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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有“戏曲之乡”、
“木偶之城”的美誉，戏曲的
繁荣也带动了戏剧道具制
作行业，而闽南一带许多大
大小小的剧团所用的道具
大部分竟出自同一家——
泉州杨氏戏剧道具。

81岁的杨长生正是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泉州（杨氏）戏剧道具制作
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七八
岁开始学习技艺，19岁正式
入职泉州工艺美术厂，39岁
成为泉州市剧装玩艺厂厂
长，退休后与妻子潘丽卿开
办了工作室，他的一生都与

戏剧道具打交道，他的职业
生涯也见证了戏剧行业的
起起落落。

杨氏技艺源于清道光
年间，到了杨长生爷爷杨文
锦时，杨氏戏剧道具制作技
艺在泉州地区已颇有名气，
因擅做道具纱帽，杨文锦还
被称作“纱帽锦”。上世纪
50年代初，杨长生的父亲杨
春木在当时的中山南路498
号开设了一家名为“聚复
发”的小作坊，专门制作戏
服盔帽、兵器旗幡、舞狮舞
龙等戏曲舞台道具，许多高
甲戏、梨园戏、木偶戏剧团
都成了杨春木的主要客户。

从小随父亲学艺，杨长

生练就出色的绘画功底，17
岁高中毕业，他被福建师范
学院（今福建师范大学）美
术专业录取。要知道那个
年代，“大学生”就是天之骄
子，考上大学，就意味着杨
长生要走向另一条路。

然而，因为哥哥去世，
杨长生不得不面对一个艰
难的选择：要不要放弃大学
生的光明前途，回家继承祖
业？“这门手艺不能到我这
一代断了。”杨长生最终决
定回家继承技艺。上世纪
60年代，杨长生进入泉州工
艺美术社工作。这期间，他
不只重拾了杨氏戏剧道具
制作技艺，还先后师从其父
亲杨春木、刻纸大师李尧宝
和木偶头制作大师江朝铉，
学习戏剧道具制作技艺、绘
画刻纸技艺和木偶头雕刻
技艺，并迅速成长为美术社
的技术骨干，潜心研发的金
狮木偶深受木偶剧团团长
黄奕缺大师的青睐。

杨长生经历了戏剧最

繁荣的时代。“上世纪 60年
代，不只专业的剧团会到处
演出，各个公社也会选人来
学习表演，安排演出。”杨长
生说，剧装玩艺厂的订单做
不过来，他更是忙得废寝忘
食。到底有多忙？杨长生
说，那个时候，工人的月工
资就二三十元，他计件工资
一个月可以做到200元。

上世纪 70 年代，戏剧
进入低潮，杨长生也经历了
一段职业的辗转期，一直到
上世纪 80 年代，戏剧又回
温。1982年，杨长生出任泉
州市剧装玩艺厂厂长，他不
仅丰富了产品线，还扩大市
场，产品不只在国内销售，
还出口到新加坡、马来西亚
等三十几个国家，上世纪90
年代初，该厂就做到了每年
300多万元的产值。

杨长生先后被授予福
建省工艺美术大师、高级工
艺师、福建省民间艺术家等
称号。2003年退休后，杨长
生与妻子潘丽卿开办了一

个工作室，生意好时，订单
多到十几个人都来不及
做。如今，杨长生与儿子杨
宏达、儿媳张秀玉、孙子杨
佳烨分工合作，子孙后代都
在继续从事戏剧道具制作
事业，为传承和弘扬这一非
物质文化遗产贡献着自己

的力量。
“做戏剧道具是个苦

活，传承不易。”杨长生说，
他很高兴地看到，杨氏技艺
后继有人，他一生潜心研究
戏剧道具的制作技艺，深知
艰辛之外亦有成就，希望后
人能享受和传承这份荣耀。

子承父业
他能拿别人六七倍的工资

81岁的杨长生每天还在工作室里制作戏剧道具

年龄：81岁
职业：刺绣剧装厂厂长、非遗传承人
感言：希望后辈能把技艺和荣耀传承下去。

人物：杨长生名

片

1962参加工作年份

年龄：80岁
职业：公安局退休干部
感言：国家安宁的背后，是无数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人物：曾溪良名

片

1963参加工作年份

N海都记者 吴日锦

“那场战役，我们配合
的部队阵亡、牺牲了 410多
人，受伤 1000 多人。”深邃
放光的双眼直视前方，一个
标准的军礼孔武有力，老兵
以军人特有的方式纪念战
争，怀念战友。虽然那场战
争已经过去 40 年，但讲起
自己参与的那场战役，80岁
的老兵团长曾溪良声音洪
亮，脉络、细节清晰得就像
刚刚发生过的事。曾溪良
说，他永远不会忘记那场惨
烈自卫反击战中，那些为求

得祖国边境安宁奋起反击
而牺牲的将士。

1984年，对越反击战老
山前线战斗正酣，总参谋部
从全国调集精锐部队驰援
作战。曾溪良所在的炮 13
团成为福州军区唯一入选
的部队，当年 7月 22日，从
莆田机动 3000公里直达前
线，当时已经提拔为副团长
的曾溪良被任命为陆军第
一军炮兵群副群长兼前进
指挥所总指挥。

到了战地后，前线情况
有所缓和，部队就进行了三
个多月的临战训练。尽管

如此，当年11月10日，曾溪
良依然奉命率先上阵，带着
48名指战员先遣队，插入边
境，在离边境 1公里的地方
构建前进指挥所，并设立 8
个观察所，沟通通信联络，
协同一线步兵，构建野战工
事。在大部队准备换班之
际，敌人发起了猛烈进攻，
迟滞我军换防，曾溪良所在
炮 13 团大部队还离前线
180多公里，因此曾溪良与
另一位分管阵地孙副团长
独立指挥 300 多名指战员
参与战斗26天。

“艰苦不可想象。”曾溪

良回忆，当时前线的粮食只
能维持一个星期，饮水十分
缺乏。有两三个维护站甚
至没带给养。各观察所抵
达指定位置后，一块塑料布
一铺就展开了战斗队形。
当时整个前线，双方兵力都
有 4 万多人，炮火十分猛
烈，前线一带 24 小时炮火
连天，黑夜被打得如同白
昼。

曾溪良说，那场战斗下
来，他所配合的第一军就阵
亡牺牲了 410多名指战员，
1000多人受伤。自己所带
的炮兵团防御工事做得最

好，也阵亡了一名副指导
员，机动中牺牲了一名战
士。

“因为战事，无暇顾及
孩子，孩子们的学习受到比
较大的影响。”曾溪良那个
时候，既要当指挥员，又当
战斗员，管理的是整个部
队，根本无暇顾及家庭。上
战场的时候曾溪良正好 40
周岁，膝下三个孩子，在上
前线前他把长子送回自己
的母校惠安荷山中学托付
上学，他的爱人则留在部队
营区留守，边工作，边照顾
孩子上学。曾溪良哽咽着

说，自己上战场时随身带着
《岳飞浩气长存》的国画，随
时准备牺牲。

曾溪良说，战事结束
后，之前的战场已经成为红
色教育基地，部队每年都会
组织去悼念战友。从部队
转业后，曾溪良成了一名公
安干警，直到 2004 年 10 月
退休。退休后，曾溪良深入
学校、机关、社区义务开展
红色讲堂，讲述战地故事。
每每讲完，曾溪良总会深情
地说：“一个国家没有无缘
无故的安宁，安宁背后是无
数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那场战役24小时炮火连天
黑夜被打得仿如白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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