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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请看：毕竟快满 20岁了，我
不可能那么无忧无虑。⑦2 14

好在，我每次考核成绩不错，“不安心”也就被忽
略了。还有个原因，的确如连长所说，我一年军龄都
没满。还有两年兵三年兵想去读书呢，通常读书回
来，可以提干。

但是从给爸爸妈妈的信上可以看出，爸爸妈妈也
在担心我表露出想上大学的念头，要我先学好专业。

从这个星期开始，新兵不上班专门训练。我虽然
耽误了两天半，但有决心照样赶上同志们的步伐，而
且努力争取走在前面。自己最多不过是少玩儿点，利
用空余时间补习。数理化我也同意暂时不学，先把电
工学和电话学补习一下，也要在专业技术学好的基础
上。关于上大学，我一定做到不动摇，安心当兵。

（1977年10月26日）
我的确是先干好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但对于上大

学这个念头，始终放不下。不管怎么说，可以通过考
试上大学了（而不是推荐），我就有希望。只要考试我
就有希望。我对自己的应试能力很有信心。

不料这希望历经许多周折和坎坷，直到两年后才
实现。

今天又收到了妈妈的来信，心情较愉快。同寝室
的同志们都羡慕我妈妈经常给我写信，因为她们的妈
妈几乎都不会写信，有些爸爸也不会写，靠兄弟姐妹
写。所以我想我是幸福的，一遇到问题，家里爸爸妈
妈姐姐都能帮助自己，难怪她们羡慕我。

锻炼身体方面连里抓得较紧，经常搞长跑，我自
己就是不爱活动，看见别人打篮球、羽毛球，我一点不
动心。就是喜欢游泳，可冬天总不能游，夏天又游不
了几次。

知道爸爸要去北京我高兴极了，我什么时候才能
去呀？还有妈妈，应该专门去一趟。

（1977年10月26日）
1977年我写给父母的信很少，仅存四封，也许

有丢失。究其原因，一是爸妈离得不远，算是家门
口当兵，我在市区，他们在郊区，两个小时车程。当
兵第一年，母亲还到连队来看过我两次。二是我是
电话兵，打电话相对方便。虽然父亲不让我随意打
电话。

年末的某天，我正在值班，父亲打电话找我，被我
接到了，我习惯性地说：你好，请问要哪里？他没听出
是我，就说请找一下你们连的裘山山。

我当然听出他了，但依然按规范回答说：好的，请
稍等。然后跟班长请假，摘下耳机飞快跑出机房，找
到值班电话，再让战友把爸爸电话转到值班电话上。
开口第一句就是，爸爸，刚才就是我哎。

其实父亲很少打电话给我，他怕影响不好。父亲
一辈子最在意的就是“影响”，动辄说“这样影响不好
吧”。我们家里偶尔吃水果，他也要我们把果皮果核
用报纸包起来再扔，怕“影响不好”。那个年代，他作
为一个地主后代，一个知识分子，胆小谨慎表现在方
方面面。

三天的比赛，作为评委的
范军一直坐镇现场。在颁奖
晚会上，他登台表演相声《精
彩十分》，说起南阳文化南阳
方言如数家珍幽默风趣，把演
出推向了高潮。

范军说，南阳历史悠久，
文化积淀十分丰厚，自古以
来 就 是 文 风 昌 盛 的 一 块 宝
地。南阳更是曲艺的圣地，
素有“书山曲海”之称，曲艺
演员之多，民间艺人之多，曲
艺作者之多，曲艺作品之多，

为河南省之最。曲艺精品层
出不穷，多次在全国及省、市
曲艺会演和比赛中取得优异
成 绩 ，无 愧 于“ 中 国 曲 艺 之
乡”称号。

本届曲艺大赛，不但让全
省的曲艺家和曲艺工作者得
到了相互观摩学习、交流经
验、切磋技艺的机会，凭身份
证领票入场，也让南阳的观众
免费在家门口欣赏到了高水
平的曲艺演出。

记者了解到，为了给大赛

输送人才，市文广新局专门组
织了南阳市第二届曲艺大赛，
选拔出了一批优秀的曲艺演
员，他们具备扎实的基本功和
较高的艺术潜质。在本届大
赛中，我市选送的三弦书《靠
山》、大调曲子《杨书记买羊》，
获河南曲艺牡丹奖节目奖；数
来宝《俺家走进新时代》（作者
党铁久）获文学奖；板书联唱
《开后门儿》、河南坠子《鱼水
情深》、小品《送别》获节目奖
提名奖。⑦2

南阳曲艺，被赞“四个河南之最”

8月3日，为期三天的第六届河南曲艺牡丹奖全省曲艺大赛落下帷幕——

曲艺的“牡丹花”，香飘南阳城
□本报记者 王 平 文/图

经过激烈的角逐，8月 3
日，为期3天的第六届河南曲
艺牡丹奖全省曲艺大赛落下
帷幕。当天晚上，大赛颁奖晚

会暨河南省曲协“走基层 送
欢笑”惠民演出，在市人民会
场举行。河南省文联副主席
苗树群，中国曲协副主席、河

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曲协
主席范军，河南省曲协副主
席、秘书长鲁银海等，与南阳
的观众一起观看了演出。

河南是文化大省，也是曲
艺大省，作为我省重要的文艺
赛事之一，以促进曲艺人才交
流、提高曲艺演出水平为宗旨
的河南曲艺牡丹奖全省曲艺
大赛已举办了六届，发现并推
出一大批中青年曲艺人才，为
我省曲艺发展提供了重要的
人才储备。

本 届 大 赛 由 河 南 省 文
联、南阳市委宣传部、河南
省曲协、南阳市文广新局主
办，南阳市群众艺术馆等承
办 ，参 评 对 象 为 2016年 至
2017年在曲艺创作和曲艺

表演中成就突出的作者和演
员。经过初评，共有 36个节
目入围大赛。经过三场激烈
角逐，最终决出各类奖项：
三弦书《靠山》、小品《第一
书记》等 10个节目获曲艺牡
丹奖节目奖；河南坠子《黛
玉悲秋》（表演者秦晓敏）、
河南坠子《长征托婴》（表演
者李爱红）等 10个节目获表
演奖；河南坠子《英雄赞歌》
（作者明巧玲）、数来宝《俺
家走进新时代》（作者党铁
久）等 5个 节 目 获 文 学 奖 。
11个节目获河南曲艺牡丹

奖提名奖。
本届大赛参赛规模大、参

赛范围广，参赛曲种除了河南
坠子、三弦书、大调曲子，还有
山东快书、京东大鼓，豫东大
鼓、陕州锣鼓书等，150多名
参赛选手遍及全省各地，都是
活跃在我省曲艺舞台上的中
坚力量。三天三场比赛，36
个节目，论时事，话古今，说不
完的是时代的变迁，唱不完的
是生活的咏叹，谱写了一曲曲
新时代的华彩乐章，彰显了曲
艺牡丹奖在我省的广泛影响
力。

三天角逐，曲艺“牡丹”花开南阳

共贺曲坛盛事，共书盛世
豪情。8月 3日晚，大赛颁奖
晚会暨河南省曲协“走基层
送欢笑”惠民演出举行，曲艺
名家、曲坛新秀纷纷登台，让
观众感受到“大中原”曲艺文
化带来的震撼。

演出在省曲艺团的器乐
合奏《夸家乡》中开始。主奏
的是河南坠子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坠胡演奏家
陈胜利，他的演奏韵味纯厚，

旋律跌宕，赢得阵阵掌声。
在比赛中让评委、观众眼

前一亮的陕州锣鼓书再次登
上舞台。这是一个流传数百
年却差一点失传了的鲜为人
知的曲种，精彩热闹的《陕州
十碗席》，把陕州人的热情奔
放演绎得淋漓尽致。

本届牡丹奖获奖节目、
南阳市说唱团选送的三弦书
《靠山》，创新的表演形式，
让观众充分领略到国家级非

遗南阳三弦书的魅力。曾获
中国曲艺牡丹奖新人奖的师
亚峰与曾获山东快书大赛金
奖的韩秋骏，表演对口山东
快书，展示了曲艺新人的不
俗功力。中国广播说唱团国
家一级演员、著名曲艺表演
艺术家温淑萍“含灯”演唱
的《青藏高原》，把重新挖掘
整 理 演 出 的 这 一 曲 艺“ 绝
活”展示在南阳观众面前，
掌声、惊叹声经久不息……

精彩演出，展现“大中原”曲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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