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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包公故里走进包公故里
□□廖廖 奔奔

因马烽而与众不同的村庄因马烽而与众不同的村庄
□周 习

我出生在中原腹地、黄河南岸的
开封城，从小知道城里有包公府衙、包
公湖、包公祠。长大一点了听戏里唱
《铡美案》，宋代的铁面包公铡了忘恩
负义的皇亲驸马陈世美，惊心动容。戏
台上包公为自己摆下棺材一方，摘下
有着长长平翅的官帽（民间传说宋仁
宗赐他翅长加二寸）在手里端着，不惧
权势地低声开喝：“开——铡！”威武的
衙役们高举起龙头、虎头、狗头三口大
铜铡，陈世美吓得瘫在地上，面色如土
灰。龙头铡放下一开，刹那间日月晦暗、
天地动容，“咔嚓”一声，铡刀落地，血
光冲天……台下小伙伴们一片叫好。

我只顾看故事了，就没注意到包
公是哪儿的人。这次来到了安徽肥东
县东边包公镇的包村，才知道包公出
生在这里。古代这儿属庐州治下，庐州
就是今天的合肥。

包村坐落在巢湖北岸、浮槎山旁
侧的丘陵地带，背倚凤凰山。村里自古
留有一座包氏宗祠，左近有与包公幼
年生活有关的荷花塘、花园井、衣胞庙
等遗迹，凤凰山上还有一片“包氏祖
茔”。近年村里建起了占地90亩、偌大
一片的包公故里文化园，里面有包公
故居、孝肃阁、包公书院、廉苑、包林
等，希望借此推广包公文化和发展旅
游。合肥同样也建有包公文化园，里面
也有包公祠、包公墓、包公池，老城区
还保留着一截护城河——包河，据说
包公幼时曾在这里读书，后来又到这
里担任庐州知府。反正当地似乎什么

都带着一个“包”字，这当然是乡梓文
化的骄傲，值得大书特书一笔的。

我知道的古代人物里，大约有三
个人习常被民间称作“公”，尤其得到
人们的尊崇：周公、关公和包公。因此
心里一直存了一个疑问：上下五千年
里中国的知名历史人物多了去了，为
什么只有这三个人被称作“公”呢？据
说“公”的称呼来自春秋五爵“公侯伯
子男”之首的“公爵”，但民间又不完全
按这个论。例如周公的爵位确实是

“公”，名正言顺。关公是“汉寿亭侯”，
还差着一级，他被封帝封圣是死了多
年以后的事了，也算吧。包公根本没被
封过爵，只担任过权知开封府（四品）、
枢密副使（二品），但他也被称作“公”，
恐怕更多是出自老百姓的口碑吧？

西周时候周公的事儿太久远了，
民间不甚知晓，只在文人书籍里享誉。
三国时候关公的声望来自他的忠贞义
勇，经由小说《三国演义》和明清众多
铁嘴钢牙说书人的推波助澜，在民间
逐渐被传成了神。宋代包公的誉望高
涨，则是因为他的治世名声了。包公故
居里的展板告诉我们：包公姓包名拯，
是楚国名臣申包胥之后。史书说包公
为人敦厚、疾恶如仇、廉洁公正、生活
简朴，而主要推崇他孝亲、清廉和敢于
弹劾权贵三方面的事迹。

孝亲是说，包拯28岁考中进士之
后被授予江西建昌县令，双亲年老舍不
得他远离，包拯于是毅然辞官在家奉养
双亲，十年时间里还放弃了其他的做官

机会，直到给父母养老送终并守孝三年
期满，才出任天长县令。不慕荣华富贵，
对封建时代的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毕
竟做官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许多人就是
在遵制守丧期间还要隐匿实情换取仕途
和俸银呢；再说自古以来忠孝不能两全
时，仕宦之人多舍孝尽忠，包拯竟然反其
道而行之！好在宋仁宗正在倡导以孝治天
下，并不怪罪包拯，包拯因而得遂其愿。

清廉就有许多典型的例子了。包
拯少年时在一僧舍读书，经常与同学
路过一个富人家门口，富人设宴请他
们，同学想去，包拯说我们将来可能会
主政一方，现在欠了人家的情，将来你
拿什么还？断然拒绝。南宋理学家朱熹
因此称赞包拯自幼立己接人严格。包
拯曾经担任广东端州知府，离任时没
有带走一方端砚。想想早已被居为奇
货的端砚，今天仍然是天下文人最为珍
视的宝贝，价值连城呢！包拯曾担任监
税官，掌管过漕运，后来还担任了财政
大臣三司使，这些都是肥缺，但他公而
忘私，一尘不染。包拯担任家乡庐州的
知府时，上任伊始就告诫族人不得因此
而谋求私利，自己则不与亲戚朋友来
往、执法不徇私情，曾因舅舅犯法而责
之以棍刑。宋代实行的是避籍制度，异
地为官，宋仁宗能破例将包拯任用到原
籍，充分说明了对他清廉品性的认可。
我读到包公故居堂屋东壁石碑上题写
的《包拯家训》时，仿佛读懂了包拯的本
心：“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
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

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不畏强势、执法严峻、弹劾权贵、

严惩贪官污吏，则是包拯最为人称道
的地方了。包拯担任监察御史时，先后
弹劾了包括皇亲国戚在内的60多位官
员，把许多贪赃枉法者拉下马，使得“贵
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传雅
号“包弹”。他曾七次弹劾朝中势力巨大
的王逵施行苛政暴政，致其下台，朝野
为之侧目；三次弹劾舒王爷的郡马郭承
祐为非作歹，使之贬官；两次弹劾宰相
宋庠尸位素餐、毫无建树，让他遭到罢
免；又连续弹劾罢黜了前后两任财政高
官三司使张方平和宋祁，朝野震动。包
拯甚至还数次面责皇帝。宋仁宗宠爱张
贵妃，不断给她的伯父张尧佐加衔增
职，包拯前后四次弹劾张尧佐，仁宗无
奈只好削去了张尧佐的部分职衔权位。
史书称赞包拯敦厚忠恕、铁面无私、刚
正不阿、不畏权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包
拯立身持正、宁折不弯的秉性，正应了他
一首明志诗里的句子：“精钢不作钩。”

包拯的事迹宋代时就在民间流传
开来，他成了秉公执法、不畏权贵、为
民请命、不徇私情的形象的代表，成了
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好官。包拯包拯，打
包票要拯救苍生也，民间演绎生发了
包拯之父给他起名的寓意与厚望。

宋代文人笔记里已经有十余种关于
包拯仕宦事迹的记载，如司马光《涑水记
闻》、沈括《梦溪笔谈》、叶梦得《石林燕
语》等。宋代说唱话本里则开始渲染包
公断案的明察，例如《三现身包龙图断

冤》《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合同文字记》等。
还有一篇《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的篇末说：

“直待包龙图相公做了府尹，这一班盗贼，
方才惧怕，各散去讫，地方始得宁静……
亏杀龙图包大尹，始知官好自民安。”可见
在当时民间传说里，包公已经是个威震地
方、政绩突出、受百姓广为称道的人物了。

元代政治黑暗，人民期盼清官，元
杂剧里因而盛行包公戏。今天保存下来
有完整剧本的包公戏有十六七种，例如
关汉卿的《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包待制
智斩鲁斋郎》、郑廷玉的《包待制智勘后
庭花》、李潜夫的《包待制智赚灰阑记》、
武汉臣的《包待制智赚生金阁》、曾瑞卿
的《王月英元夜留鞋记》、无名氏的《包
待制陈州粜米》《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
《神奴儿大闹开封府》《包待制断玎玎珰
珰盆儿鬼》《张千替杀妻》等。包拯曾任
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属于皇帝
顾问一类，都是荣誉性的头衔，故而世
称他为“包待制”“包龙图”。其实这都是
虚衔，没有实际官职，但一般人得不到，
是皇帝特授以示荣宠的，所以民间引以
为包公的特殊徽标。元杂剧里主持正
义、体恤民情、擅长勘察、无所不能的包
拯形象，体现了百姓对清明政治的渴
望和期盼，成为扭曲时代里民间摆脱
黑暗现实的一种集体心理幻想。

明清时期包公戏极其流行，从东
到西，从南到北，几乎所有的地方戏曲
剧种里都有包公戏，全国老百姓因此
都知道了“开封有个包青天”。戏里的包
公黑脸，永远不笑，既维护皇权，又刚正

不阿，抗官官相护，替民众申冤。戏里甚
至把他演绎成敢于对抗皇亲、置自身安
危于不顾而坚持公道正义的形象。民间
最流行的一个戏是《铡美案》，把秦香莲
的故事嫁接到明清长期盛演的戏《琵琶
记》里去，这才有了舞台上抬棺铡驸马
的威武黑包公。秦腔传统名剧《包公赔
情》里，更是演绎成包公幼时被“嫂娘”
养大，后来侄子包勉贪赃枉法，包公铡
了侄子自己给“嫂娘”养老送终的故事，
显现了民间百姓心中对理想清官的人
性塑形。包公还能日断阳、夜断阴，出入
人间地府之间，断尽天下疑难杂案，他
也成了一个半人半神的存在。

包拯的脸谱因此与传统戏里所有
脸谱都不同，他面黑如漆，在前额的位
置用白色油彩勾画出一弯新月，俗称

“月形脑门”。据说包拯出入阴阳两界
断案需要“通行证”，这“月形脑门”就
是一张跨界“通行证”。

在包公身上，寄托了封建社会平
民百姓对于清官的企盼和对公平正义
的向往，这种向往的汇聚，成为制衡传
统道德与官僚体制的强大舆论力量。

浮槎山齐都峰顶有清、浊两支泉
水流出，包拯幼时曾得母亲张氏训导：
要像清泉一样清白做人、清廉为官。浮
槎山上的松树嶙峋直节、巍然挺拔，其
中是寄寓了包公的魂魄吗？

站在包村抬头望去，凤凰山头，一缕
云气上冲天际，仿佛天地正气所聚合。

往事越千年，今天的包公故里，正
翻开一页新的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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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太阳透过茂密的树林照到贾街

上，照到了作家马烽的铜像上，我感到
眼前金光四射。这和我昨天在马烽纪念
馆里看到的塑像一模一样——塑像有
真人那么大，坐在藤椅上，一只手扶着
椅子，一只胳膊抬着，手微微上扬，似乎
和来人说着什么，很亲切的样子。我不
禁毕恭毕敬地在塑像面前三鞠躬。

贾街上有山西省贾家庄传统的八
大坊、民俗小吃、民俗演艺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屋檐上的红色小灯笼，一个接
一个。贾街的尽头是一个石制大牌坊，
沿着台阶走下去，就是一个群众集会
的大广场，在这里，我们和村民一起参
加了第23届乡村文化艺术节。

贾街后面的大路旁，两排粗壮的
杨树古老而沧桑，路北就是贾家庄有
名的作家村。是的，你没有听错，贾家
庄有作家村，作家村由几座20世纪二
三十年代风格的别墅组成，也叫文澜
苑，绿树、鲜花、小桥流水，一样不少。
这次来，我就住在1号楼二层的一间房
子里。这座别墅是四合院结构，由蓝砖
砌成，两边有同样颜色的耳屋。其他几
套别墅造型各异，风格迥异。作家村穹
形的大门口立着一块长条巨石，书有
2018年乔羽老师题的一段话，大意是
说，贾家庄是他当年创作歌曲《人说山
西好风光》的地方。这句话勾起了我童
年看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时的记
忆，歌词“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
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
梁”和欢快的旋律感染着我。在第23届
乡村文化艺术节上，当地歌唱家豪情
满怀地歌唱此曲，赢得满场喝彩。

贾家庄是个了不起的村庄，村里
有文化艺术馆、博物馆，有著名电影
导演贾樟柯组建的种子影院、电影学
院、书店等，有玻璃制品、包装等村办
龙头企业，有谷子、黑豆、玉米等农业

科技示范基地——整个村子就是一个
4A级景区，到处可见“共同富裕”的宣
传牌。

我想，这个村庄一定是注入了高
贵的灵魂，才使它变得与众不同。那
么，这个灵魂在哪里？

二
在我看来，这个高贵的灵魂就藏在

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里。我幸运地
在村里见到了主角高占武的原型——
已经96岁的贾家庄村民武士雄。

从村博物馆往西走，会出现一条
窄小的胡同，胡同里有一个别致的农
家院，就是武士雄的家。院子里两棵
高大的白杨树直冲云霄，这是我在农
家院里见过的最高的树，令我吃惊得
合不拢嘴。武士雄的儿子、村长武建
生迎了出来，他把我们让进屋子里，桌
子上早就摆满了香蕉、苹果、橘子、花
生、瓜子，展示着一个富裕和睦的小家
庭的幸福。武士雄轻轻地迈进客厅，
他瘦脸、长身，穿一件小方格长袖衬
衣、一件马甲，头发后梳，非常精神。
武士雄说，他当年被国民党抓壮丁，幸
亏他的连长是地下党，率领他们起义
后，他才成了解放军战士。不料在一
次战斗中他的腿负了伤，所以退伍回
村，担任了团支部书记。他到峪道
河两岸治碱找水，马烽了解到这件
事，就以他为原型，写了这个故事，后
来拍成了轰动全国的电影《我们村里的
年轻人》。

武士雄一开口，沙哑而雄浑的嗓
音便将我们带到了20世纪50年代。他
说，1952年，马烽来县里挂职副书记，
他们开始交往。马烽很爱护年轻人，见
面就督促年轻人找对象。马烽支持合
作化建设，当时村里 200多户人家，
只有最穷的 19户人家报名入社，分
成2个互助组。互助组找当地的铁匠
给打镢头，给人家钱，人家都不肯给

打。求人不如求己，最后他们千方百
计打了100把镢头，用人力拉和镢头
刨，打了一场春耕春种胜利仗，在村史
上留下了“一百把镢头闹革命”的故
事。在互助组不被人看好的时候，马烽
是坚决支持互助组的。

武士雄80多岁的老伴坐在走廊椅
子上，穿着一身碎花褂，望着我们微
笑。马烽的女儿马老四赶忙过去打招
呼，看来她们很熟悉。

三
就这样，我认识了马老四。马老四

原名段惠芳，笔名梦妮，诗人，是山西
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她是马烽唯一的
女儿，上面还有三个哥哥。她大个子，
圆脸，短发，穿了一件圆领粉色刺绣大
汗衫，看起来纯洁朴素。

我们一见如故，于是在一天夜里，
我们聊得很晚，她把马烽和贾家庄的
故事一一告诉了我。说起爸爸马烽，梦
妮充满了深情。她说，新中国成立前
夕，爸爸去北京开青联会，结果却留在
北京筹备全国文协会议，他成了第一
届作协理事，当时只有69名理事，他可
能是最年轻的理事之一，和老舍成了
同事。

《吕梁英雄传》是他和西戎合著的
中国第一部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
民族抵御日本侵略者的小说，是《晋绥
大众报》周文社长指点帮助的。周文曾
经是上海左联组织部的部长，还给鲁
迅抬过棺。周文见他有着强烈的写作
欲望，就对他说：“你写北京的话，你能
写得过老舍吗？”这一句话把他点醒
了，他决心要到熟悉的生活中去，于是
他要回山西去。当时汾阳有一个抗日
英雄叫蒋三儿，吸引了他和西戎，然后
他们在了解蒋三儿的过程中，发现了
汾阳贾家庄。贾家庄为什么吸引了他
们的注意呢？因为这个地方有很多盐
碱地，特别穷，互助组却做得好。他每

次都带上铺盖卷儿，从北京坐火车到
榆次下车，再骑上自行车，到贾家庄
来。来来去去，时间都丢在了路上，特
别不方便。

梦妮说，爸爸和贾家庄的关系缘
起于贾家庄的互助组和后来的初级
社。他发现，农民开荒靠一家一户干不
成，必须组织起来。从那个时候开始，
到了初级社、合作社，越搞越好。当时社
会生产力比较低下，只有组织起来，依
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兴修水利，他觉得这
是一个好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还
写了通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是
梦妮从贾家庄村史纪念馆看到的。

梦妮说，看到爸爸回山西的决心
已定，妈妈立刻先回太原来，带着三个
哥哥、姥姥姥爷还有侄女儿一起。虽然
姥姥姥爷都是河北人，但也一块来到
了山西，妈妈则成为《中国少年报》山
西记者站的人。

四
“20世纪50年代到‘文革’前，是

爸爸的创作高峰期。”梦妮说，当时中
篇小说《村仇》发在《人民文学》创刊号
上，被改编成连环画、电影等，上海人
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小人书再版了好
多次，现在在他的纪念馆里还放着几
套。他十五六岁参了军，在根据地里成
长起来，去延安学习，成了文艺兵；从
延安又回到晋绥边区，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锻炼了他，他也参加过开国大典
观礼。这种成长经历，决定了他有强烈
的使命感和文以载道的创作理念。

“‘文革’的时候，爸爸还在接受审
查，听说要我们到农村去。妈妈就一个
人先到了贾家庄，问村支书我们能不
能到贾家庄来插队呢？因为我姥爷已
经70多岁，姥姥双目失明，我们家三个
孩子只有我16岁的大哥上班当了矿
工。当时我妈妈想，要插队去，可能一
辈子就要待在农村了，那么还是希望
到熟悉的贾家庄去。没想到支书一口
就答应了，说回来吧！我们全家心里很
温暖。虽然一家人最后没有去成贾家
庄，而是被打发到了赵树理老家沁水
县，后来又随着被释放的爸爸到了平
顺县西沟村，就是李顺达、申纪兰的那

个村，但一直记着贾家庄的恩情。”
梦妮说，她家和贾家村的关系就

跟亲戚一样。她第一次到贾家庄，是去
看她插队的三哥，妈妈带着她在村里
走家串户，妇女队队长给妈妈沏了一
壶大叶子茶，又怕凉了，便放在火上温
着。她还见到了贾家庄第一任支部书
记贾焕星，他跟妈妈无话不说。

改革开放之后，要分田到户，是分
还是不分？一时拿不准，当时贾家庄村
支书邢利民来找她爸爸，说这可怎么
办呀？“爸爸说一刀切是不对的。”贾家
庄村里种的是大田，如果完全分下去，
水利设施怎么办？种的东西都不一样，
该浇还是不浇？贾家庄原来机械化就
很好，拖拉机耕种，收割机收割，如果
分田到户，机械怎么办？“爸爸说，要实
事求是，因地制宜。”邢利民听了以后，
回去就把口粮田、饲料田、自留地分到
户；统一机耕、统一排灌、统一调配种
子、统一植保、统一收打，做到了“三田
到户五统一”。“爸爸时刻为时代着想，
为农民着想，思考着农村政策，他写过
一个关于野村见闻录的短篇小说，当
时还被好多杂志转载。”

五
梦妮说，中国农民文化素养来源

于中国戏曲，戏曲里都是帝王将相、才
子佳人，如果利用电影的手法来表现现
实生活的话，农民就更容易理解，让不识
字的农民多来看，就能对他们有所启发，
更有助于对农业政策的贯彻，这是爸爸
搞电影创作的缘起。机缘巧合，一起从吕
梁山上下来的孙谦是电影编剧，从北影
厂回到山西后，就住在她家旁边。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是国庆十周
年的献礼片，新中国成立十年了，新时
代的农民已经跟过去的农民完全两样
儿了，“爸爸认为新时代的农民有文
化，如果他们认真学习种田技术，生活
会更上一层楼”。

“20世纪80年代末，爸爸迎来了又
一个创作高峰。”梦妮说，这时伤痕文学
流行，爸爸写了电影剧本《新来的县委
书记》，后来拍成了电影《泪痕》。《咱们
的退伍兵》也是取材于贾家庄，是关于
富裕起来的人带动其他人共同富裕的

故事，是受贾家庄的启发。他的主张和
贾家庄的实际情况不谋而合，贾家庄
的乡亲们常常说，这是我们村里的谁
谁谁，和贾家庄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他的作品就是写给农民看的。

“爸爸的纪念馆原来是地主家的房
子，没收后就成了大队部，大队部新盖
了房子之后，又成了大队的粮仓。村里
收拾出来，说是要给爸爸建立一个纪念
馆，可老家孝义说马烽是我们的，因此
建到汾阳还是孝义，一直有争执，无论
建在哪儿，爸爸都坚决不同意建。他去
世之后，贾家庄人说，老马是我们贾家
庄的人，我们要给老马建个纪念馆。”

梦妮说父母在世的时候，他们的
事儿她没有管过。爸爸去世后，尤其是
妈妈也不在了的时候，有些事儿人家
要问她，她就管得多起来，跟贾家庄的
关系也越来越密切。2022年，爸爸百年
诞辰，村里早早地就开始着手准备把
纪念馆翻新，粉刷油漆。“中国作协给
我爸爸开座谈会，因为当时有疫情，所
以他们就没邀请贾家庄的人。但是贾
家庄人说，我们不管别的地方怎么弄，
我们要给老马过百年诞辰。贾家庄组
织了三代农民，六月里大热的天，顶着
太阳给他做了一个纪念活动。”

六
巧的是，2019年5月的一天，梦妮

就在我拜祭的马烽铜像的旁边，接受
了贾樟柯《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纪录片
的拍摄。后来贾樟柯举办吕梁文学季，
设了“马烽文学奖”，再一次点亮了贾
家庄文学耀眼的灯。

在贾家庄，我发现不论是在田间
地头，还是在晚会现场；不论是在整齐
划一的树下，还是在别墅里，都有马烽
的影子。马烽擅长写农民和基层干部，
表现人物美好的精神世界，他的小说
连起来就是中国农村的晴雨表。

现在，中国作协的中国作家“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新时代文学实践点设
在这里，把“新时代和美乡村”的牌子
挂在贾家庄，给这个村庄增添了更多
的暖色调。

哦，我明白了，这里与众不同，是
因为有过马烽的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