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玉冰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

么出发。 ——纪伯伦
清晨，原始人从洞穴里出来，去寻

找他的猎物；农耕时代，农民走向田
野，去侍弄他的庄稼，为了果腹；三十
年前，一个农家少年，背着书包，从小
村走出，他最初的愿望是要吃上“商品
粮”。三十年过去了，他早已吃上了“商
品粮”，并且成了“城里人”，可那又如
何？

许是读多了书的缘故，虽然很困，
可总是睡不好，脑子里乱哄哄的，总是
出现些也许是读过，或者想写的文字，
脑袋沉沉的。用湿毛巾擦把脸，仍不清

醒。深更半夜的，睡不好，怎么办？“看
书。”脑子里冒出这样的念头。

看多了书，睡不好；睡不好，看
书？不禁哑然。

说“圈”

据说，各行都有个“圈”，当演员有
个 “ 演 艺 圈 ”， 码 文 字 有 个 “ 文 人
圈”……人是群居性动物，离了“圈”
似乎就活不下去。

有个“圈”也好，可以“抱团取
暖”嘛。在这个“圈”里，你捧捧我，
我拍拍你，你好我好大家好，其乐融
融，岂不“和谐”？

不过，中国有句老话，叫“文人相
轻”。我虽也识得几个字，算得上粗通文
墨，但不敢自诩为“文人”，每每翻见年
少时制造的那些稚嫩、拙劣的文章，简
直是羞愧难当、汗不敢出。自觉没多少
分 量 ， 又 岂 敢 对 他 人 “ 轻 ”？ 不 是

“圈”内人，自然不知“圈”内事。出于
好奇心，探头进去看看？还是免了吧，
小心碰头！古有“竹林七贤”，也有那么
个“圈”，那是高洁之士的雅聚之地，凡
夫俗子休想沾边，如果磨磨唧唧硬是不
肯离开，肯定是自讨没趣，要碰一鼻子
灰的！

不是“圈”里人，千万别往里挤。

所有的工夫都不会白费

曾听人沮丧地说：“唉，又弄瞎了，
所有的工夫都白费了。”听后，让人心生
戚戚。

久不为文，一年前受某兄某句话的

感染，突然心血来潮，脑子里涌出一些
感慨来。当时没有纸笔，就十分投入地
在手机上弄起了草稿，最后搬到了电脑
上，想弄出个感动别人，起码感动自己
的篇什。可写着写着便泄了气，怎么也
写不下去了。江郎才尽？也许！不，本
不是江郞，又何谈才尽？索性扔下不去
理会它了！

燠热的夏夜，昏昏沉沉地醒来，就
再也睡不着了，脑子里过电影般地闪回
一些片断。不知怎的，又想起那些文字
来，其中的一些思想、一些文句，还不
乏可用之处。于是，掐头去尾，砍砍削
削，移花接木，搬运过来，也还周整。
起码自我感觉良好。不禁感叹：咳，那
些工夫没有白费。

其实，有哪些工夫又会白费呢？

短章（外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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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漫笔心灵漫笔

个人简介

■文/本报记者 孙永辉
图/本报记者 胡鸿丽

在漯河乃至周边市县，乔聚坤是一
个不折不扣的“名人”，一则因为他创
作了大量地域特色明显，群众喜闻乐
见，时代特色鲜明的文艺作品；二则是
他为创作这些作品扎根基层，深入生
活，贴近一线，几乎跑遍了全市的大街
小巷、村村落落，为不少群众所熟悉，
私下里，喊他老师的人不少，更多的人
则尊称他为“乔老爷子”。

乔聚坤虽已年逾古稀，但依然是活
泼可爱的“老顽童”，创作上仍旧是执
著高产的“工作狂”，生活中是总爱嘻
哈说笑的“乐天派”。

情定生养他的这方沃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乔聚坤说，和
沙澧河的结缘总感觉有些微妙：父亲生
活在澧河南岸，母亲的家则在沙河南
岸，自小到大，无论是走亲访友还是出
门求学，沙澧河他不知要过多少次，要
走多少趟。两河四岸的岸滩沙石，水草
鱼虾，树木丛林，他烂熟于心；沙澧大
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对他的影响根
深蒂固，他挚爱这方生养他的家园，热
爱这片物华天宝的热土。

乔聚坤说，一个人最大的幸福就是
一生都能干自己喜欢干的事。1962年高
中毕业，农村户口的学生没有报考大学
的资格，他又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乡
村，回到了他最熟悉也最亲近的父老乡
亲中间。失意之时，他对人生的思索随
着千百年来蜿蜒东流的沙澧河不断延
伸，而脚下这方文化底蕴深厚的故土，
则给予他勇气、力量和自信，摆脱了短
暂的消沉，喜欢写作的他开始用手中的
笔书写人生，描绘未来。

扎根基层一线火热生活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
烟。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在朝夕相
处的父老乡亲中间，他如鱼得水，创作
的灵感汩汩流淌。他把村里人写遍了，
写的新闻、散文、诗歌、小说投到《漯
河报》 和县广播站等媒体，都相继发
表。同时，他还给村里文艺宣传队写剧
本、快板、快书、相声、小戏、小品
等。

十年含辛茹苦，十年笔耕不辍，他
的写作梦终于开花了！1973年10月，他
写的通讯《一心为贫下中农着想——记
郾城县大刘乡皇宇村赤脚医生师国珍》
在《河南日报》二版发表，他写的河南
坠子《都满意》在《河南日报》副刊上
发表。两篇文章的发表，让人们发现了
他这个难得的人才，遂被调到郾城县文
化馆工作，从事专业文艺创作。

源自于对沙澧故土深沉的爱，来自
于火热生活的感召，基于对曲艺创作始
终如一的严谨，乔聚坤的创作有一个雷
打不动的习惯，无论写什么，都必须事
先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他常年深入农
村、社区、工厂、学校，一步不少地走
完体验生活、收集素材、反复酝酿、埋
头创作的整个过程。他创作的作品题材
广泛，体验的生活丰富多彩，先后给学
校、医院、机关、工厂、部队100等多

个单位写过写相声、小品、快板等。他
对漯河的历史沿革、发展变化、乡风民
俗、风土人情是如此熟悉，可以说是成
了漯河的“活历史”、“活地图”、“活资
料”。

点赞新时代的万千气象

辛勤耕耘之后的收获是丰硕的。乔
聚坤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从事文艺创
作至今，发表 （演出） 作品近千篇
（部），获得省、国家级奖项上百个。他
写的曲艺联唱《今朝花更艳》及庆祝建
国30周年曲艺作品在中央台播出。2004
年，他写的电视短剧《三妮的故事》在
中央台12套播出。他写的河南坠子《小
两口算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译成英
文在多国播出。他写的小戏《驾辕》获
映山红民间戏剧节银奖，他写的小戏

《邻里之间》 1983 年参加河南省首届现
代戏汇演并被上海戏剧学院选作教材。
他作为原许昌地区的唯一代表，参加了
1983年召开的全国农村曲艺座谈会。他
还应邀出席了1986年召开的中国曲艺家
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1987年召开的全
国曲艺新作研讨会，2001年召开的世界
反家暴论文研讨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指出：“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
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
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
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
活。”乔聚坤作品的最大的特点是生活
气息浓郁。底蕴深厚的中原文化是文学
创作的宝库，他扎根沙澧沃土，从中汲
取丰富营养。他的作品有着浓郁的生活
气息、乡土气息，有着关注凡人琐事、
为普通市民立言的独特视角，一个个人
物似曾相识，一件件事情恍如亲历，一
篇篇作品洋溢着泥土的芳香、弥漫着烟

火的味道，写出了沙澧大地千家万户的
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他的作品时代特
色鲜明，有着为人民服务的满腔热忱和
浓烈持久的家国情怀，凡是党和政府有
大政方针向社会宣示，凡是普通百姓关
心聚焦的热点问题，凡是人民群众需要
他站出来鼓与呼、歌颂真善美、鞭笞假
恶丑时，他总能在第一时间运用自己得
心应手的文艺形式积极参与其中。他为
反腐倡廉写的戏曲小品 《清风小店》；
为城市创建写的小品《“两城同创”漯
河人》，为扶贫攻坚写的小品 《特殊家
庭》，为志愿服务写的小品 《天桥义
工》等作品，讲述漯河好故事，传播沙
澧正能量，唱响时代主旋律，广受社会
各界好评。他的作品语言风趣幽默。乔
聚坤认为，中原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
区域文化，造就了中原人民独特的语言
表达方式，简洁、简明、简短的口语在
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正是
因为长年扎根基层，与人民群众打成一
片，正是长期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
运、心连心，他的作品大量使用群众语
言，显示出在驾驭群众口语上的娴熟技
巧。作品中的语言幽默、俏丽、风趣，
朗朗上口，歇后语、俏皮话比比皆是，
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也深为人民群众
所喜闻乐见。

乔聚坤说，曲艺能够存在，是因为
人民需要。“我已经70多岁了，我这辈
子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学习曲艺、研
究曲艺，曲艺一直伴随着我。我为曲艺
出了力、流了汗，曲艺也成就了我，让
我没有虚度生命。80多岁的袁隆平还在
搞科研，90多岁的杨振宁仍在工作，跟
他们相比，我还年轻，又赶上这么好的
时代，不干工作干啥！我要用全部心血
为这片热土服务，为这片热土高歌。能
一生都干自己喜欢的事业，用文艺为人
民服务，我很快乐、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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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慧娟
在漯河市档案馆有一幅清光绪

年间绘制的 《广西中越全界之图》
（简称《全界之图）》，被当成漯河
市档案馆的镇馆之宝珍藏着。

《全界之图》长1764厘米，宽
32.7厘米，光绪十九年(1893年)七月
绘成，夹萱石印，墨色浅淡均匀，字
体是工整的楷书，山石树木采用中国
画手法勾勒。此图呈卷轴式由右向左
展开，横列式散点透视，上远下近构
图方式，图中范围东起吞仓山，西至
镇边县各达村，明确标有山名、水
名、村名、路名、关隘、营垒、炮
台、关卡、州界、边界等。图上用圆
点表示边界线，清晰地标明了中国
广西与越南的边界。卷首题“广西
中越全界之图”中的“广西中越”
四字残缺。卷末有“广西太平思顺
兵备道监督镇南关新建蔡希邠识，
光绪十有九年岁次癸巳秋七月全图
绘成”字样。这幅保存完整的《全
界之图》作为历史的见证，为中越
两国陆上边界的划分提供了最直接
的证据，曾在解决中越边界争端的
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

说到这幅图，就不得不说出生
在郾城香馥赵（郾城西街）的赵时
熙。此图正是赵时熙在任广西道台时
收存，他在收藏此图时留下家训，要
求子孙后代尽全力保存，无论什么情
况下不得售卖获利，待机上交国家
以图大用。后此图一直被赵家作为
传家宝代代珍藏，历经一番曲折之
后，最终珍藏在漯河市档案馆。

那赵时熙是何许人也？这幅图
是如何被档案馆收藏的呢？

赵 时 熙 生 于 1835 年 ， 卒 于
1903年，郾城香馥赵世家子弟。出
版于 1934 年的 《郾城县记》 有其
传，《郾城县记·耆旧篇》 用短短
的几行字概括了赵时熙的官场之
路：“时熙，字春台，号蔼臣，中
式同治乙丑科贡士。戊辰补殿试，
以主事用，分刑部，擢员外郎、郎
中，改监察御史，调掌京畿道，由
御史授广西平乐府知府，调梧州桂
林，卓异，升甘肃巩秦阶道。”赵
时熙是同治三年（1364年）甲子科
河南乡试举人，同治四年 （1365
年） 乙丑科贡士，同治七年(1368
年)中进士第三甲 30 名。清朝光绪
年间有个惯例做法：“凡是二品资
政大夫、甲子年中的举人、乙丑年
中的进士，其前30名必须留到北京
六 部 效 劳 三 年 ， 一 个 部 效 劳 半
年。”赵时熙按照惯例就在北京从
小官一直做到京畿道。广西动乱时
把赵时熙调去。在赵时熙调去之
前，朝廷曾派去了两个大员，两个
大员非但没有制止动乱，反而制造
了冤狱，错杀了许多老百姓。他调
去以后，不听汇报，不先入为主，
而是亲自走进监狱里头调查情况，
仔细聆听老百姓的心声，从不放过
一个疑点，不听从一面之词。最后
赵时熙了解真实情况以后，认定老
百姓是无辜的。他写了一个为老百
姓鸣冤的呈子寄到北京为广西恭城
的百姓鼓与呼。皇上两次让他回京
当面反映情况。在赵时熙的据理力
争下，朝廷承认老百姓被冤枉了，
让赵时熙回到广西给老百姓昭雪。
赵时熙回到广西，立即释放了蒙冤
入狱的百姓，平反了最大的冤狱
——“恭城冤狱”，当地老百姓对
其感激涕零，认为赵时熙是个难得
的清官。

赵时熙在中举之前，师从他的
亲哥哥赵时赓。赵时赓夙以文名，

“邻邑之人有不远数百里而从之
游”，方圆数百里都有人前来拜其
为师，其中就有舞阳人张廷燎。张
廷燎 （1846～1924 年），是清末历
史上著名的人物，历任陕西道、广
西道监察御史，广西、浙江、云南
布政史，慈禧宫廷传本御史，后辞
仕，终老家乡。赵时熙虽然师从其
哥，却青出于蓝，赵时熙还比赵时
赓早三年中举，而且赵时赓一辈子
屡考进士而不得，终身不仕。赵时
熙却头年中举，次年中进士，一路
高升，固然可以说是他运气好，但
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他是个勤奋努
力的人。《郾城县记》 说其“卓
异，升甘肃巩秦阶道”。《郾城县
记》还记载了赵时熙在其他任上的
作为：“在刑部为秋审处坐办，于
云南奏销与镇平胡体洝之案，承鞫
称允；在都察院，奏陈盐法与郾城
车马之弊；在广西，平反恭城冤
狱；在秦州，建武备学堂，解李占
鹏、苏上达教案。”

赵时熙不仅办事公道，且为人
和气，志书上说他是个特别容易相

处的人。因其一直在外地做官，他
从来不过多地打扰他的治下，虽然
不求赫赫之功，但也从不为威势所
挠。也就是说，他看似特别和气，
特别好说话，但他不是一味地委曲
求全，一味地懦懦弱弱，而是明辨
是非，有担当、有作为。他虽是一
介文人，却也不惧生死，勇敢无
畏。当年，反抗清廷的农民起义军
如火如荼，“捻军”就是一支活跃
在安徽、河南的农民起义军。“捻
军”不仅和清廷作对，也骚扰当地
百姓。“捻军”屡屡犯郾，使郾城
百姓苦不堪言。有一次，“捻军”
又来侵扰郾城，那时赵时熙还是个
生员，还没有出去当官，他避难于郾
城郭湾乡下，遇上“捻军”向其勒索
钱财，他坚决不给；他们又威胁着要
赵时熙跟他们走，赵时熙也断然拒
绝。最后，他们恼羞成怒，用刀刺伤
了赵时熙的大腿，赵时熙仍然不为所
动，他们无奈地空手而去。

赵时熙曾经对人曰：“吾无过
人者，勤、慎、廉三字，差堪自信
耳。”他的所作所为，都见证了他就
是这样一个“勤、慎、廉”的人。

斯人已逝，而他收藏的《全界
之图》 却保存了下来。《全界之
图》 能基本完好地收藏在市档案
馆，还要提到赵家第三代孙媳薛丽
梅和第四代曾孙赵惠杰。

赵时熙的孙媳薛丽梅，民国时
期毕业于开封女子师范，是旧时代
少有的有文化懂历史的知识女性。
如果不是她的远见卓识，不是她的
拼死保护，《全界之图》 早就被付
之一炬，灰飞烟灭了，为保护这张
地图，薛丽梅被造反派打得眼圈黑
紫，满身伤痕，右肋骨断了两根。
那是1966年，“破四旧”运动正如
火如荼。当时郾城的造反派早就听
说赵家是一个名门望族，去他家

“破四旧”一定大有收获，早就想
去大展身手了。一天，造反派纠集
一帮人，气势汹汹地来到赵家，把
赵家的瓷器和古书画全堆到一起，
当众焚烧。薛丽梅眼睁睁看着一件
件古玩珍品被当作“四旧”扔进了
火堆，当一个被包得严严实实的东
西被扔进火堆时，薛丽梅猛然想
起：“这是赵家人保存了上百年的宝
图，祖上有训，要全力保护，我就
是拼了命也要把宝图从火中抢出
来！”于是，她不顾一切，冲上去把
宝图从火中抢出抱在怀里大声喊
道：“这是国宝，万万烧不得！是对
国家非常有用的东西，不信你们让
文化馆的人来看看！”造反派看到她
是这样一种强硬态度，只好派人到
文化馆请人来看看。文化馆来人鉴
定后，工作人员严肃地告诉造反
派：“这的确是国家的地图，是具
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文物，任何人不
得破坏。”文化馆的人怕地图留在
赵家，会有闪失，决定把图带到文
化馆。临走时，薛丽梅一再交代工
作人员：“要尽快将宝图交给上级
部门！”这张地图就这样幸免于难。

如果说薛丽梅是 《全界之图》
的守护者，那么薛丽梅的儿子、赵
时熙之曾孙赵惠杰就是一个无私奉
献者。赵惠杰是郾城区一个极其普
通的人，在后来国家归还之前没收
的私人财产时，他没有把图要回去
作为私有，而是毅然把地图捐赠给
市档案馆，让地图回归国有，让其
作用发挥至最大。

《全界之图》是如何从文化馆
到了档案馆呢？它又发挥了怎样的
作用呢？当年《全界之图》被文化
馆的工作人员带回文化馆保管后，
在文化宫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展览。
此后，地图又移交给了顺河街办事
处，为慎重起见，办事处工作人员
联系了当时的市档案馆馆长，市档
案馆在认定此图十分重要后，即收
藏于内。

1979年，市档案馆通过市委将
此图寄给了外交部。1982年，外交
部又将此图寄回市档案馆，并在回
复中表示该图在解决中越边界争端
的关键时刻发挥过作用。在近几年
的中越边界勘界的测绘工作中，该
图为勘界测绘提供了很重要的边界
证据。

2004 年 6 月 1 日，经河南省收
藏协会鉴评委员会专家鉴定，该图
存世版本极为罕见，保存基本完
整，被认定为国家档案一级藏品。
政府为了表彰赵时熙的后代赵惠杰
一家几代人精心珍藏国宝之举，
委托市档案馆为赵惠杰一家送去了
一万元作为奖励。《全界之图》 就
这样几经辗转，最终作为镇馆之宝
珍藏在了漯河市档案馆。

郾城赵时熙
和《广西中越全界之图》

■邵天江
神山圣水的西藏处处都是风景。喜

马拉雅山的雄伟，卡若拉冰川的俊俏，
布达拉宫的神圣，鲁朗林海的壮美，还
有那曲草原的清雅，和在清雅晨光里奔
跑的羚羊、高空中翱翔的雄鹰……然
而，西藏最美的风景当数变幻莫测的
云，圣洁纯净的湖，忠诚担当的兵。

西藏的云，飘逸中透着沉稳，洒脱
中带着从容，豪放中蕴含拘谨，狂野中
散发温柔。卷积云轻盈、曼妙、柔美，高
积云稠密、厚重、浓烈，层积云肥硕、松
散、宽泛，火烧云热烈、奔放、豁达……
你从不同的角度看云，云从不同的视角看
你。从飞机上俯瞰西藏的云，时而像巍峨
的雪山，时而像奔腾的河流，时而像醉卧
的雄狮，时而像悠闲的牦牛。从山顶上平
揽西藏的云，时而像铺天盖地的棉絮，时
而像连绵不绝的冰川，时而像汹涌澎湃
的波涛，时而像蜿蜒曲折的溪流。从山
脚下仰望西藏的云，时而像战马嘶鸣、

旌旗招展，时而像将军列队、沙场点
兵，时而像蛟龙出海、猛虎下山，时而
像明月挥头、丹凤涅槃。

西藏的云呀，一朵朵，一堆堆，一丝
丝，一缕缕，慈祥、纯洁、宽厚，好似神
山盛开的雪莲，又像似西藏人灵魂的知
己，是他们生命中存在的另一种形式。

西藏的湖，清澈、澄莹、碧透，雍
容华贵，冷峻惊艳，清丽俊秀。西藏的
湖，像一坛诱人的老酒，像一朵沉睡的
雪莲，像一块碧绿的绸缎，像一袭舞动
的裙摆。西藏的湖五颜六色，绿的像翡
翠，蓝的像宝石，红的像玛瑙，紫的像
水晶。西藏的湖，千姿百态，有的像佛
手，有的像心月，有的像鹅卵石，有的
像珊瑚枝。西藏的湖，风格迥异，拉昂
错的神秘，当穹错的深沉，班公错的浪
漫，纳木错的灵秀，达则错的妖娆……

西藏的湖采日月之灵气，吸天地之
精华，是高原淑女，是冰封玉女，是神
山圣女，是西域仙女，它只和美丽的心

灵交谈，只与坚毅的生命叙旧。西藏的
湖躺在大山的褶皱里，躺在岩石的脊背
上，躺在冰川的腋窝下，躺在群山的怀
抱中。到西藏看湖，没有一颗虔诚、膜
拜的心，很难领悟湖的神韵，很难触摸
湖的灵魂。西藏的湖是西藏人的故交旧
友，是西藏人纯朴善良的表达。

西藏的兵，憨厚、质朴、纯真，威
武、雄壮、强悍。经得住越境者真金白
银、红票绿钞的诱惑，耐得住白天兵看
冰、夜晚兵看星的寂寞，挺得住冷冰暴
雪、疾风骤雨的侵袭，抗得住紫外线暴
晒、沙砾石击打。在云中哨所采访，每
一个兵都是一棵挺拔的树，一扇庄严的
门，一座不朽的碑。班长詹华把期待化
作精神动力、将思恋永刻心灵日记，老
兵马关敬把信念刻进胸膛、把忠诚扛在
肩上，新兵丹增尼玛掉皮掉肉不掉队、
流血流汗不流泪……这些真正男儿，用
热血浇铸边关，用赤诚捍卫尊严，个个
都是上膛的子弹，随时准备击发。

西藏军人的美，美在脸上的高原
红。那是风沙吻的痕，那是紫外线盖的
印，那是稀薄空气涂的斑，那是维生素匮
乏留的影。暴雪烙印他们的深深足迹，风
眼滞留他们的绿色背影，烈日灼烧他们的
青春韶华，高寒蹂躏他们的年少生命。山
的山尖他们飞扬神采，云的云端他们澎湃
激情，他们离母亲最远的地方守望岁月静
好，他们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抒写赤胆忠诚。

西藏军人的美，美在“浊酒一杯家
万里”的思念里，美在“朔气传金柝，
寒光照铁衣”的清苦里，美在“诚既勇
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的勇猛
里，美在“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
匈奴血”的血性里，美在“黄沙百战穿
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信念里，美
在“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遗沙场匹马
还”的气概里。

西藏的兵，是西藏的稳定利剑，是
边关的金字盾牌，是国门的铁甲卫队，
是祖国的钢铁长城。

西藏的风景

乔聚坤，1942年生于源汇区
大刘镇皇寓村。中国曲艺家协会会
员，漯河市曲艺家名誉主席，郾城
区戏剧曲艺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市政协一届、二届委员，郾城县政
协一届二届委员，曾任郾城县文化
馆馆长。作品常在 《河南日报》
《河南戏剧》《河南曲艺》《曲艺》
等报刊发表，不少作品搬上舞台。
自1957年发表作品至今，已从事
文艺创作60余年，发表演出作品
不计其数，获省市国家奖上百个，
《朱耙子思妻》《慈母心》《今朝花
更艳》《三妮的故事》登上央视；
《小两口》《三妮的故事》被联合国
教科文选用；小戏《驾辕》获映山
红民间戏剧节银奖，《邻里之间》
1983年参加河南省首届现代戏汇
演并被上海戏剧学院选作教材；部
分作品被地方高中选为乡土教材；
部分作品被收录 《中国曲艺家》
《河南曲艺家》辞典。

■■人在旅途人在旅途

乔聚坤正在给演员说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