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爷爷是我一生的榜样
马骏接受专访：以孝为准的家风影响我

“‘活济公’马合义，在老济南可谓家喻户晓，他老人家既是我爷爷，又是我师父，他给了我他能给的一切，

最重要的是教会我怎样做一个好艺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马骏说。如今，在马骏开创并坚守的合义书场
里，马老爷子的画像高悬在舞台上，“有爷爷看着，我也得把这门艺术好好地传承下去！”

马骏，评书名家、
知名收藏家，艺名“济
南府小济公”，山东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马派
评书代表性传承人。
曾获泰山文艺奖，首
届泉城文艺奖，现任
山东省文史馆馆员，
中国曲艺家协会理
事，济南市收藏家协
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
长，山东国际孙子兵
法研究交流中心兵商
文化委员会副会长。
中国马派评书研究会
会长。

国事为大 公事在先
王军成接受专访：母亲教我多学本领报答国家

他是招远农村走出的一位普通农村娃子，靠着一股倔劲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他三十年如一日醉心于海洋监测技术研研究，

成功研发了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海洋资料浮标系统，使我国的海洋技术观测水平步入世界先进行列。他倾尽半半生，将自
己的全部心血献给了海洋科研事业，他就是中国海洋浮标的拓荒者和领军人物王军成。

王军成，出生
于山东招远立甲
疃村，山东省科学
院研究员，成功研
发了我国具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
的海洋资料浮标
系统，使我国的海
洋技术观测水平
步入世界先进行
列。组建了“国家
海 洋 资 料 浮 标
网”，开创了中国
海洋资料浮标测
网从无到有的历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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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佳

王军成说，他们家的家风
就是母亲常说的一句话：国事
为大，公事在先，踏实做事。“我
的成长和人生观的形成，很大
程度上得益于母亲的影响，她
虽是农家妇女，却是一个有智
慧和远见的人。”王军成说，非
常感恩父母，用包容的胸怀教
他做一个诚信和努力的人。

妈妈让他多学本领

王军成的老家位于山东招
远的立甲疃村。他在家排行老
四，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他本
该得到更多照顾，但姐姐们觉
得，弟弟并不娇惯自己。馒头、
饼子和地瓜，王军成每次都把
最好吃的东西让给老人吃。

王军成也从没停下学习的
脚步。1975年，凭着自己的努
力，王军成考上哈尔滨工业大
学。接到通知书时，整个村子都

轰动了，儿子成为立甲疃村建
国以来第一个大学生，父母高
兴得不得了。“咱农村娃能考上
大学不容易，一定要珍惜这个
机会。”母亲叮嘱王军成要多学
本领，报答国家。王军成进入大
学后非常刻苦，每天都学习到
晚上十一点，一直是班里的三
好学生、班长。

投身海洋浮标研究

浮标是了解、探测海洋的
重要手段和载体。1986年，浮
标研发被正式列入国家“七五”
计划，虽然研发条件很艰苦，但
其巨大的潜力还是吸引了刚走
出大学校门的王军成。

“大家每天中午看到电视
里的海洋预报，这些沿海数据
就是靠浮标获取的。”王军成
说，海洋浮标是现代化的海洋
水文气象综合监测仪器，能将
监测到的数据通过卫星传输，
发回海洋预报部门。

冒着生命危险试验

浮标的研发环境非常恶
劣，要面对大风、大浪、盐雾、潮
湿等恶劣环境，有时甚至会冒
着生命危险进行试验。同事们
说，王军成工作起来不要命。他
平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公
家的事儿比天大。为了尽早研
制出可以应用的浮标，王军成
一年到头几乎没有节假日。

1991年，王军成团队研究的
Ⅱ代海洋浮标通过了实验室测
试。为了试验在实际海洋环境下
的可靠性，那段时间王军成频繁
深入远海，进行浮标抗压测试，
最多的一次长达49天。

父亲离世未能见面

1992年王军成的父亲病
重住院，姐姐们陷入了两难，

“告诉弟弟，怕耽误工作，不告
诉弟弟，爸爸还想着他。”王军

成的三姐王菊美说。当时正逢
浮标“七五”攻关成果优化提升
的重要时期，国家海洋局急需
海洋浮标尽快投入使用，作为
团队负责人，王军成身担重任。

后来父亲病重无法抢救，
家里人才发电报将父亲病危的
消息告诉了王军成，但是父子
俩还是没见成最后一面。这也
成了王军成心中永远的遗憾。

搞科研永不停步

承诺的目标要完成，踏踏
实实做工作……王军成的工作
作风影响了周围一大批人。

在历经四个国家5年计划
及 8 6 3产品标准化定型研究
后，王军成和他的团队研制的

“大型海洋资源浮标系统”日趋
成熟稳定，综合性能达到国内
领先、国际先进水平。海洋资料
浮标体系的成功，并没让王军
成停步，近几年他又开始着力
于水下目标探测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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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僖

也许台下坐的观众并不
多，也许再没了爷爷那个时代
说书人的热火朝天，也许每年
要赔个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马
骏和他在东工商河畔药王楼的
合义书场，决定一直坚持下去。
爷爷马合义是他一生的榜样，

“我现在做的还赶不上爷爷的
分毫，有何理由不坚持，不把书
说好？”

家风最重要的是孝道

说起来，马骏创办并坚守
合义书场，是为了完成爷爷马
合义老先生的遗愿，那就是在
自己的书场里说书。因此，上过
名牌大学，还留过洋的马骏，毅
然建起了合义书场，拾起老爷
子当年名噪一时的《济公传》。
在马骏的印象里，他们马家最
重要的家风就是重视孝道。

“爷爷说书的那个年代，和

要饭的无异，挣钱很不容易。”
马骏说，那时候，爷爷赚点钱回
家，第一件事就是给父母及家
中老人买米面等生活必需品，
自己则节衣缩食克勤克俭。马
骏的父母也是十分孝顺的人，

“奶奶闫桂芝也是老济南有名
的说书演员，奶奶年纪大了后，
因病瘫痪在床，爸妈永远都伺
候得妥妥帖帖。”马骏说。

现在，马骏对合义书场的
演员，基本要求就是好好行孝，
多做好事和善事。每逢腊八、中
秋等传统节日，他都会施粥、送
月饼给市民，特别是那些弱势
群体。马骏说，家里传承下来的
家风就是孝，而这孝还包括孝
天敬地，是大写的“孝”。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认识马骏先生多年，记者
每次见他，他都穿戴整齐，仪表
堂堂。而在马骏自己的印象里，
自己有34年没穿过大裤衩子

上街，这恰是源自爷爷34年前
对他的一句呵斥。

马骏说，他12岁时有一次
放了学，穿了大裤衩出门玩，恰
好被爷爷撞见。当时爷爷就质
问他：“你没有衣服穿吗？你没
有裤子穿吗？”当时马骏还挺不
服气，别人家的孩子都能不修
边幅地疯跑疯玩，他为何就不
行？爷爷说，因为你是马合义的
孙子，就得时刻注意自己的一
言一行。在马骏的记忆里，爷爷
从未衣衫不整地出现在世人面
前，这种对自我形象的严于律
己，在马骏看来特别重要，值得
如今的艺人、明星学习。

学爷爷做“硬骨头”

在上世纪初中国曲艺三大
码头之一的济南，马合义的名
字可谓响当当，而他所说的经
典评书《济公传》更是尽人皆
知。而马合义还有一个头衔，那
就是爱国艺人，当时日本攻占

济南，为了不给日本人说书，马
合义将一块烧红的木炭径直吞
下去。老舍听闻评价他：“一曰
直，二曰勇，三曰硬骨头。”

“我最要学爷爷的就是那
种刚正不阿的精神。”马骏说，
自己肩上扛的是马合义的金字
招牌，这是绝对不容玷污的，就
算赔钱，不吸引观众，也不能说
那些三俗的内容。

倾囊相授传技艺

目前，46岁的马骏还没有
徒弟，可经常有曲艺学校的学
生来向他请教。马骏说，他对收
徒的要求不是很高，只要耐得
住寂寞、吃得了苦，而且真心喜
欢，他绝对会倾囊相授。

虽然目前合义书场每年都
会赔很多钱，可马骏始终认为，
合义书场的存在不是为了赚
钱，更多的是完成爷爷的遗愿，
同时也是为非遗的传承做一点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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