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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有越剧《新龙门客栈》，北有话

剧《南门客栈》。近十年间，长春本土

小剧场话剧《南门客栈》在全国掀起

一场场强劲的“东北风潮”。

作为第27届长春冰雪节相关演

艺活动之一，《南门客栈》开门迎客，9

场演出，场场火爆。它不光让省内观

众体味到原汁原味的黑土喜剧，更让

第一次来长春的南方游客，真真切切

地领略到地道的东北风情，是如此热

烈、浑厚，生机勃勃。

在世界戏剧日到来之际，我们走

进“客栈”，一探究竟……

东北客栈的前世今生

3月8日傍晚，吉林长春。

一路沿着历史文化名街南京路、

长江路步行而来，随即来到了近百年

的历史建筑，也是电视剧《人世间》的

取景地——长春人民艺术剧场。当

晚7时，由长春话剧院演员倾情演绎

的国家艺术基金扶持项目——小剧

场话剧《南门客栈》将要在这里进行

本年度在长春的最后一场演出。

眼看着还不到6点，早已有三三

两两的观众慕名而来，跟着导航导到

了长春话剧院南门。工作人员热情

地解释，这里不是剧场大门，一会儿

要去那一侧检票方能入场。

初春的夜晚，墨色渐染。外面满

是期待，幕后的工作人员此时正有条

不紊地做着最后的准备，演员们也已

化好了装，认真对着台词。偌大的舞

台上，道具布置妥当，未开灯光、影影

绰绰之时，倒像是误入了时光深处，

不小心窥探了命运的玄奥。

俗话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看一场戏，是在体味生命的戏剧冲

突与高光，也是沉浸在故事里，映照

观者此时的心境。此时的长春人民

艺术剧场，上下两层观众区座无虚

席。如泣如诉、荡气回肠的音乐犹

在耳畔回响，忽见一束灯光照来，照

见了雪花漫天洒落。大幕徐徐拉

开，陡地一亮，像晦暗中望见明媚，

好戏精彩上演……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舞台左侧极

具东北历史风情、飘飘荡荡的“南门

客栈”招牌。循着灯光往前看，舞台

中央正是故事发生地，1936年腊月二

十九日长白山下华家沟的南门客栈。

客栈，在过去东北也叫大车店。

大车店顾名思义，因行贩常用的交通

工具大马车而得名。此时的南门客

栈里，门板设色陈旧，累月经年，布满

风霜雨雪。一张虎皮，一口粗剌剌的

大缸，几串红辣椒，看似大大咧咧的

表象里，映衬的是热热乎乎精心耕作

的内质；天寒地冻的环境里，有奋发

崛起的韧性与坚强。

老板叶娜兰和厨师胡二刀甫一

开口，便“包袱”频出，像春晚的小品，

你来我往，好不热闹。一招一式中，泼

辣爽利的女中豪杰和有点“面”又专情

的东北爷们儿形象就立住了。突然，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此时的和

谐……多方人马在风雪中来到南门

客栈，进进出出，相互试探，因误会和

巧合交织成一场绝妙的喜剧……

《南门客栈》的所有故事都发生

在大车店，大车店是东北人的“茶

馆”，这里迎来送往，三教九流汇聚于

此；这里也是密谈、小道消息的集散

地，几方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你追

我赶，你躲我藏，出来进去，各揣心

事，上演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故

事。而装载这些故事的大车店，随着

剧情不断深入，仿佛东北林区的一列

喜剧小火车，一个车厢牵着另一个车

厢，蜿蜒而行，高潮迭起。

人人都爱东北话

人们说，东北人骨子里自带一股

幽默感。

东北冬季漫长寒冷，自然资源丰

富，冰雪之下塑造了东北人普遍幽默

大气的性格特征，一种对待生活的大

智慧。东北人实在，东北人仗义，东

北人一颦一笑尽得风流，一张口来全

是段子。当自带喜剧因子的东北话

碰上《南门客栈》，真是如鱼得水，气

韵天成。

从三勺子讲述“九转大肠”开始，

现场观众已乐成一片，接下来的表演

更是笑声不断，再加上演员们台词精

湛，对话精妙，吞吐自然，堪称字字珠

玑，句句爆笑。

“白肉血肠，富贵绵长，福禄双

至，是金玉满堂。”“猪肉炖粉条，快乐

又逍遥。”“小鸡炖蘑菇，心里不糊

涂！小火一顿煮，谁吃谁有福！”

如此口条之顺，台词之溜，观众

被逗得捧腹。爽朗俏皮的东北嗑儿，

咋就这么招人爱！待到土匪黑话袭

来，陌生的表达，好似平地一声惊雷

起，惊得观众目瞪口呆！

华家沟保安队赵队长向二龙山

土匪大当家打探：“兄弟赵大嘎子，以

前江湖上有个匪号叫雪里蹦。不知

道这位朋友什么枝儿，什么蔓儿？是

上排琴是下排琴？”

土匪大当家正色道：“月海条子

格鞑子，闭门山海蔓儿，倒沟子流水，

不论排琴！”

赵队长大骇：“你！你是……二

龙山关东浪？”

两人这一番“切口”可谓虚虚实

实，暗流涌动。枝蔓意为哪股势力，

排琴是指大哥还是兄弟？关东浪如

实答对：我在二龙山，姓关，名东浪，

是当家的。

如果说，土匪黑话等远去的江湖隐

语尚与现在有代沟，那么剧里全程伶牙

俐齿、噼里啪啦似连珠炮一气儿说完的

东北话，真真像一壶热烈醇厚的东北小

酒，观众如饮醇醪，不觉已醉。

看惯了短视频、快娱乐的当下，

观众口味已有很大变化，想要不着痕

迹地让观众笑起来，甚至在抗日题材

中加入喜剧元素，无疑是难上加难。

《南门客栈》就递交了一份令人惊喜

的答卷！

在两个多小时的演出中，观众全

身心地投入到了这场风趣地道、“包

袱”频出、蕴含东北风味的小剧场话

剧中，此起彼伏的笑声、掌声是对这

场东北话剧发自肺腑的喜爱。

说不尽的黑土风流

东北人心胸开阔，达观幽默，手

擎生活，挥洒热爱，一路赤诚，一路向

阳。曾经的苦难年代里，东北人坚

韧、英勇，为了赶走侵略者，在林海雪

原里与敌人周旋。发生在《南门客

栈》大车店里两天时间的故事，就正

是一个披着喜剧外衣，实则荡气回肠

的东北民众抗击侵略者的缩影。话

剧人物虽是虚构的，但它折射出来的

历史，却是真实且接地气的。

东北情是浓烈，是爽朗，是贴心

窝子里的敞亮话，也是心细如发，尊

重历史更尊重人性的大情怀。长春

话剧院业务办主任徐震松介绍，《南

门客栈》这出以女性为主角的话剧，

此次恰巧赶在了“三八”妇女节当日

上演，也是缅怀那些在危难之时救国

救民甚至牺牲生命的东北女性。

话剧中，当抗联密营分布图落

在叶娜兰手中时，她挺身而出，封锁

消息，保护抗联；当赵队长调戏漂亮

的一丈红时，叶娜兰假借吃醋，救助

了一丈红。这样机敏英气的掌柜，

既有大家闺秀的忠贞典雅，又能在

鱼龙混杂的大车店游刃有余，何尝

不是女中豪杰。

剧中最后借着叶娜兰的独白，说

自己“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是带着

二龙山的弟兄参加抗联、三年后被叛

徒出卖牺牲在抚松的关东浪和一丈

红；是一路颠勺，颠进了山海关，长眠

在朝鲜战场的三勺子；是没有一句台

词，阵亡在冬夜里的抗联联络员。

全剧至此，主旨得以升华，情感

酝酿亦到了极点。哀婉厚重的乐声

适时响起，舞台中央，叶娜兰一袭红

衣舞雪，致敬的正是这一段可歌可泣

的历史，以及每一个默默支援甚至牺

牲生命的普通百姓。

一场笑中含泪、酣畅浩荡的演出

结束了。谢幕时，灯光一亮，音乐陡

然换上了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军歌》，

全场掌声雷动，真是说不尽的英雄豪

气，诉不完的黑土风流。

导演陈晓峰表示：“正是这些不

够完美、不够高大的形象，使我们看

到了我们自己——一个普通人。中

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正是因为这些千

千万万的普通人，他们在面临外来侵

略者，在面对着民族尊严与存亡时内

心的选择。”

散场后，观众恋恋不舍地在大车

店背景板处打卡拍照，更多的则认真

地阅读“东北话注解”展板，一不小心

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有笑，有泪，有情，有爱，有斗转

星移，有阴差阳错，有民族大义，有家

国情怀，剧终后是无尽的回味，为那

些默默付出的小人物，更为纵横驰骋

的英雄气。《南门客栈》真不愧是吉林

文旅的一张名片，一场遒劲有力的东

北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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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绿江从长白山主峰倾泻而

下，向西一路奔流200多公里，就到

达了临江城边的望江村。

江水千转百回流到此处，江面

愈加宽阔，水流也愈加幽深，江水仿

佛是被岸边葱绿的草木涂了色彩，

又抑或是被蓝天浸染，渐呈澄碧。

此时江天一色，水面上不时有野鸭

翻飞，两岸青山倒映水中。

望江村坐落在鸭绿江畔，地形

如同一只元宝。这里气候宜人，物

产丰富，人口不足800人，耕地面积

1550亩，人均耕地不足两亩。可是，

望江村却是个富裕村，这里的人均

收入在临江周边是首屈一指的。

望江村用有限的耕地，不仅解

决了温饱，还使村民过上了富裕

的生活，乡村面貌呈现一派兴旺

的气象。

要问他们是如何做到的，答案

也许不止一个，以我在这里驻村两

年的所闻所见，我认为有一点最简

单也最有说服力：望江村——远近

闻名的瓜果之乡，这里的主导产业

以无公害蔬菜、葡萄、桃李、鸡心果

为主。全村水果种植面积在1000亩

以上，其中包含日光大棚300亩。种

植业的发展让望江村富裕起来，他

们通过选择优良品种和精耕细作，

极大地提高了产品附加值，提高了

生产效率和农民的收入。

在农家的二十四个节气里，他

们就这样忙碌着……

立 春

立春，应该是春天的开始，但在

寒冷的关东大地上却不是这样。此

时，这里远未见到春天的影子，大地

还在厚厚的冰雪覆盖下沉睡。

这正是农村传统的农闲时间，

元旦、春节、元宵节、二月二，节日的

气氛浓郁。“耍正月，闹二月，沥沥拉

拉到三月”，这是农家四季中最惬意

的时光。但说起来这已经是早些年

的事了，现在的望江村可不一样了，

刚到立春，望江村的村民已经开始

忙碌起来。

这里的种植户几乎都有大棚，

这个季节，是给大棚覆膜的时候。

覆上膜，大棚内和大棚外就成了两

个世界。大棚外还是一尺多厚的

雪，而大棚内，雪开始一点点融化。

随着阳光一天比一天炽烈，终于有

一天，大棚内的雪全都融化了，地面

上有了苔痕和绿草的影子。

在地下埋了一冬的葡萄苗（为

了防冻，蜜汁葡萄苗每年都要埋到

地下），也可以起出来了，它们一点

点地苏醒，发出新芽，长出新叶，舒

展起枝条，迎接春天的到来。

还有种植应季蔬菜水果的农

家，此时也开始忙着下种育苗，没多

久，映衬着外面皑皑白雪的大棚里，

就生机盎然了。

育苗育得早，种植户种植的蔬

菜、水果就能提前上市，不仅满足了

市场的需要，农民的收入也增加了

很多。

还有一件事需要农人们忙一阵

子，就是积肥。望江村的村民们不

喜欢用化肥，而喜欢用传统的农家

肥，鸡粪和牛粪是他们最常用的。

他们总结出了经验：种葡萄最好是

用鸡粪，种李子、沙果和梨等最好用

牛粪。

过去送粪是又脏又累的力气

活，但现在不一样了，因为农机具已

经很普及，农村几乎每户都有一辆

三轮车、四轮车什么的，有的还带翻

斗，卸车一下子就完事。望江村的

蔬菜、水果好吃，用农家肥应该是一

个很大的原因。

就这样，勤劳的村民们开始了

备耕生产，把农闲变成了农忙。他

们早早地把春天唤回。

芒 种

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起来，农

作物长势也开始加快，正是农家最

忙碌的时候。

该种的农作物都下地了。都说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为了一

年有个好收成，就必须要抓紧时间，

不误农时。

大棚里的葡萄已经很大了，再

有一个多月就可以上市了。而大地

里的葡萄，才刚刚抽芽，结出青涩的

果实。那些草莓、桃李、鸡心果、西

瓜都在茁壮地成长。望江村里种水

果的多，种应季蔬菜的也不少，毕竟

这里离城里很近，种上时令蔬菜，总

是能卖个好价钱。

村书记王福江家的地就种得

特别好，他是村班子的带头人，也

是生产致富的带头人。每天忙完

了村里的事儿，他就在自家地里忙

碌。比如管理大棚就不是简单的

事儿，打药、施肥、浇水、调温、测

湿，哪一样都需要种植者熟练掌

握。王书记经常向种植户们传授

自己的种植技术。

村子里种地种得好的人家比比

皆是。都说种田辛苦，但近年来随

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这种情况有

了很大改进。比如原本翻地是很繁

重的劳动，但农村现在有了翻地的

机器，一个很小的柴油动力翻地机，

犁地、翻土、开沟样样行，几亩地一

个人用不上一天就干完了，节省了

大量时间和劳力。

在望江村，种地可以说是一门

艺术。就说农家的菜园吧，有的人

家菜不仅长得好，看上去也赏心悦

目，东一畦菜，西一畦果，都是自家

喜欢吃的，韭菜、大葱、芹菜、小白

菜、生菜、菇娘、草莓、西红柿……自

己家的园子就是自己的天地，一定

要侍弄得漂漂亮亮的。

葡萄、黄瓜和豆角是需要搭架

的。现在种地用的架条也不一样

了，可以从网上买，多半是竹子做

的，不贵又轻便实用。在地里架好

之后，整整齐齐的。

一代代农民在土里刨食，今天

的农民却有着不一样的风采。他们

遵照老祖宗传下来的二十四节气自

然规律，用新的科学技术用心种

植。农民在田里劳作时，有的喜欢

在栅栏上挂一个小巧的音响，不仅

可以听广播，还能把自己爱听的歌

曲存到卡上，边劳动边听广播、听音

乐。更有时尚的年轻人开启直播，

在田间打开手机，向远方的朋友展

示他们的收成。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地

种得好，自己家的庭院也同样收拾

得井井有条。望江村的人家都喜欢

种花种草，在自己家的院里院外，都

种上各种花草，有种芍药的，有种百

合的，还有种东北比较罕见的牡丹

的。哪怕是平平常常的花，比如串

红、波斯菊、地瓜花什么的，开放的

时候也是争奇斗艳，把小村打扮得

花团锦簇。

侯找财是村里年轻有知识的新

一代农民，他在务农的同时，还组织

了一些人搞装修，一年十多万元的

收入，在村里算是富裕户。他的家

装修得特别漂亮，院子用大玻璃装

成阳光房，拓展了生活空间，还修了

一个鱼池，走到他家门口，会看到鱼

池上镶嵌着玻璃，人可以在上面行

走，鱼在玻璃下面游来游去。他家

还是全村第一个用空气能取暖的农

户，让冬天变得洁净而温暖。

村里每年都评选最美庭院，评

上的人家，会在门口挂一块牌子，

这是荣光的标志。如果你到这些

村民家去参观，一定会有赏心悦目

的感觉。

秋 分

望江村的主打产品是蜜汁葡萄

和桃李，从6月份就开始陆续上市，

一直到深秋还有。

这就如同打了一个时间差，让

种植户的利益最大化。既保证了市

场供应，也杜绝了过去农产品集中

上市，卖不上价钱的局面。

人为土地辛劳，土地也给人以

丰厚的回报。

望江村为了更好地服务种植

户，于2021年成立了望江优品种植

合作社工会组织，将广大种植户整

合起来，共同推广新品种，比如蜜汁

葡萄、汉白玉黄瓜、鸡心果等，同时

交流种植技术，学习农科知识，开展

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2022

年，他们建造种植大棚4座，进一步

增强了集体经济的力量。

为更好地服务种植户，村里还

建了一座冷库，种植户可以将暂时

没有售出的果品放到冷库中长时间

保存，种植户使用不收费，只需交纳

电费就可以。

村民们很会算账，种植特色水

果，一年收入一两万元不成问题，

发展棚膜经济进行跨季蔬菜水果种

植，收入甚至可以达到4万元。市

场需要就是动力，目前，望江村已

经占据临江蔬菜水果市场 60%－

70%的份额。

望江村的果蔬产业发展，也吸

引了外出打工的青年人回流，他们

的回归，又带来新的思想、新的理

念，比如手机直播、网络销售。

如今的望江村，早就改变了过

去的面貌。现在村里几乎家家都有

宽带、有线电视，还有太阳能热水

器、太阳能庭院灯等。国家政策好

了，村民也过上了好生活。

大 寒

秋收过后，秋风肃杀，大地一天

天变得荒凉。原来那些生机勃勃的

气息，那些花木葳蕤蜂飞蝶舞的场

景不见了，天地间又进入一个轮回。

瑞雪兆丰年。随着一场场雪纷

至沓来，田野被大雪覆盖。农民喜

欢雪，有了雪，春天才会有更好的墒

情；有了雪，越冬的农作物才不会被

冻死；有了雪，明年的灾害会更少，

收成会更好。

为了提高越冬葡萄苗的成活

率，在入冬之前种植户还有一件

事需要做，就是将葡萄苗埋到地

下，春天的时候再挖出来。虽然

很辛苦，但想到未来的收成，累点

也值得。

在农村，传统的节日气氛还是

很浓的。春节临近，那些外出打工

的人，上学的人，在这个时候都陆续

回来了，大家坐在一起，叙叙旧，唠

唠家常。村里人最看重的是过年，

放鞭炮、吃饺子、贴春联、挂灯笼、走

亲访友。进了腊月，家家户户就开

始准备年货，做黏火烧、黏豆包、黏

糕，有条件的还要杀年猪。村里还

会组织一些活动，深受村里人喜爱

的扭秧歌、踩高跷等节目，将节日气

氛推向高潮。

红红的春联、夜晚的红灯笼，召

唤着游子，温暖着回家的旅途。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

鸡豚。如今，村里也正在考虑开展

乡村旅游，主要有民宿、采摘等项

目，让村民增加收入。希望有一天，

大家能来望江村，感受一下新农村

的面貌，感受一下千年流传的美好，

依旧在这里生根发芽。

望
江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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