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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活化石”二股弦

本报记者 李英俊

本报通讯员 秦林林 摄影报道

“俺村的人都来看大戏了， 今天演的是

《吕蒙正投亲》，二股弦剧团来俺村演出，丰富

了俺的业余生活， 同时也让俺了解了更多有

关二股弦剧种的文化。 ”

11

月

15

日

,

武陟县嘉

应观乡西营村村民李大爷高兴地说。

二股弦是一种古老的剧种， 发源于武陟

县，它从民间小调发展演变而来，因为用二股

弦伴奏，所以就叫“二股弦戏”。 二股弦形成于

宋朝，至今已有

500

多年历史，被称为戏剧史

上的活化石，它风格鲜明，唱腔独特，主要板

式有清板、二板、含腔等

18

种，剧目

有

100

多种，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在

吸收了其他戏曲艺术元素后， 二股

弦的内容逐渐丰富， 在清代发展成

熟。由于没有受到现代戏剧的影响，

基本保持了原生态， 具有很高的学

术及文化价值，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项目。现在，二股弦戏在

全国仅存于武陟县大司马村二股弦

业余剧团。

“现在，喜欢二股弦的观众还是

很多，‘织布纺花不赚钱， 一心想看

二股弦。’这句流传于武陟周边的谚

语充分说明了当地群众对二股弦的

喜爱。每逢农历初三村里集会时，村

民不吃不喝也得听二股弦， 我们出

去演出十分受欢迎， 但多数是友情

演出，没有演出费。 尽管如此，我们

也要一直演下去， 让更多的人了解

二股弦文化。 ” 武陟县大司马村二

股弦业余剧团副团长任全介绍说。

据了解， 二股弦文化受到了当

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关注。 河南师

范大学教授丁永祥在武陟县创办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是当地

第一家民间文化保护组织， 在该保护中心和

二股弦业余剧团的共同努力下， 一批二股弦

的资料和剧目被整理出来， 一些宝贵的音像

资料被保存下来。 武陟县文化馆馆长郭小白

告诉记者， 武陟县委对保护二股弦下了大功

夫，专门设立扶持基金，通过开展戏曲比赛、

定期组织演出活动等措施， 发展壮大二股弦

队伍，让传统文化回到群众中，使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成为大家的自觉行动。 该县还

为大司马村二股弦业余剧团争取到

30

万元

资金，保证了该剧团的正常开支，引导该剧团

走出去，并提供相应的补助。 “光靠我们的努

力是远远不够的， 希望有更多的社会群体关

注、 参与并加入到保护和发展二股弦的行列

中来，让二股弦走上新的戏台，展示持久的艺

术魅力。 ” 郭小白说。

12

月

10

日，记者在武陟县大司马村二股

弦业余剧团的广场上看到， 正在排练的演员

中，年龄普遍偏大。 据了解，目前该剧团演员

的平均年龄在

70

岁左右，尽管主演者身体硬

朗，但还是急需找到年轻人接班。 遗憾的是，

村里的青年男子， 几乎无人愿意学习这门久

远的艺术，而是纷纷离开家乡，外出打工。 逢

年过节时， 该剧团的演员才会受邀在本村或

周边村镇演出，报酬不多，一年下来也就几千

元钱。 目前的现状是，演员没有固定收入，该

剧团的发展缺乏必要的资金和人才。

拓 展 生 命 的 宽 度

———记河南省武陟县公安局监管大队民警王世林

本报记者 董柏生 本报通讯员 田晓安

初见王世林， 很难看出他是一个癌症患者。

他那乐呵呵的面容， 憨厚可亲的态度， 忙碌不停

的身影， 都给人一种健康向上的感觉。

“他就是个闲不住的人 ， 可操心负责了 。”

12

月

2

日， 在武陟县看守所， 谈到王世林， 武

陟县公安局党委委员、 监管大队大队长李小超告

诉记者。

48

岁的王世林是武陟县监管大队的一名民

警，

2010

年

10

月， 王世林因患膀胱癌不得不住

院接受治疗。 住院期间， 坚强的王世林克服病痛

的折磨， 笑对死神的威胁， 积极配合医生治疗，

初步战胜了癌魔。 出院以后， 局、 所领导多次劝

他安心养病， 可他说： “我是一个与死神赛跑的

人， 在生命长度有限的情况下， 我只能以加倍的

工作， 突出的成绩来拓展生命的宽度 ， 活出质

量， 提高我的人生价值。” 现在， 王世林依然一

边和病魔抗争， 一边尽最大努力在监区一线奉献

着。

从警

29

年来， 无论是在机关后勤， 还是在

监区一线， 王世林都兢兢业业， 以神圣的使命感

和高度的责任心确保了监区在押人员的安全和满

意， 受到了各级领导、 同志以及在押人员家属的

一致称赞。 他多次被上级公安机关党委评为先进

个人， 并荣立个人三等功两次。 武陟县公安局局

长吴魏这样评价： 王世林同志在最容易产生对抗

的地方做到了平稳和谐， 最容易侵权的地方实现

了公平正义， 最不容易出成绩的地方做出了最优

异的成绩， 最不容易体现价值的地方实现了他的

人生价值。 日前， 市委政法委也下发文件决定，

号召全体政法干警向王世林同志学习。

岗位无高低 个个都重要

1983

年

1

月， 王世林到武陟县公安局上班，

却被安排到机关后勤炊事班。 当时就有人说： 干

了公安却是一个大头伙夫 ， 真没出息 。 可他却

说， 公安工作好多种， 干好哪样都不容易。 当好

后勤做好饭 ， 就等于一线民警破了一起起大要

案。 就这样， 他坚持在机关后勤岗位上一干就是

13

年。

1996

年

5

月， 他又服从局里分配调入看守

所工作， 这一干就又是

16

年。

16

年间， 他当过

巡视员， 干过提审， 从事过管教工作， 现在又到

后勤服务， 无论在哪个岗位， 他都踏踏实实， 尽

心尽责， 用点滴平凡的工作来丰富自己的人生。

说句实在话， 在看守所工作， 不分白天黑夜

和那些犯罪在押人员打交道， 时时刻刻确保监区

安全无事故， 事事处处保证在押人员心平气和接

受改造， 这其中， 管教民警从心理上、 精神上、

体力上付出的辛劳， 承受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有时管教民警受在押人员的气也是常有的事。 一

名因盗窃犯罪而被判刑收押的年轻在押人员王

某， 由于父母长时间不来探望， 妻子又闹着和他

离婚， 其一时思想想不开， 连续两天不吃不喝要

绝食自杀。 王世林闻讯后亲自下厨做了一碗香喷

喷的鸡蛋面送到了他面前， 但正在火头上的王某

不但不领情， 反而当着他的面将饭泼在了地上。

王世林当时不仅没有责怪他， 反而替他将泼在地

上的面打扫干净， 并又为他端来了第二碗面， 感

动的年轻在押人员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树欲静而风不止， 于无声处听惊雷。 这话用

在看守工作上也很能说明问题。 王世林刚来到看

守所当巡视员的时候， 也认为巡视没有什么可干

的， 不就是在巡视道上走走转转吗？ 可有一天晚

上监区发生的一件事让他彻底改变了这种看法。

那天深夜， 他像往常一样走在巡视道上听着在押

人员熟睡的鼾声。 当走到

10

号监室时， 突然在

寂静中听到 “叮” 的一声响。 他的脑海中立即意

识到这是铁片掉在地上的声音。 经及时细查， 发

现是

10

号监室一名在押人员身上掉下来的超薄

铁片。 原来这名在押人员欲趁夜深人静时割腕自

杀， 幸亏被细心的王世林及时发现， 挽救了这名

在押人员的生命， 避免了监区一起重大事故的发

生。 此后， 王世林进一步明白， 监区安全， 是监

管民警的政治生命， 在监狱这个特殊的环境里，

看似风平浪静， 实则危机四伏， 稍一大意， 必出

大错， 看守民警要时刻高度警惕， 预防和避免各

种不可预料的事情发生。 巡视岗位并不是走走转

转这么简单 ， 只有走出问题 ， 转出隐患才是本

事。 于是， 他不仅在上班期间加大了巡查密度和

力度， 下班后还要了解所管在押人员的思想和身

体状况， 甚至吃饭睡觉都在想着监区里的事。

人生有长短 宽度来拓展

由于长时间超负荷工作 ，

2010

年

10

月

20

日， 王世林正在上班时， 突然发现大脑指挥不了

自己了， 眼前一黑， 倒在了巡视道上。 当他再醒

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在医院了。 他急忙问守

在身边的妻子和同事：“我这是咋了？ ”早已哭成了

泪人的妻子苦笑着说：“你累了， 你病了， 需要休

息。 ”他当即明白了：哦，我病了，看来病的还不轻。

因为他早就感觉到了病痛的折磨， 只是反应没有

那么厉害，他还能忍受坚持罢了。 随后病情的发展

证实了王世林的判断， 经上一级医院确诊， 他得

的是膀胱癌。

“说实话 ， 当我一听到是癌症时 ，

也是万念俱灰啊。”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

王世林没有掩饰自己的恐惧。 求生是人

的本能， 他才

40

多岁， 人生刚刚步入辉

煌 ， 还有许多事未干 ， 就这么等着死 ，

80

多岁的老母亲和妻子、 孩子怎么办？

“我不能就这么倒下， 我必须坚强地活下

去！” 他以一名人民警察的坚强， 克服病

痛的折磨， 笑对死神的威胁， 积极配合

医生治疗， 初步战胜了癌魔。 出院以后，

局、 所领导多次劝他安心养病， 可他说：

我是一个与死神赛跑的人， 在生命长度

有限的情况下 ， 我只能以加倍的工作 ，

突出的成绩来拓展生命的宽度， 活出质

量， 提高我的人生价值。

对于一名癌症患者来说， 病痛对其

的折磨是正常人难以忍受的。 王世林手

术后， 每月都要进行一次放疗， 按照医

生要求， 必须卧床静养半个月才能恢复元气。 但

王世林却丢不开自己心爱的工作， 每次他咬牙挺

住放疗后， 第二天便赶回所里上班。 领导不给他

分配工作， 他便打扫卫生， 修理水管， 并到在押

人员食堂操起老本行帮助买菜、 做饭， 看到什么

干什么， 一刻也不闲着。

因他实在不放心自己原来分管的在押人员，

在征得医生同意后， 又强烈要求所领导让他又回

到了管教岗位上工作。 在押人员黄某， 因盗窃、

抢劫罪被判刑， 收监后不但不思悔改， 反而要吃

要喝， 要同监所的人伺候。 王世林发现这种情况

后， 并没有过重处罚他， 而是从了解他的犯罪起

因入手， 有的放矢， 对症下药。 他走访了黄某的

家庭及原在学校， 了解到黄某家庭条件优裕， 从

小娇生惯养， 贪图享受。 长大后从拿人吃的到偷

人用的， 直到抢劫犯罪。 对于这样一个刚走出校

门的年轻人， 王世林决心挽救他。 他先从关心照

顾他生活入手， 再帮他学习法律、 文化知识， 并

给他讲社会知识以及为人之道， 帮助他正确认识

人生， 使其从思想深处真正认识到： 为人就要对

人类、 对社会作贡献， 而不是为了自己去危害他

人， 危害社会。 在王世林的关爱教育下， 黄某对

自己的过去悔恨不已， 表示一定好好认罪服法，

自觉接受改造。 在黄某被送去焦南监狱劳教的一

个星期后 ， 给王世林寄来了一封感谢信 ： 王管

教， 离开您几天了， 总感觉您还在身边， 您的话

还在我耳边响起。 您是一个重病人， 本应该享受

国家的优厚待遇， 而却自觉放弃休养， 拼命为社

会多做工作， 您活得多带劲。 而我， 年纪轻轻就

践踏人生 ， 遭外人指责家人骂 ， 活得还有意义

吗？ 是您 ， 让我这只迷途的羔羊看清了人生的

路， 重新认识了自己， 认识了人生。 您不仅是我

的管教， 更像是我的父亲， 我的老师。 我会永远

记住您对我的教育： 人生在世， 就要为社会多作

贡献， 只有懂得生命意义的人， 才会无愧人生。

亲情暖高墙 真心唤浪子

监管民警的任务， 就是帮助那些误入歧途的

人改过自新。 但是， 要想改变这些人对生活的态

度， 使一个个在押人员能够重新审视自我， 反思

自己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危害是不容易的。 王世

林明白， 要做好这项工作 ， 必须付出真心和真

情， 去教育 、 感化身边那些患了各种特殊 “病

症”， 误入歧途甚至走上人生末路的在押人员。

一次， 监号里收押了一名因重伤害被拘留的

嫌疑人刘某， 其父母早年离婚， 而后他本人也离

了婚。 刘某因此思想想不通， 在一次酒后将妻子

的家人打伤而犯罪， 入所后仍不服管教。 第一次

找刘某谈话， 刘某连自己的父母都不愿提及。 怎

么才能打开这个人的心结呢？ 当时王世林刚出院

不久， 身体还十分虚弱。 但为了挽救刘某， 他一

次次骑着电动自行车往十多公里外的刘某家里

跑， 找其父母谈话， 找其妻子做工作。 在家属接

待日那天， 王世林先是让刘某的父母一起来看望

他， 而后又特意安排刘的妻子带着他三岁的儿子

来给其送新衣服。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刘某不仅

谅解了父母和妻子， 并深刻认识到自己所犯罪行

为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危害。 之后当这名青年离

开看守所去服刑时， 搂着前来送他的王世林悔恨

地痛哭失声： 王管教， 您为了我， 拖着病弱的身

体跑了多少路， 费了多大心， 您为我们付出了太

大的劳累和心血。 您不仅挽救了失足的我， 而且

也挽救了俺破碎的家， 您是俺全家的大救星。

死刑犯陈某某， 曾抢劫、 强奸连续作案

60

余起， 实属罪恶累累。 在被关押期间， 思想情绪

极不稳定 ， 频频违反监规 。 对于这样的在押人

员， 王世林就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告诉他： 我也是

一个面对死神威胁的人， “生命诚可贵 ” 对你

我来说如今一样体会最深 。 在人生的最后一程

里， 我们更要行得正， 走得端， 不能死后让人唾

骂啊。 在王世林的多次教育下 ， 陈某某终于醒

悟， 他按照王世林的要求， 天天坚持写日记。 他

曾写道： 王管教对我一次次的教育， 使我真正认

清了自己的罪恶， 我要以我的死告诫他人， 不要

做危害社会， 危害他人的事， 在犯罪的道路上执

迷不悟， 最终必然自取灭亡……我不做死不悔改

的人， 我要走好我人生最后的每一步……我向政

府和人民认罪， 向我伤害过的人认罪。 当陈某某

得知公安局民警都在为嘉应观派出所指导员许国

胜筹资治病的消息后， 便通过王世林多次要求向

许国胜捐出自己的

100

元钱。 他说

:

为社会， 为

他人作点贡献， 我这是在赎罪， 也是对像王管教

一样的公安民警的一点敬意。

2011

年

9

月

14

日上午， 陈某某在最高人民

法院的工作人员提审时表示： 愿意无偿捐献出自

己的身体器官 ， 作为自己最后对人民的一点补

偿， 并当场写下了 《身体器官捐献自愿书》， 他

说： “如果我能如愿以偿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

会感到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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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王世林正在和一名在押人员谈心。 田晓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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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们在舞台上表演得惟妙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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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剧团演员正在化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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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们在后台换装赶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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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剧团正在演出《吕蒙正投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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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下观众看得津津有味。

该剧团在农村演出十分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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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们相互整理戏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