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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冀东文艺三枝

花之一的唐山皮影，亦

称“ 驴 皮 影 ”，以 其 独

特 的 唱 腔 、韵 律 ，妙 趣

横生的道具表现形式，

备 受 京 东 人 民 的 欢 迎

和 喜 爱 。 唐 山 皮 影 戏

历 史 悠 久 ，源 远 流 长 ，

在 中 国 皮 影 戏 中 独 具

特色，是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

从远古走来的皮影

戏以简陋舞台为阵地，

表演者通过音、手、身、

动基本功，使聚焦在影

窗 上 的 皮 影 人 栩 栩 如

生，活灵活现地张扬着

人世间的真、善、美，给

观 众 带 来 视 觉 上 的 享

受，是民间百姓娱乐、消

遣、打发时光的一种文

化载体。一代代皮影艺

人自觉坚持德先于艺、

情系于众、意在于传的

创作理念，千方百计以

人为中心，把丰富精神

文化生活、寓教于乐作

为 无 悔 追 求 和 创 作 目

的 。 在 走 乡 串 村 演 出

中，训练有素的皮影戏

艺人以其优美高亢、带

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唱腔

和一招一式精准到位的

表演，给人的心灵带来

震撼，给观众以感悟和

启示，使人留下久久难

忘的美好印象。

早年的皮影戏班大

多是由乡土文化热心人

自发组团而成。他们利

用秋冬农闲时节，靠一

双灵巧的手，把自费购

置的上等驴皮，按照剧

本不同人物、不同形象，

逐一用刀精雕细琢，随

后悉心涂抹、点染艳丽

夺目的色彩，把具有动

感和美感的影人用线绳

或细铁丝联结成一体，

再用秫秸秆儿或细竹枝

将 影 人 的 胳 膊 和 腿 扎

牢，成为形象逼真、活动

自如、形似而又神似的

一个个人物造型，而后

有序装入影箱，以备演出时使用。皮影戏班的

内部分工明确，有负责锣鼓家伙、胡弦等音响

的，有负责灯光的，有负责耍影人的，有唱黑头、

小嗓儿的，亦有唱文生的。彼此间各负其责各

司其职，又心心相通配合默契。演出时，唱黑头

和小嗓儿的，半掐着喉咙，把带有唐山“老呔儿”

味道的浓浓乡音传送到观众耳畔。耍影人的艺

人与演唱者相辅相成，在影窗上娴熟、灵动、自

然地展现人物动态，向观众真情地讲述或美好

感人或威武雄浑的古老故事，令观者赞不绝

口。观看皮影戏会使观众有一种“醉后不知天

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之感。

闲暇，常常忆起孩提时代与玩伴们围坐在

影台前，尽情欣赏神话皮影戏的情景。尽管那

年月露天影台土得掉渣，但围观的群众却人山

人海，从观众满目的注视、满脸的微笑、满意的

掌声、满心的崇尚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冀东百姓

对家乡人演的家乡戏情有独钟，深爱有加。

记得有一年临近春节，本村李氏家族喜得

贵子，为了表达对乡里乡亲们关爱的感谢之意，

同时也为后人健康成长祈福，于是李家特意聘

请当地小有名气的皮影戏班，在自家门前的大

槐树下搭台举办皮影戏专场演出。每当日落西

山，全村和周边村子的男女老少都像潮水般的

蜂拥而至，有的小朋友还提早用板凳、蒲墩占好

位置，然后有说有笑，耐心等待锣鼓家伙一齐响

开场的快乐时刻。一连数日，每晚李家门口热

闹非凡，笑声、掌声、喝彩声弥漫在村落上空，由

近到远地飘逸在冀东大地上。

那个年月，农村文化生活单调，枯燥。为了

给农民增添几分欢乐、几分愉悦，各地影戏班总

是抓住农闲时节，为农民巡回演出，而且往往一

唱数十天，仍能场场爆满。让人记忆犹新的是

有过多少不眠的夜晚，抬头就看见影窗上刀、

枪、剑、戟武打的场景，清风吹拂着童年的梦，耳

边传来熟悉的唱腔。那时上演的经典剧目大多

是“林冲雪夜上梁山”“刘备三顾茅庐”“关云长

过五关斩六将”“诸葛亮草船借箭”“张飞喊断当

阳桥”“赵子龙大战长坂坡”等。悠悠天宇旷，切

切故乡情。这些群众喜闻乐见、久看不厌的皮

影戏，让人近距离感受到唐山这一独特剧种的

别样意境和情怀。

驰名中外的唐山皮影，在风雨岁月中经历

了露天煤油灯、露天蜡烛、露天汽油灯、露天电

灯影窗的表演过程。如今这一传统地方戏种已

走上了中国戏剧大舞台，走出了国门。以皮影

戏曲调和动作编排、表演的舞蹈《俏夕阳》还登

上了央视春晚。欣赏唐山皮影戏，可以从中触

摸戏曲发展的脉

络，感悟蓬勃向

上的生命力和艺

术精华，更多的

是感受唐山皮影

戏这一非遗文化

的无穷魅力和艺

术传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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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争议多多的曹雪芹明朝祖籍是丰润

还是辽阳不说。到了清代，辽阳籍的曹玺在江

宁当织造时，丰润籍的曹鼎望、曹守望也同在

南方几个地方任知府。两曹家，成为清朝初期

因开国建功而兴的两大同姓官宦家族。他们

之间有没有联系，不得而知，而他们的后代，联

系甚多，关系非常，给《红楼梦》本身，也给红学

研究领域，提供了一个珍贵舞台。本文谨从

《红楼梦》和另外一些文学作品角度，做一些粗

浅探讨。

《红楼梦》中的江南甄家，很大程度上具有

江南曹寅家的影子。比如“冷子兴演说荣国

府”一回中，贾雨村问：“只金陵城内钦差金陵

省体仁院总裁甄家，你可知道么？”冷子兴道：

“谁人不知！这甄府和贾府是老亲，又是世交，

两家来往，极其亲热的。”作为南京织造曹寅父

子三代，既是钦差身份，又是皇家丝织用品织

造制作采购者。而北方曹家与《红楼梦》的关

系记述，最早又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例证是清代

学者、最早的红学家、与曹雪芹同时代的官宦

周春在组诗《题红楼梦》八律其一中写道：

瘦词隐约姓名传，双木林曹小比肩。

廿载江南持使节，一门蓟北写吟笺。

这里把江南曹家当皇家使节，蓟北曹家写

诗书，两家比肩发展说得非常透彻。

其在另外一首律诗中写道：

休言贾假与真甄，须识刘卢是世亲。

香案素书仙眷杳，玉壶红泪宿缘新。

这里把贾家与甄家，也就是南北曹家的关

系，又说得非常亲密与透彻。

再看《红楼梦》第四回，回前批脂砚斋留下

一首诗说：

请君着眼护官符，把笔悲伤说世途。

作者泪痕同我泪，燕山仍旧窦公无。

通过用典五代时候名人“窦公”的故事，一

针见血说出作者乃是深隐燕山的一巨子。

在“贾元春才选凤藻宫”一回中，赵嬷嬷

说：“还有现在江南的甄家，哎吆吆，好势派！

独他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

谁谁也不信。”这和康熙六下江南、曹家四次接

驾完全相当。同在此回，赵嬷嬷还说：“那时候

我才记事，我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监督造

海舫、修理海塘，只准备接驾一次，把银子都花

得淌海水似的！”这又和 1682 年康熙东巡奉天

时，丰润官宦曹鈖（被曹寅称兄道弟，见证过康

熙四次驻跸曹寅家）作为中书舍人扈从康熙皇

帝，在丰润建行宫接驾康熙的历史非常吻合。

曹鈖为此还特意挥诗一首《壬戌二月上驻跸丰

润，鈖时扈从，因得过家省亲》：

扈从东巡过故乡，行营只在浭溪旁。

深宵骨肉残灯下，共道君恩天地长。

大 家 读 来 ，眼 前 就 像 元 妃 省 亲 的 情 景

再 现 。

那么，南方江宁织造曹家与北方丰润官宦

曹家到底有哪些关联，以至让《红楼梦》作者祖

籍有著名的丰润一说？

作为辽阳和丰润两曹家最直接最频繁的

“联络人”莫过于曹寅。曹寅少年时为康熙伴

读、侍卫，青年时任内务府郎中，壮年后作为

“钦差”长期任江宁织造、巡盐御史、通政使等，

很受康熙信任，并主持诗局，编纂刊印了《全唐

诗》，创造了江南曹家鼎盛时期。而就是他，与

丰润曹家数位弟兄的关系极为亲厚。在他的

诗作里，情真意切、活灵活现地描写了大量丰

润的风土人情，时时道出对丰润“骨肉弟兄”的

思念与珍重，连同毗邻丰润的迁西，都大受其

益，在巡游迁西各地时咏出了不少赞美诗。下

面将曹寅展现与丰润无限亲情的诗作举几例：

其一，《雪霁寄靖远、宾及两兄》，有“何时共

姜被，永夕耿青灯”的句子。“姜被”,东汉典故，形

容同胞兄弟间生死相依的情谊。靖远，本名曹

钊，贡生，丰润名宦曹鼎望长子。宾及，本名曹

鈖，曹鼎望次子，上文提到过的康熙扈从官。

其二，《西轩怀冲谷四兄》中说：“浭水不可

钓，松茨闻欲荒。春风苦楝树，夜雨读书常。

骨肉论文少，公私拂纸长。频烦达声口，努力

学农桑”。不仅直接回忆丰润浭水、松茨园、苦

楝树等风物，而且称冲谷为骨肉。

冲谷，本名曹鋡，理藩院知事，丰润名宦曹

鼎望三子，曹寅一生跟他关系最近，给他写诗

不下 60 首。值得注意的是，曹鋡与曹寅同年同

月同日生，而曹鋡在丰润曹家本来行三，曹寅

却屡屡称曹鋡四兄，因此很多人怀疑他俩为孪

生兄弟。因为曹寅的母亲——曹玺夫人早年

一直给康熙当保母（非乳母），无从生育，曹鼎

望便把自己的三儿子曹寅过继给了曹玺为嗣，

因而曹寅对自己的双胞胎弟弟格外亲，本来应

称为“四弟”，却尊称为“四兄”。此外，这首诗

中还有“苦楝树”一词，曹寅还有《题楝亭夜话

图》一诗，丰润松茨园中有楝树和楝亭，曹寅为

纪念自己少年生活，给自己定了一个号，就是

“楝亭”；无独有偶，曹鋡也给自己定了一个号，

为“松茨”，表达松茨与楝亭密不可分，兄弟二

人骨肉难离。

其三，《松茨四兄过西池感今悲昔成诗》组

诗有这样的句子：“今夕良宴会，今夕深可惜。

况从卯角游，弄兹莲叶碧。”说曹寅和曹鋡在扎

羊角小辫的幼年时，就在一起玩耍。

其中一首诗中还有：“寸田日耕夜，狂澜无

时安。恭承骨肉惠，永奉笔墨欢。”前句是说他

们两个少年时，家里尚贫困，社会尚不稳定，正

是前辈父祖跟随清朝王公打天下，妇孺辛勤耕

种的时候。这事在丰润曹钊的《满江红·述祖

父象贤公》中也有精彩描述。后句直接说曹寅

自己小时候在丰润曹家享受骨肉亲情的恩惠

与教育。

组诗中还有诗句：“吾宗诗渊源，大率归清

腴。叔氏振颓风，句不修廉隅。”是说曹寅的叔

辈——丰润曹鼎望、曹首望、曹云望等多人文

采飞扬，开一代儒风，继承了远祖西汉曹参、东

汉曹操、北宋曹彬的清雅文韵。后来者大清英

亲王之后、曹雪芹的好友敦诚所写《寄怀曹雪

芹》中，“少陵夕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

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也表达了

相同的意思。

其四，《冲谷四兄诗索拥臂图并嘉予学天

竺书》中说：“再报东皋一尺书，哦诗松下晚凉

如。长城终古无坚垒，末路相看有敝庐。”东

皋，当年丰润曹家东山上一个园林，这里也代

指曹鋡。此诗是说写信问候曹鋡近日晚上松

下乘凉可好吗？连长城都难保万年坚固，我们

到穷途末路时，东皋这个园子虽然简陋，还可

作我们的栖身之所。相互照应时，还得靠老家

弟兄啊。此话不幸而言中。江南曹家败落后，

曹雪芹回到北方祖籍，写出了很有丰润底蕴的

鸿篇巨制《红楼梦》。在《红楼梦》中，甄家先败

落，到贾家隐匿东西，事情也作了折射。

曹寅与曹鋡的骨肉深情关系，被清朝“真

才子（顺治亲封）”“老名士（康熙亲封）”尤侗发

现。他在《松茨诗稿序》中说：“司农曹荔轩与

予为忘年交。其诗苍凉沉郁，自成一家。今致

乃兄冲谷薄游吴门，因得读其《松茨诗稿》，则

又体气高妙，有异人者，信乎兄弟擅场，皆邺下

之后劲也。予既交冲谷，知为丰润人……并寄

语荔轩曰：君诗佳矣，盍亦避阿奴火攻乎？”司

农曹荔轩，是曹寅；冲谷，是曹鋡。此文是说：

尤侗自己和曹寅是好朋友，曹寅诗很好，他的

哥哥曹鋡诗也很好，他们都是邺城曹操的后

代。刚知道曹鋡是丰润人，那么作为弟兄，曹

寅当然就是丰润人了。作为当事人，曹寅和曹

鋡对尤侗的说法都没有否认和更正，让诗和序

畅行天下，至于其他人承认与否，也就没有什

么意义了。

试论曹寅及试论曹寅及《《红楼梦红楼梦》》在丰润的根基在丰润的根基
□□ 吴吴 祥祥

（二）李大钊在哈尔滨和满洲里

李大钊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李大钊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
第五次代表大会始末第五次代表大会始末

□□刘凤敏刘凤敏

“1924 年 6 月 11 日，李大钊、王荷波、罗章

龙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途中到哈尔滨。李大钊由其堂（族）兄李祥年

（字瑞景）介绍往（住）道外太古街宏昌茂杂货

铺。他在哈停留 3 天，其间，曾同苏联驻哈领

事会晤。”这是《黑龙江省志·大事记》第二卷

中的记载。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

非常重视中国共产党与俄共(布)和共产国际

的关系，精心设计并暗中开辟了经中东铁路

乘火车到满洲里过境的秘密交通线，哈尔滨

因而成了这条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的重要枢

纽，由哈尔滨向西经满洲里出境到达莫斯科，

被称为西线；向东经绥芬河出境，走西伯利亚

大铁路到达莫斯科，被称为东线。为了方便

信息传递，由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设立了

若干地下交通站。

1924 年 6 月中旬，出于安全考虑，李大钊

等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分

头出发，到哈尔滨会合。刘清扬随身藏带了

国内 4 人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签署的代表证

书，代表们还分别填写了出席共产国际第五

次代表大会会议的代表登记表。据张成贵在

《李大钊开辟秘密交通线》一文记述：“李大钊

秘密回京后，立即安排彭泽湘、卜士奇两位青

年代表到黑龙江省青冈县邮局，找自己的乐

亭老乡、同窗好友、地下党员刘子孚，共同筹

划出国的准备工作，并去满洲里踏查地形，意

图雇佣马车偷渡国境。其他代表分头到哈尔

滨会合，李大钊则冒险到昌黎找挚友杨扶青

筹集赴苏联经费。”

杨扶青是昌黎新中罐头公司经理，和李大

钊同是乐亭人，同在天津求学，1910 年暑假二

人从天津回乡在火车上邂逅相识，经过一路长

谈，思想很投机，互敬互仰，双方均有相识恨晚

之感，从此二人建立了密切联系。这次为尽快

筹措赴苏联经费，李大钊想到了挚友杨扶青。

这天，李大钊从北京乘夜车启程去哈尔滨，路

过昌黎先下车找到杨扶青说明来意，杨扶青开

了一张手谕，让李大钊到新中罐头公司在哈尔

滨市设的分庄提取 500 元银币。当时，反动军

阀政府密令各地拘拿李大钊的海报文书已下

达，北京、昌黎、乐亭一带搜捕风声十分紧急，

但杨扶青不怕被牵连为犯“共产党要案”的罪

名，亲自掩护李大钊安全离开军警密布的昌黎

县城，登上了前往哈尔滨的列车。

李大钊到哈尔滨后，首先联系了在哈尔

滨做生意的族兄李瑞景，两人感情甚好，交往

不断，虽然分居异地，仍保持着密切联系。李

瑞景在哈尔滨道外八站开了一个宏昌远牛

店，从事贩牛生意，经常与俄国人、蒙古人打

交道，在中东铁路沿线特别是中俄边境的满

洲里等地人脉较广，这次护送李大钊一行越

境的重任自然落在了他的肩上。李大钊到达

哈尔滨的当天（6 月 11 日），北洋政府内务部

发出了对李大钊等人的通缉令，并把通缉令

下达到各省。李瑞景非常关心和注意李大钊

的安全，为谨防自己的宏昌远牛店被反动当

局关注，便安排李大钊住进了自己的结拜兄

弟 、乐 亭 老 乡 王 芳 田 开 设 的“ 宏 昌 茂 ”杂 货

店。白天李大钊外出办事、会晤友人，晚上就

与李瑞景、王芳田挑灯夜谈，向他们介绍协助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筹备召开国民党一大、制

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国

共合作统一战线等情况，宣传民主革命思想，

令李瑞景、王芳田二人大开眼界、心生向往。

三天后,国内与会代表们全部到达哈尔

滨集齐。其间，李大钊要办的事很多，首先让

族兄李瑞景帮忙到新中罐头公司哈尔滨分庄

提取了杨扶青资助的 500 块银圆，并兑换成卢

布；会见了苏联驻哈领事，在其协调下考察了

中东铁路工人运动和中俄工业大学（今哈工

大）学生运动的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李大钊特意参观了邓洁

民任校长的东华学校校址。邓洁民是乐亭呔

商后人，在日本读早稻田大学时结识了李大

钊，二人结下了深厚友情。1917 年 6 月，邓洁

民从日本回国，与乐亭呔商赵禅唐在哈尔滨

创办了东华学校，成了马列主义传播的重要

阵地和秘密通往苏联“红色丝绸之路”的重要

驿站，陈独秀等许多党的早期领导人和代表

赴苏学习工作、参加会议，都要经停东华学

校，邓洁民声望极高，被称为“党外布尔什维

克”。后来，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邓洁民化

名马天民，在天津隐居起来，难怪李大钊对李

瑞景不无感叹地说：“如果邓洁民在这里，我

们这次哈尔滨之行，就不会麻烦你了。”据李

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文记述，“在瑞

景大伯父的帮助下，一切出国的事项都办理

好了。因为是秘密出国，没有起下护照，同时

还得绕过张作霖在国境上的检查，瑞景大伯

父给他们雇了三辆出国的车辆。”

实际上，李大钊一行到达哈尔滨后，共产

国际哈尔滨联络站与满洲里联络站及时取得

了联系，并且由李瑞景、刘子孚护送李大钊一

行到达满洲里。

满洲里是中东铁路在我国境内的最后一

站，出了满洲里，就进入了苏联境内。然而，

想出境谈何容易？当时，东北军阀张作霖的

部队在满洲里城区四周挖掘了三四米深的护

城壕，只在东南西北设置四个大门，派重兵把

守，阻拦私自穿越国境人员。

1924年 6月 13日夜，李大钊一行从哈尔滨

上火车秘密到达中苏边境上的口岸小城满洲

里，在当地交通员的安排下住进一家小旅店，

交通员引来了店老板并介绍说“自己人”。原

来，店老板也是当地的一名交通员，他向李大

钊建议，“你们起码要三驾马车，每架马车连车

夫在内不能超过 3个人。每架马车一定要用 4

匹马拉，才能安全地越过国境。”李大钊有些惊

奇地问，“怎么需要这么多马来拉车呢？”店老

板严肃而认真地说，“少了不行，越境的时候车

子一定要跑得快，马多车轻，才能跑快，而且要

选择膘满肉肥的好马。”这时，店老板又详细地

向李大钊介绍了国境线一带的情况，在越境必

经的中苏两国分界处有一个山坡，没有一点隐

蔽，山头上设有碉堡，昼夜有哨兵站岗放哨，一

旦发现有人穿越国境，哨兵就会开枪射击，有

时还会派出马队追击，所以绝对不能疏忽大

意，必须一口气闯过去。

翌日凌晨，当地交通员已把雇来的三驾

马车停在旅店门前，李大钊和刘清扬坐在前

面的那架马车上。天将蒙蒙亮时，十二匹快

马拉着三驾马车已经穿过山洼地带，有经验

的车夫把马车赶到两个碉堡中间的草原小路

上，扬鞭催马，飞快地向国境线冲去……临近

边界时，马蹄声还是惊动了山上的哨兵。顷

刻间，碉堡里传出来的吆喝声、密集的枪声、

刺耳的马鞭声、隆隆的车轮声、哒哒的马蹄

声，汇成一片，震撼着黎明前的国境线。车夫

熟练地操纵着马缰绳，左躲右闪避开了纷飞

的弹雨，有惊无险地越过国境线。

这时，李大钊从车篷里出来，举目远眺东

方冉冉升起的朝阳，俯视着朝霞中那片广袤

的草原，不禁暗叹：终于踏上了这自由的土

地，到达了列宁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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