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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勤 结缘扬州评话60年
□ 管玮玮

不久前，家住太平新村的王克勤老人受邀走进北海社区，为
社区居民现场表演扬州评话《林海雪原》与《武松斗杀西门庆》，
台上老人一桌一椅，一块醒木，一把折扇，讲得精彩绝伦、惟妙惟
肖，台下观众则听得全神贯注，短短两个多小时内，场内没有一
个人离开。听后，大家都纷纷报以热烈掌声。

王克勤老人为何将扬州评话讲得如此之好？他与扬州评
话之间又有何渊源？13日上午，记者走进王克勤家时，他正坐
在电视前，专心看着著名艺人马伟表演扬州评话《水浒》。提起
与扬州评话结缘的那段往事，今年 71岁的王克勤老人至今记
忆犹新。

王克勤上小学五年级时，街坊住着一对姓從的老夫妻。每天
早上，从老人家经过时，王克勤和小伙伴们都会尊敬地叫两人：

“從爹爹早，從奶奶早”。高邮方言中，“從”字读起来像“穷”，这让
從大爷每次听到总觉得不习惯。为了让孩子们改掉对自己的称
呼，從大爷找到了王克勤，让他和小伙伴以后叫他发财爹爹，此
后，巷子里的孩子们就都改了口。为了奖励王克勤，一天，他带着

王克勤前往位于中市口附近的说书场。“那是我第一次走进书
场，只见偌大的厅堂内，台下挤得满满当当的男女老少；台上身
穿蓝布衫、面目清瘦、双眼炯炯有神的王少堂老人，正在全神贯
注地用扬州评话表演着《水浒传》第二十四回中关于‘武松斗杀
西门庆’的情节。”王克勤说，表演时，王少堂对故事中涉及的每
个人物与相关情节的描述非常细腻传神，这一下就犹如磁铁般
深深吸引住了王克勤，也由此开启了他与扬州评话之间维系 60
年的难解之缘。

因为有了与扬州评话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从此，王克勤越
加对扬州评话痴迷。只要不上学，他就背着家人溜到书场去听
书，在书场里，他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对大段大段说书人讲的内
容听而不忘，甚至连说书人的神情和动作都能模仿出 80%以
上。几年后，未受过一天正规专业训练的王克勤，每次家庭聚会
或学校搞活动时，他都能即兴讲上一个片段。

上世纪 60年代初期，王克勤从学校毕业进入社会工作，有
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后，对扬州评话更为痴迷。为了提高自己的
技艺，一有时间王克勤就在广播里收听惠兆龙、李信堂等人的
评书节目，还想方设法通过各种关系，拿出自己的大部分工资
购买大量有关扬州评话的书籍进行阅读。有一年，市图书馆搬
迁，王克勤在协助图书馆管理人员搬迁时，偶然发现了王少堂
老人的《西门庆》上、下两册口述本，这让王克勤兴奋不已。他将
上、下两册书借回了家，用了整整 3个月的时间，将共计 80万
字的口述本全部抄写了下来。“抄完后，我天天一下班就拿着书
在看，甚至还一边读，一边对着镜子自己揣摩书中人物各种神
情、动作。”王克勤说，因为有了这两册口述本，他的表演才能得

到了极大提升。
1963年，时任省曲艺团的著名艺员夏小台，受邀来临泽镇

开讲扬州评话《林海雪原》，得知此消息的王克勤连夜赶往其下
榻之地，与他进行了长达 3、4个小时的长谈。第二天，就在王克
勤万般期待夏小台演讲《林海雪原》中那段“真假胡彪”时，却意
外得知他因风寒感冒导致上呼吸道发炎。看到夏老在后台急得
团团转，一边的王克勤有了一个大胆想法。“夏老师，实在不行，
我帮您讲上半场，下半场您来讲，行不行？”“行，到时候就你上。”
夏小台当即表示同意，并将故事向他完整讲述了一遍。当晚，临
泽镇小剧场内坐满了三百人的观众，王克勤穿着一身长袍，神情
淡定地坐在了台上。在随后短短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他的一举
手、一投足、一个眼神都演绎得非常到位，整个故事更是叙述的
滴水不漏、环环入扣，尤其是对杨子荣智机智勇敢、最终除掉真
胡彪取得座山雕信任的那段，他精彩绝伦的演讲获得了台下观
众长久的掌声。

有了第一次正式上台表演的成功经验，王克勤受到了极
大鼓舞，此后，他便利用一切尽可能的机会大胆锻炼自己的
口艺，其名声也随之越来越响。 如今，王克勤早已退休在
家，许多社区负责人得知他有这门技艺后，纷纷上门邀请。而
每当大伙坐在台下，认真而专注地看他表演时，王克勤的内
心都无比开心。“随着岁月的变迁，文化多元化的发展，扬州
评话也与其他非遗项目一样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只要有一个
人愿意听，我就会一直讲下去，并尽可能将这一传统技艺努
力传承下去，让更多年轻的高邮人知晓扬州评话、喜欢扬州
评话。”王克勤说。

寒风中 他们站在冰水里清理干渠
目前已捞起垃圾 80吨

“这么冷的天，村书记带头下河捞垃圾，真是不简单，以
后一定要爱护环境……”19日上午 8时许，记者路过开发区
头闸口桥时，听见桥上的村民正三三两两地议论着。站在桥
上往下看，文游台村党总支书记张剑和志愿者们正站在结冰
的干渠里一起清理垃圾。张剑上岸后告诉记者，清理干渠里
的垃圾是“四城同创”的需要，更是为了还周边村民一个干净
卫生的生活环境。据了解，这只是开发区推进“四城同创”工
作的一个缩影。“四城同创”工作开展以来，开发区把城中村
环境整治作为推进创建工作的重点，村容村貌明显改观，区
内百姓拍手称赞。

“原本干渠里到处都是垃圾，经过几天的打捞，现在已经
好多了。”张剑介绍说，头闸干渠北边居住着大量的村民，不少
村民习惯性地将生活垃圾随手扔进渠里，日积月累，渠里的垃
圾成堆。为了将这里的垃圾清理彻底，从本月 16日开始，文游
台村召集了 23名志愿者连续 4天对干渠里的垃圾进行清理。
在现场，记者看见，张剑和志愿者们穿着橡胶裤站在结冰的干
渠里，他们一手拎着桶，一手拿着夹子，一边走，一边将干渠里
的垃圾夹进桶里。遇到夹不起来的垃圾时，他们也不嫌脏直接
用手去打捞。桶里装满垃圾后，岸上的志愿者就放下手中的钩
绳，将垃圾桶拖上岸，再将桶里的垃圾一一倒进路边的拖拉机
里，捡垃圾、拖垃圾、运垃圾，张剑和志愿者们一遍遍地重复
着，在大家的努力下，没一会功夫，原本垃圾成堆的干渠顿时
变得干净、整洁许多。

寒风凛冽，气温零下，站在室外都觉得冷飕飕，何况站
在结冰的水里打捞垃圾。但 4天来，每天都有 20多名志愿
者在文游台村境内约 1.1公里的干渠里进行垃圾清理，截
至目前，已从干渠里清理出约 80吨的垃圾，环境得到了改

善。“即便天气再冷，也要把干渠的垃圾清理干净，让周边的
村民在干净的环境里迎接新年。”张剑说完后又跳进渠里忙
碌起来。

环境好了，老百姓笑了。在垃圾清理现场，不少村民还自发
上前帮忙，看着一桶桶垃圾拖上岸被运走后，村民们的脸上都露
出了开心的笑容。“谁都希望住在好的环境里，现在村里花钱帮
我们清完垃圾，环境变好了，得去珍惜。以后从自己做起，从家人
做起，再也不会往干渠里倒垃圾了。”村民杨奶奶笑着说道。

在开发区境内，不仅文游台村环境赢得村民称赞，花王村二
组的村民提起环境的改变也竖起大拇指连声叫好。在花王村二
组村民聚居的一条东西走向的路上，记者一路走去，不仅道路干

净整洁，而且沿路的河里也看不见任何漂浮物，村民们甚至在河
里汰衣被、淘米。“我住在这里 10多年了，环境从来没有像现在
这样好过。”在河里淘完米上岸的村民秦荣财说，“四城同创”让
我们这里简直变了一个样，就说这条河，以前河里到处都是垃
圾，别说淘米，就是汰衣服的人也没有，现在环境大变样，不少人
开始在这河里洗衣服，我家每天都在这河里淘米洗菜。花王村党
总支书记梁荣祥告诉记者，“四城同创”以来，村里花费了 30多
万元用于改善环境，针对环境的保护，村部还制定了长效管护措
施，每天都有志愿者到各个组去执勤，以便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在现场，记者看见，两名志愿者正在路上巡查，看见路上有垃圾
时，就立即捡起来放进随身携带的垃圾袋里。

除了村环境改善外，“四城同创”也让开发区农贸市场环境
大为改观。走进农贸市场，商家各自经营，井井有条，乱推乱放、
占道经营等现象几乎不存在。正在现场执勤的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局经济开发区分局中队长葛慧告诉记者，经过一段时间的整
治，成效非常明显，从整治、到管理、再到经营户自发行为，他们
已经认识到了创建的重要性，现在大多数经营户都能依规、依法
经营。

长效管理是工作的保障。开发区农村工作处副主任戴华文
表示，“四城同创”，开发区永远在路上、永远在进行中。

杨晓莉

“四城同创”看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