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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4 日晚，正在排练第 21

届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开

幕式演出的景德镇市文化馆负责

人马艳红收到一条来自抚州的消

息：“演出成功！”她如释重负，回

复：“破了 43年的‘碗’，补成了！”

马艳红口中的“碗”，其实是

景德镇采茶戏。上世纪 80 年代，

随着景德镇市采茶剧团被撤销，

景德镇采茶戏最后正式登台演出

的时间也定格在 1981年。

这个讲陶瓷故事、演陶瓷人

形象的地方戏曲，沉寂多年后缘

何“重生”？日前，记者赴景德镇

采访后才知道，这背后是一群文

化工作者为了使命情怀而奋斗的

故事。

决定复原“消亡剧种”

故事缘起一次聊天。

2023 年 11 月 21 日，景德镇市

文联一次会议结束，马艳红与参

会的同事袁德正和乐平市戏剧家

协会顾问蒋良善聊起戏曲。

蒋良善提及参加第八届江西

艺术节的经历，惋惜地说：“当时

有个濒危剧种展演环节，剧目里

却 没 有 景 德 镇 采 茶 戏 。 主 办 方

说，景德镇采茶戏不是濒危剧种，

而是‘消亡剧种’……”

原来 ，2017 年 12 月 26 日 ，当

时的文化部发布全国地方戏曲剧

种普查成果。其中，景德镇采茶

戏被列为“无任何演出团体，无艺

人或有个别艺人，且无传承、无演

出活动的剧种”。

马艳红心中冒出疑问，作为

“千年瓷都”，具有其地方文化代

表性的景德镇采茶戏怎么会“消

亡”了？

于是，她萌生了复原景德镇

采茶戏的念头，“保护地方文化是

我的工作，这件事一定要做！”

“我来写剧本。”蒋良善写过

赣 剧 剧 本 ，自 告 奋 勇 揽 下 编 剧

工作。

“我父母都是原景德镇采茶

剧团演员，我父亲还在世。”袁德正也“献出”自己 87 岁的父亲

袁积健，“老爷子头脑清晰，能为复原工作出力！”

复排《补碗》困难重重

几天后，蒋良善登门拜访袁积健。听说要复原景德镇采

茶戏，老先生十分高兴，这也是他半生的愿望。他拿出“珍

藏”——一张原景德镇采茶剧团在 1961 年演出的节目单，上

面有其妻子邵金兰表演景德镇采茶戏经典剧目《补碗》的

剧照。

“《补碗》讲了一个补碗匠和一个女青年在遇到困难和挫

折时仍积极面对的爱情故事。对整个景德镇陶瓷文化来说，

缺失地方戏曲，就像一只豁口碗。我们把地方戏曲给补起

来，也是一种‘补碗’。”蒋良善觉得，选择《补碗》作为景德镇

采茶戏重返舞台的首演剧目，再合适不过。

然而，对景德镇采茶戏现状的摸底调查却不容乐观。当

时，包括袁积健在内，原景德镇采茶剧团在世老艺人仅余 17
人，基本没有影像资料留存。

此外，没有资金支持、缺少主创人员、外界的不看好和质

疑等，也是横亘在复原工作路上的“拦路虎”。

年后，马艳红到省里开会，遇到在南昌市采茶剧团从事

导演工作的老同学李俊，她眼前一亮，这不就是现成的导演

人选吗？

有几十年戏曲工作经验的李俊却是第一次听说景德镇

采茶戏，面对马艳红的极力邀请，他犹豫再三。“采茶戏不仅

要演，还要‘唱念做打舞’。现在只有剧本，其他什么都没有，

太难了！”

最后，李俊还是带着团队接下了这项工作。“如今各地的

地方戏曲都面临传承和发展的困境，马艳红顶着巨大的压力

坚持保护传统文化，勇气可嘉，我很佩服。”

用“感情牌”请来导演团队，马艳红又从景德镇市文化馆

紧巴巴的经费中挤出资金，用于创编、作曲和购置道具服装

等，复原工作正式立项。

没曲谱怎么办？马艳红把袁积健请到办公室，老先生坐

在沙发上一句一句地唱，导演团队中负责作曲的王欣欣拿着

纸笔认真听，一句一句记下曲调。

在文化馆内部“海选”中，有京剧功底的鲁昕云和刘庆获

得导演团队的一致认可，成为《补碗》的男女主角。

靠着“东拼西凑”集齐导演、乐队和演员，《补碗》剧组总

算是成立了。

齐心协力重返舞台

第一次排练李俊就发现问题：“演员跨了剧种跟外行没

两样。”

“京剧和采茶戏的唱腔完全不同，一个用小嗓子唱，一个

用大白嗓‘喊’，还要边唱边做动作……”刘庆转岗做了 10 多

年行政工作，唱功和基本功都有些生疏。其他演员也面临同

样的问题。没什么捷径可走，演员们只能在工作之余拼命

加练。

演员练，乐队也要练。乐队 10 名成员中，60 岁以上的就

有 6 个。大提琴手占彦群年龄最大，今年 75 岁。但他们没有

怨言，每次都积极到场排练。

4月 27日，《补碗》剧组迎来了第一次完整彩排，袁积健也

来到现场观看。演员们刚唱完，袁积健就激动地握着剧组成

员的手连声感谢：“就是这个味道，40 多年了，我又听到了景

德镇采茶戏。”

5月 24日，在全省文化馆展演景德镇专场中，《补碗》首次

复演。

7 月 10 日，鲁昕云参加江西省第五届优秀青年戏曲演员

展演时演绎《补碗》，在评比中名列前茅。

10 月 14 日，在抚州市文昌里剧院，《补碗》亮相 2024 年

“茶香中国”第三届全国采茶戏汇演，现场掌声热烈。

…………

乘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东风，景德镇采茶戏正一

步步从被遗忘的角落重新登上舞台，成为“千年瓷都”又一个

闪亮的文化符号。

每逢特殊时间节点，思念总被拉长。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也是中央

红军长征出发 90 周年，无数红军烈士英名

印刻在人们心中，愈发熠熠生辉。

全 程 走 完 二 万 五 千 里 长 征 ，战 功 赫

赫，曾任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的 111 岁开

国将军张力雄，生前始终念念不忘一个名

字——赖国标，一位在长征三过草地途中

牺牲的亲密战友、福建省长汀籍 15 岁红军

小战士。这位少年英烈临终时请托张力

雄日后帮他捎信给亲人。新中国成立后，

老将军多次通过相关渠道为其寻亲，而翻

遍长汀籍乃至福建籍所有革命烈士名录

和相关史料，始终未找到“赖国标”名字及

其亲人线索，留下终生遗憾。

致敬英烈，传承精神。9 月下旬以来，

在江西省军区政治工作局、福建省委党史

方志办等部门协助下，本报记者跨越赣闽

山 水 ，携 长 汀 县 赖 氏 宗 亲 及 当 地 党 史 专

家，为赖国标烈士接力寻亲，让英烈忠魂

归根告慰老将军。

少年英雄 长征途中不幸
牺牲

张力雄将军生前虽未实现赖国标临

终请托，但心里从未忘却，年逾八旬撰写

回忆录时，含泪写下《战士的遗言》章节，

将小战士的请托及对他的深深思念默默

载入回忆录。

今年 4 月老将军因病逝世，长汀依旧

是其亲人心中抹不去的地理坐标。其外

孙女甘甜说，她全家人仍不断打听、搜集

有 关 赖 国 标 亲 人 的 线 索 ，期 盼 英 烈 早 日

“归”乡，了却外公生前遗憾。

翻开张力雄将军回忆录，红军小战士

临终请托的故事带我们重回 90年前。

1934 年 1 月，不满 14 岁的赖国标走出

长 汀 家 乡 ，前 往 一 山 之 隔 的 瑞 金 参 加 红

军。时任新兵团政委的张力雄审核、编组

新兵时，遇见了这位个头瘦小、满脸稚气、

机灵可爱的“红小鬼”，当即将他留在身边

当自己的公务员。从此，他们官兵互爱、

情同手足，结下了甘苦与共、生死与共的

革命情谊。

1934 年 10 月时任红五军团教导大队

政委的张力雄和赖国标一起，跟随部队踏

上了漫漫长征路。

万里长征路，每一步都是险象环生。

过草地途中，粮食短缺是红军面临最大的

威胁。将士们吃草根、食野菜、啃树皮，同

时还得防备陷入沼泽泥潭。恶劣环境致

使原本身体单薄的赖国标愈发虚弱。张

力雄一路强令他骑自己的马，或拉着马尾

巴紧紧跟随，两次帮他走出了草地。

而第三次过草地时，地上能吃的常见

野菜、草根几乎被吃光。红五军团作为殿

后部队，行军更是举步维艰。为了活着，

将士们不得不挖一些不知名的野菜充饥，

有 的 将 士 因 误 吃 有 毒 野 菜 而 不 幸 牺 牲 。

病弱的赖国标喝了一种不知名的野菜汤，

同时多吃了一把榆树皮，不久腹部膨胀，

大便排泄不出，疼痛难忍。

张力雄和战友一起想方设法，用竹筒

为赖国标灌肠。为缓解其痛苦，张力雄还

用手指小心翼翼从他肛门抠大便。然而，

这些“土办法”均无济于事。弥留之际，他

断断续续发出微弱声音，请托张力雄有机

会给他家捎个信，告诉父母他参加了红军

长征。

张力雄涕泪交零，紧紧抱住已闭上双

眼的赖国标，不停地呼喊他的名字，而这

位年仅 15岁的英雄少年再也没能醒来。

忠魂归根 赖氏宗亲迎烈士
“回家”

长汀与瑞金一样，是中央苏区的中心

城市、著名革命老区、“红军故乡”。

赖姓是长汀大姓之一。苏区时期，全

县有两万余名优秀儿女踊跃参加红军，其

中赖姓占据相当部分。仅四都、涂坊两镇

记录在册的 1100 名红军烈士中，赖姓烈士

就有 117人。

长汀县赖氏宗亲联谊会副会长赖光

耀等核心成员感慨道，长汀县赖氏宗亲更

有责任和义务，协同本报为赖国标烈士接

力寻亲，让烈士魂归故里。

巧 合 的 是 ，赖 光 耀 的 父 亲 也 是 国 字

辈，名叫赖国英（已逝），因当年扩红时年

幼未能参军。不过，与其父亲同辈的赖国

辉、赖国诚、赖国廷等人参加了红军（之后

均失联）。赖光耀推断，全县涉及赖姓的

110 余个村中，应该还有不少国字辈赖姓

人。这些人的后代如果都能提供有关失

联红军的信息，将有助于为赖国标烈士精

准寻亲。

果不其然，长汀县红山乡赤土村的赖

朝章提供了一条线索，令大家兴奋不已。

其爷爷名叫赖国松，有个弟弟十三四岁时

前往瑞金参加了红军，至今失联。其太奶

奶的墓碑至今还刻有两个儿子名字，即爷

爷“赖国松”、叔公“赖国*”。由于墓碑遭

风化，叔公名字中的最后一个字已模糊不

清。他推测，爷爷两兄弟名字中最后一字

如果都是“木”字偏旁，那个模糊字是否就

是“标”？

遗憾的是，赖朝章因爷爷和父亲均早

逝，没法求证叔公到底叫什么名字，是否

就是“赖国标”？

赖 朝 章 介 绍 ，他 小 时 候 常 听 父 亲 谈

论，爷爷和叔公都是穷苦出身。为谋生，

头脑更活络的叔公十三四岁时就跟随村

里 人 前 往 会 昌 县 讨 生 活 ，不 久 又 回 家 告

诉亲人要去沙洲坝当红军。叔公第二次

辞 别 亲 人 后 ，再 也 没 回 过 家 乡 ，杳 无

音讯。

在赖朝章的记忆中，父亲也是身材瘦

小，聪明机灵，与其生前描述爷爷、叔公的

形象相似。这些特征恰巧与张力雄将军回

忆录描述的赖国标烈士十分接近。但他意

识到，烈士牺牲在茫茫草海中近一个世纪，

昔日地貌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留下的遗

骨早已化为灰泥，无法通过DNA比对确认

亲缘关系，只能推断赖国标疑为其失联的

叔公。在他心里，通过此次接力寻亲，叔公

的忠魂已靠近家乡了，十分欣慰。

赖光耀等赖氏宗亲族人感慨道：“目

前虽没法考证赖国标烈士的亲人到底在

何方，但张力雄将军生前撰写的回忆录，

足以证实烈士是地道的长汀人。因此，赖

国标是我们赖氏宗亲的共同亲人。”

10 月 15 日，赖光耀向记者反馈，长汀

县赖氏宗亲联谊会已达成共识，将赖国标

烈士的英名载入赖氏族谱，让烈士叶落归

根，不再漂泊他乡。此外，以“弘扬优良家

风 ，树 立 身 边 榜 样 ，激 励 后 人 奋 发 ”为 宗

旨，他正编纂《长汀赖氏概览》一书，重点

将赖国标等已知的 356 位赖氏烈士英勇事

迹收录书中。

山河不忘 家乡继续完善
烈士档案信息

在长汀县赖氏宗亲及当地党史专家

看来，赖国标烈士虽已归根，但未“归队”

成为在册革命烈士，仍是一大遗憾。

长汀县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陈子

亮表示，受历史环境的复杂性和烈士资料

的有限性等因素影响，目前长汀在册的革

命烈士仅 6710 名，还有近七成烈士未“归

队”。多数牺牲或失联的红军将士未被申

报烈士，主要原因通常是史料记录缺失或

不完整，烈属未能找到充分的证明材料，

或无法申报；相关部门尚未及时搜集、考

证已有的佐证史料，且审核流程十分严格

等等。

受这些因素影响，仅四都镇红都村，

赖国辉、赖国诚、赖国廷、赖洪禧、赖兴富

等一批失联红军，均未被列入在册烈士名

单。此外，赖光耀的 4 位舅公即程朝廷、程

朝清、程朝禄、程朝平曾一同参加红军，之

后均“北上无音讯”，至今程家四子忠魂也

未归根。

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副主任钟兆云

表示，所有红军烈士，不论有名无名，不论

在册与否，都值得我们敬重和纪念。不断

补充、完善红军烈士信息，同样是烈士褒

扬工作的重点。

钟兆云还表示，张力雄将军回忆录中

的《战士的遗言》，为推动相关部门补录赖

国标烈士英名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为日

后考证赖国辉、程朝廷等一批失联红军，集

中补录烈士英名，提出了新的工作思路。

烈士英名，山河不忘。赖国标等烈士

何时“归队”，本报将持续关注。

111岁开国将军生前遗憾：未实现红军小战士长征途中临终请托

赣闽接力寻亲 让忠魂归故里
本报全媒体记者 童梦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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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走进位于贵溪市罗河镇陈

家村的贵溪市嘉鹏农业公司鹦鹉养殖场

内，只见小太阳、金刚、葵花等 20 多个品种

的鹦鹉在笼间欢快地跳跃，公司负责人万

岗 正 忙 着 清 理 鸟 笼 ，检 查 雏 鸟 的 生 长 情

况。被许多人当宠物饲养的鹦鹉，成了他

和附近村民致富的好项目。

“你看，这是和尚鹦鹉，是目前市面上

非 常 抢 手 的 品 种 ，每 只 价 格 在 3000 元 左

右。”万岗对记者说，羽毛漂亮、长相憨态

可掬，让鹦鹉成了受欢迎的宠物之一。

如今，鹦鹉养殖已成为贵溪的一个特

色产业。贵溪市林业局一级主任科员官

玉堂介绍，该鹦鹉养殖场占地 15 亩，有笼

位 6000 多个、鹦鹉 1.4 万多羽，不论从产值

还是规模来讲，都是省内最大的鹦鹉养殖

场。这里养殖的鹦鹉被列入《濒危野生动

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相关条目，属

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贵溪市野生动物

保护管理站站长周爱民告诉记者，该鹦鹉

养殖场的鹦鹉都是带证书的。鹦鹉爱好

者在购买鹦鹉时除了要认清鹦鹉品种外，

针对特殊品种的鹦鹉，还需确认所购买鹦

鹉必须加载有“中国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管

理 专 用 标 识 ”，购 买 时 还 须 保 存 交 易 凭

证。另外，所购买的鹦鹉不得用于二次出

售和繁殖。

发 展 好 一 个 产 业 ，要 解 决 诸 多 技 术

难 题 才 能 做 大 做 强 。“ 鹦 鹉 养 殖 是 有 门

道 的 ，尤 其 是 养 殖 特 殊 品 种 的 鹦 鹉 ，如

果 要 将 其 发 展 成 一 个 产 业 ，配 种 产 蛋 、

雏 鸟 孵 化 、饲 料 配 比 、疫 病 防 治 等 技 术

难 关 都 要 逐 一 突 破 ，并 且 国 内 鹦 鹉 养 殖

还 在 起 步 阶 段 ，没 有 经 验 可 以 借 鉴 ，只

能 在 摸 索 研 究 中 前 行 。”贵 溪 市 罗 河 镇

党 委 书 记 许 利 华 告 诉 记 者 ，万 岗 曾 在 外

地 养 殖 鸽 子 数 十 年 ，积 累 了 丰 富 的 养 殖

技 术 ，后 转 行 从 事 鹦 鹉 养 殖 。 2014 年 ，

罗 河 镇 经 过 多 方 调 研 后 ，引 进 鹦 鹉 养 殖

产 业 ，并 协 助 鹦 鹉 养 殖 基 地 办 理 了 省 野

生 动 物 驯 养 繁 殖 许 可 证 、省 野 生 动 物 人

工繁殖许可证等。

小鹦鹉，大产业。在 10 年的养殖过程

中，万岗研制出了一套鹦鹉人工孵化育雏

设备，打破了国外设备的垄断，获得多项

国家专利。同时，通过对基地内所有鹦鹉

的血统、体质、羽色、产蛋率等进行大数据

管理，不仅有效提高了配种产量，还缩短

了孵化周期，鹦鹉成活率达 98%，达到全国

领先水平。“鹦鹉孵化周期在 20 天左右，每

年产蛋 4 至 5 窝，一窝 2 至 8 只，全部采用

孵化器进行繁育。鹦鹉养殖场每年可销

售幼鸟近 6 万羽，年纯收入 400 万元左右，

主要销往全国各地的动物园、萌宠乐园、

宠物商店等。由于品质好，孵化出来不愁

销路。”万岗说。

据了解，该鹦鹉养殖场通过“公司+基

地+农户”的发展经营模式，带动村民参与

鹦鹉养殖，并招聘周边 30 名村民担任饲养

员。同时，随着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对鹦

鹉饲料（南瓜、辣椒等）的需求也在不断增

加，去年，该鹦鹉养殖场共收购周边村民

种植的饲料价值 60 余万元，拓宽了农民增

收渠道。

小鹦鹉鸣响产业“致富曲”
本报全媒体记者 周 桐

10 月 12 日，在宁都县洛口镇员布村，金黄的稻田与错落有致的村

庄、连绵起伏的青山交相辉映，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丰收图景。

本报全媒体记者 曹章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