人而进行的带有政论性和思辨色彩

的“竞选演说”。通过几个回合，造成一个小高潮，巧

妙地把节目串联在一起。由于朱时茂和陈佩斯本身

的魅力，也由于他们辩论的内容涉及广大观众普遍

关注的社会问题，因而引起了观众强烈的共鸣和参

与意识。这不能不说是爸爸的匠心独运。为此，当

年的中国电视星光奖评奖时，专门为爸爸设立了一

个“优秀撰稿奖”。

1990年春晚，第一个难题就是黄一鹤导演和爸爸

都有的一个想法，就是打破历届春节晚会的模式，这

个方面爸爸作出了很多贡献。他虽然年纪很大，但思

想很活跃。当时“春晚”创作组搞了三个队竞赛，黄、

蓝、红，你一个节目，我一个节目，分别是戏剧（小品）、

曲艺、歌舞三个队，当时在央视1号演播厅，台上演，台

下还有竞争，互相咬着上节目，把竞争机制引入春晚，

自然产生矛盾，于是有了优劣比较。这充分体现了爸

爸搞戏剧的才能，就是离不开矛盾冲突，有了矛盾，晚

会就好看了。这个想法点燃了整个“春晚”进入良好

状态的动力。

1990 年的春晚，戏曲联唱《考红》点子很好，但是

去哪儿找几个年轻演员？红娘在京剧里是个花旦，找

谁呢？越剧、豫剧这么年轻的红娘去哪儿找？想方设

法找来了唱越剧的李玲玉，唱河南豫剧的小香玉，安

徽的吴琼，还有个京剧演员，最难找的是老妇人这个

核心人物。开始找了一个演员来，剧组第一次审查都

没通过。演员很好，但是表演喜剧不行。后来，爸爸

亲自去找赵丽蓉，但是赵丽蓉在电视剧组拍戏，来不

了。爸爸又去中国京剧院找，北风凛冽的冬天，他骑

着自行车到处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就是我爸爸

一贯的作风。

青岛往事》

◎牛鲁平

我六十岁生日那天回到爸妈家，那里是我生命出

发的地方，八十多岁的老父亲是位高级工程师，他递

给我一本红色封面的日记本，上面刻着几个烫金字：

“把日子过成诗”，接过这份生日礼物，我的心震颤了、

眼睛湿润了，透过封面上的几个字，分明折射出我的

“理工男”老爸内心对浪漫美好人生的憧憬和对女儿

未来日子的祈福。握住这日记本我就像握住了自己

生命中的“诗和远方”。

我的文学生涯是从喜欢朗读开始的。上世纪六

十年代初，我四岁多，母亲带我去北京探望在核工业

部工作的父亲，住在机关大院里，邻家有个叫张萍的

姐姐上小学了，每天下午放学回来我都能听到她在院

子里的树荫下朗读课文，她的普通话很标准，声音很

美，有时还带着弟弟妹妹一起朗读。我一个青岛来的

小姑娘被他们美妙的声音迷住了，每天下午都站在院

子里“旁听”，后来熟了，张萍就拉我加入“朗读团队”，

父亲和母亲知道了很高兴，还专门带我去王府井大街

的书店买了课本，教我识字，培养我的朗读兴趣。当

时由于国家遭受自然灾害，许多工厂停工，我便随母

亲在北京住了两个多月，从此我喜欢了上朗读，也朦

朦胧胧地开启了我的文学之路。

从上小学开始我就特喜欢语文课，几乎每堂语文

课老师都会让我领读课文，所以每天放学后我做完作

业就会主动预习明天要讲的课文，久而久之朗读就融

入到我的生活，在朗读中我体悟着其中的思想内涵、

写作技巧和精准的遣词造句，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作文时常当做“范文”在课堂上朗读，老师每次点

评都给了我很大激励。

写作是与读书相伴的，有位作家说：“你想把自

己的书摆到图书馆的书架上，那你首先要把图书馆

书架上的书装进自已的脑子里”。我上小学的时

候，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父亲也因核辐射

身体受损调回青岛工作，我清晰记得父亲的床头枕

边总是有一本文学书藉，工作之余，他总会捧书细

读，每遇精彩段落就用红色铅笔画上标记，旁边还

有注释和心得。那时父亲每看完一本书我都会悄

悄拿来读，就这样在青少年时期我读了《怎么办》、

《基督山伯爵》、《牛虻》等一批中外名著，读书的习

惯就此养成，从中汲取了充沛的精神营养，积累了

丰富的知识素材，直到科技发达的今天我还保留着

剪报的“特别爱好”，无论走到哪里看到精彩的文字

就会随手抄录或用手机拍下来。改革开放以后我

更是如鱼得水，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用“如饥似渴

地学习”来形容一点不是自夸。我在职读了大学的

政治学、经济学、汉语言文学和行政管理专业，拿了

好几个文凭并获得研究生学历，更重要的是激活了

生命的生机，底气十足地工作、生活和写作，灵魂有

了力量。

写作的源泉是生活。铁凝说过：“作家要有一种

俯视生活的本领，而不是仰视生活”。如果能钻进生

活的底层去体悟其中的点点滴滴，抽丝剥茧、寻本求

源才能让作品深刻而赋有生命力。上初中三年级的

时候，学校组织了一次到农村去体验生活的“开门办

学”，出发前语文杨老师特别叮嘱我要仔细观察生

活，写几篇好作文。我们全班 50 多名同学在杨老师

和班主任的带领下来到青岛市郊一个叫岙角石的山

村，边学干农活边收集素材写作，杨老师还抽空在现

场给我们上辅导课，大约住了一个月的光景。我和

一位女同学住在第七生产队的农户家，房东两口子

年近五十岁了，有两个孩子，女儿快二十岁了，什么

农活家务都会干，憧憬着嫁个好婆家。男孩是个哑

巴，十多岁了，不上学在家干农活，有些粗野，整天浑

身泥土脏兮兮的，时常在院子里比划着嗷嗷叫，还经

常与村里的孩子干架被邻居找上门来，摊上这样的

房东开始我心里很烦。但通过一件事让我对他的看

法有了质的改变，有一天下午我们班在地里收拾花

生，快收工的时候突然变天下起大雨，我们沿着田间

泥泞的小路奔跑回来，浑身湿透了，脚上的塑料凉鞋

上的带也断裂了，累得精疲力尽，吃了晚饭倒在炕上

就睡着了。第二天我天不亮就醒了，听到灶间有声

音，便好奇地爬起来隔着门缝一瞧，只见房东家的哑

巴用火烧红了铁钩子在给我粘断裂的塑料凉鞋，那

个一丝不苟的认真劲与平时判若两人，我的眼睛湿

润了，透过炉火读懂了哑巴少年那颗善良纯洁的

心。当晚我就写了题为《炉火正红》的作文，杨老师

看了拍手称好。这次“开门办学”取得了丰硕成果，

同学们写了一批“接地气”的好作文，被市教育局树

为典型在全系统推广，杨老师做了多场报告，每次都

带着我和另一个同学去朗读我们在实践中写的作

文，以实例说服听众，从中我也切实感受到有生活才

有好作品的真谛。

随着岁月的磨砾，在波澜起伏的生命长河中我的

作品日渐成熟深刻，这得益于对生活的探究和理解，

就像你要描写五彩缤纷的海底世界，就要敢于在惊涛

骇浪中潜入海底。物质决定意识，好的作家会全身心

地体悟生活，抓住有灵感的素材由表及里地层层剖

析、写出内在的东西，而不是只在表面现象上做文

章。要揭露人性的丑恶是为了更好地扬善，这就是写

作本质所要求的。

我从文之旅的最大体会是：与文学在一起就是

与高尚在一起、与道德在一起、与真善美在一起，每

个优秀的作品都是精神形式与心灵的外化，是作者

的生命之歌，品质丑劣的人永远写不出好作品。上

初中的时候我读《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在书中

描写的欧阳海在我心中矗立起榜样的力量，激励我

一路向上。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陈学昭所著《工作

着是美丽的》一书我读得爱不释手，教我学会了在

工作中体悟快乐，四十年过去了至今这本书还搁在

书架上。大量的阅读给于我强大的精神力量，我在

创作每一篇作品时也都试图给读者带来有益的启

迪，我的散文《春天的经典》、《镌刻在心底的哲学》、

《大海的舞者》、《春风化雨》等等许多作品发表后，

都收到了大量读者发来的感想和体会，这是对我最

好的回馈。

有人说：“六十岁是人生最美好时光的开始”。

我觉的这话很真实，退休后生活里大段大段的留白

给了自己，读书创作终于成了生活的主旋律，清晨当

一抹阳光照进书房，键盘上敲出一个个字符成了我

感情的出口，就像另一个“我”在说话，人生百态、尘

世烟雨、风花雪月、从政趣事……皆成了我们的话

题。我喜欢打开窗子是生活，关上窗子是文学，在烟

火之上幽居，既能出得红尘，又能入得山林的生活状

态，在美好的年华中让静水深流，快乐地营造属于自

己的诗意家园。

青春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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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我有一个特别的朋友，

你猜他是谁？

没错，它就是风。

它有时和蔼可亲，

有时调皮捣蛋。

不过不管它怎么样，

它都是我的好朋友！

它和我放风筝，

不过有时它会故意把线拽断，

像极了淘气的小娃娃。

风和我玩泡泡，

它吹一个，我吹一个。

风和我玩小船，

就因为风帮忙，

一年级的航模比赛我得了第一名呢！

风和我玩气球，

不过它不会吹，

只好我在家里吹好，

再带来和它玩儿。

风和我玩雨伞，

把雨伞转一转，翻一翻……

我和风比赛跑，

不过它常跑第一名，

我常常跑倒数第一名。

屋里的风在挠我的痒痒，

逗得我咯咯地娇笑着。

窗户缝里的风天亮时吹口哨叫我起床，

中午吹口哨叫我吃饭。

有时，风和我一起坐在苹果树下看月亮，

月光照在我们身上。

有时，风和我在草原上翩翩起舞，

天蓝蓝，草青青。

风有时会帮助我，

当然有时也会淘气，

不过最后我们都太累了，

我竟趴在地上就睡了，

小鸟为我们歌唱，

树叶为我们奏乐。

金门路小学 四年级一班 高思语

指导老师：许莹

美丽在人间
这世界缺少美吗?不，不是。我以我的经历向你

证明。

蜡烛是美的。在奶奶的生日宴上,在那外衣十分华

丽的蛋糕上插着两只蜡烛,火光一直没有灭，仔细看一

看,蜡烛在支撑它!一个越燃越红,一个越燃越小!“快把

蜡烛灭了!”我失声叫着。“.奶奶还未许完愿呢!”……不

知过了多久,我猛然看见洁白的纸巾上静静躺着两只快

燃尽的蜡烛……

人格是美的。在这个黄昏，我独自漫步花园，带上

那条丝巾与轻松的心情。归家时，心爱的丝巾不见了，

只留下了焦急。我赶忙跑进花园，忽然，一个女孩对我

喊：“姐姐，是你的丝巾吗？我谢过她，留下一张笑脸。

心中升起一轮感激与温暖的太阳。

露珠是美的。嫩嫩青草上，它迎着晨风笑，太阳升

起，它消失了，留下了被滋润过的芳草。

桂花是美的。虽然小，虽然不起眼，虽然会同秋风

远去，却给我们留下芳香。

忙碌的一天结束了,所有的课程告一段落。

为我们付出的老师与家长们的心灵是美的，转动一

日的时钟不也在奉献吗?世界缺少美吗?不,不是。相信

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美的事物，一生都领略不完，

因为毕竟，丑小鸭还会变成白天鹅呢！所以，美丽就在

人间，让我们去发现，去珍惜它吧！

青岛延安二路小学 陈晓涵

赏梅悟清生活感悟》 ◎孙宪武

青岛的十梅庵，是目前中国长江以北最大的梅

园，被国家农业部命名为“梅花之乡”。这里的梅花比

江南要开得晚些，一般在春节过后，是花开的鼎盛期，

也是赏梅的最佳时段。

每到这时，到此赏梅的人群络绎不绝。赏梅者，

有的身背摄、照像机，是为了捕捉那“犹有花枝俏”的

风姿和人花相拥的美丽瞬间；有的则驻足细观，沉思

悠悠，在品梅的意味和风骨。当然，也有背着画板的

写生者和观梅是为咏梅作一点功课者。不过，自古以

来，画梅咏梅者，不仅在赏梅外在的美，更在品其内在

的傲和骨。

显然，人们喜欢梅花，不只是因为她有“香自苦寒

来”的风骨、“她在丛中笑”的怡然，更有“清姿瘦影立

悬崖，幽香润万家”的情怀。清姿，是她的颜值；清纯，

是她的品格；清香，是她的韵味。赏梅，得其真味真

韵，一个清字贯穿其间，这是她形象的真实写照，是她

灵魂溢出的芬芳。

这使我想起早已过世的奶奶，身着自织染黑棉

布中式袄的神情，淡雅素净，举手投足透着中国妇女

特有的含蓄美。她一生过着并不富足的生活，却从

来不贪图外来之财，并以己之微薄之力接济邻里一

时遇困者。她以清高的行为树起乡舍善良、勤劳和

吃亏的形象。借美喻人，奶奶不就是文人墨客赞喻

的那朵墨梅吗？

崇清尚洁，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追求，梅花则承

继了这美好寓意。元代画家诗人王冕在《墨梅》里写

道“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以表白自己

的气节，活得冰清玉洁，为后人树立了道德标杆。在

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中，不要别人如何夸我们怎么

好，只要我们能够给百姓带来福祉、让我们的国家富

强，就是我们的初心。

清正廉洁，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本色。在我们党的

历史上，映现出无数楷模，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革命烈士方士敏一生清贫，被捕时敌人竟为在这样一

位共产党的“大官”身上搜不到一枚铜板而感到惊诧；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党的好干部杨善洲，他们都

把自身的清洁印在自己的骨子里，把自己的一生献给

人民、献给青山绿水。

“梅花喜欢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在大浪淘

沙中，少数人却经不住“清廉”给自己带来的束缚和寂

寞，在“权、贪、占、色”上仍不收手，最终落得了像被冻

死的苍蝇一样的可悲下场。

故此，我们在观赏梅花时，应将她那清姿韵味记

住，感悟我们的人生，并能像她那样“唤醒百花，香飘

云天外。”

四季里树叶繁多，

奇形异状数不胜数。

我喜欢那一片片枫叶，

是那么普通、平凡。

它没有荷叶大，

没有玫瑰香。

但它极其普通，也最独特。

当人们看见荷花会想到什么，

当人们看见玫瑰又会思考什么？

唯独人们看见枫叶会思念，

思念那远在故乡的亲人。

或许你自己走在枫叶上，

会孤独，会悲伤。

但它又是另一种意境，是凄凉的美……

青岛延安二路小学 禹贞

一种独特叫“普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