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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张目伦

“在《聊城晚报》的帮助下，我终于
找到了恩师陶志明，这几天心情格外
好。我今天再给大家唱几段，想听啥随
便点。”4月22日，李正峰再次来到聊城
公园“义唱”。

青海省西宁市豫剧团原团长李正
峰今年 3 月初回到老家东昌府区梁水
镇冻元村，在照顾好母亲的同时，他经
常在下午到聊城公园义务唱戏，因为

“戏好”，收获了大批“铁杆”粉丝。很多
人专程赶到聊城公园，就是为了听他唱
戏。3月28日，《聊城晚报》对李正峰进
行了报道。

16岁那年，李正峰被时任聊城豫剧
团团长的陶志明看中，选为剧团小班学
员。李正峰说，虽然已经过去了这么多
年，但他至今难忘恩师陶志明的教诲，
由于工作原因，两人30多年没见面了，
这让他感到非常遗憾。如今回到家乡，
找到恩师成为李正峰的一大心愿。“托
朋友、问熟人，我想尽一切办法寻找恩
师，可一个多月来，没有一点音
讯。”李正峰初次联系记者
时说，为此，他的心情
一度非常低落。

“你们得帮
帮李团长，他
经常向我们
打听陶志明
老 师 的 消
息，可惜我
们不认识
啊。”在开
发 区 某 汽
车 4S 店 做
厨师工作的
王 先 生 告 诉
记者。

4 月 7 日 下
午，李正峰再次联系
记者，希望通过媒体寻找
恩师，“多方打听没有结果，
我实在没有办法了”。这时，在东昌府
区民政部门工作的热心人贾双河提供
了一条重要线索——他的爱人与陶志

明一家相识，由于更换手机找不到联系
方式了，但陶志明的三女儿可能在聊城
市人民医院工作，名字最后一个字应该
是“华”。

随后，记者联系了一位在聊城市人
民医院工作的朋友，了解事情经过后，
对方说那人应该是叫陶丽华。记者的
朋友随后将陶丽华的电话号码发了过
来。

李正峰拨通电话，说明身份后，陶
丽华的语气从疑惑转为欣喜：“真是你
吗，正峰哥？”

陶丽华告诉记者，前几天，孩子的
爷爷翻阅《聊城晚报》时，看到有关李正
峰的报道中提到了陶志明。一家人拿
着报纸反复看，正想办法进一步确认和
联系李正峰。

原来，这是一场“双向奔赴”。电话
里，李正峰当即与陶丽华约定，4 月 10
日去拜会恩师。

4 月 10 日上午 10 时，李正峰按照
约定，来到东昌府区粮食局家属院，去
见日思夜想的恩师陶志明。进门后，

行动不便的陶志明执意起身相
迎，李正峰快步上前，两

个人的双手紧紧握
在一起。李正峰

难 掩 激 动 ，泪
眼婆娑，陶志

明 也 是 声
音哽咽。

落 座
后 ，李 正
峰 询 问
了 陶 志
明夫妇的
身 体 状
况，得知老

人一切安好
后，他讲述了

自己离开聊城考
入河南省郑州市文

化艺术学校、毕业后被
分配到青海省西宁市豫剧团

工作的经历，以及退休回到老家的一些
打算。

回忆当年，李正峰感慨不已：“在

《三打白骨精》这场戏中，老师扮演孙悟
空，我扮演猪八戒。老师的扮相、神态，
当时无人能及，特别是翻跟头、拧旋子
等武打戏，一口气就是四五十个。武松
戏也是他的拿手戏。他还有一个绝活，
学蛇吐信子，收放自如，没人能学会。
有一年，老师带队去济南天桥演出，观
众不让他走，连演了一个多月，场场爆
满。”

李正峰介绍，恩师陶志明不但演起
戏来不惜命，还排过很多戏，演员们吃
饭、理发等也不要钱，用他自己的话说
就是“对艺术负责，让观众认可”。“我从
小接受老师的熏陶，他说的那句‘跟观
众要有眼神的交流’让我受益匪浅，也
是我演戏生涯中一直践行的。”李正峰
说。

“我今年 85 岁了，没吃过药，腿疼

是练功时留下的老毛病。正峰的戏好，
当年在《哑女告状》中扮演‘憨小’一角，
形神俱备。如果他不离开聊城，一直跟
着我就好了。”说起爱徒，陶志明话语间
既惋惜又自豪。

陶志明是山东巨野人，出生于1939
年4月，1953年参加工作，1999年6月退
休。他从小学戏，1958年去了寿张豫剧
团工作，1963年来到位于米市街的聊城
豫剧团，1978年前后任团长。后来，他
转到东昌府区粮食局第一面粉厂工作，
直至退休。

“师生情，一世情，是金钱换不来
的，一辈子也忘不了。”4 月10 日下午，
李正峰把陶志明老人接到聊城公园“义
唱”现场，连唱四段经典剧目，向老师汇
报了多年来取得的成绩，补交了一份实
力答卷。

李正峰（左）与恩师陶志明回忆过往

陶志明夫妇在看李正峰的照片

《聊城晚报》为媒

李正峰与恩师陶志明“戏”相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