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曲艺 

左书记和大肚皮 

（快板书）       

河西张家集， 

有一个懒汉叫张凤歧， 

身高总有一米八， 

又长一个大肚皮。 

吃面能吃三斤半， 

吃肉更是数第一， 

就那高粱稀饭汤， 

八大碗下肚才垫个底。 

这一天，天刚亮， 

社员们忙着上了地， 

张凤歧睡得正香甜， 

左书记走进他的门坎里。 

进了门，黑洞洞， 

左书记连忙捏着一个打火机， 

举着火，四处瞧， 

好容易才看清了张凤歧。 

只见他不铺褥子不盖被， 

一头插在糜草里， 

呼噜呼噜鼾如雷， 

正在做梦入了迷。 

“喂，凤歧凤歧快快起， 

太阳照进门坎里啦！” 

“早早睡，迟迟起， 

又省柴禾又省米。” 

他伸了下懒腰没睁眼， 

翻了个身儿还不起。 

左书记，着了急， 

抓住他的耳朵轻轻往起提。 

“是谁和我开玩笑， 

我起来扒了你的皮。” 

左书记一听哈哈笑， 

张凤歧这才张开了睡眼皮。 

（白）啊！ 

“原来是公社左书记， 

到我这茅窑草舍做甚哩！ 

我不喂猪、不喂鸡， 

小心我的虱子钻进你的衣服里。 

这几天，我又断顿， 

虱子也都饿得成了一张皮， 

公社要是发救济， 

千万别忘了我这个大肚皮。” 

“叫凤歧，听我说， 

今天咱们说个正经的。 



 

你睡的这时候还不起， 

再不能死躺下吃救济！” 

“我说咱的好书记， 

我本来就不爱吃救济， 

前些年谁不夸我张凤歧， 

干活全村数第一。” 

“那为什么成了这个样， 

懒得油瓶跌倒怕扶起？” 

“这个原因你知道， 

何必问我张凤歧？” 

一句话说得左书记红了脸， 

那一场蠢事至今铭刻在心里： 

那一年，七月天， 

左书记下乡来在张家集， 

进了村，抬头看， 

呵，那一山庄稼长得真出奇。 

绿油油，齐刷刷， 

亩产下不了一千一。 

左书记越看越高兴， 

想不到大寨花偷偷开在咱张家集。 

这时候，只见地里有一个庄稼人， 

挥汗如雨干得急， 

锄起凤凰展开翅， 

锄落老鹰抓小鸡。 

锄得快，锄得好， 

这样的把式全社稀。 

“喂，老同志你干得好， 

这真是咱们公社的样板地， 

你是第几队的叫个甚？ 

请你把先进经验一条一条说仔细。” 

“我的名字叫张凤歧， 

外号人称大肚皮， 

集体地里打的不够吃， 

这都是社员们的自留地。” 

啊！一听这是自留地， 

左书记就象一颗皮球放了气， 

资本主义尾巴这么粗， 

难怪搞不好社会主义的大集体。 

当天夜里召开了社员会， 

他狠狠把资本主义倾向批， 

列了自留地的十条罪， 

当即宣布收归大集体。 

还有那拾边地、四旁地、院子地， 

不留一寸一分一点和一滴。 

张凤歧，害了怕，苦苦哀求左书记： 

“好老左，发慈悲， 

可怜我这个大肚皮， 

自留地收回我不敢有意见， 

求求你把院里的白菜留下我好充肚饥。” 



 

“张凤歧，你有问题， 

一心钻在自留地， 

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 

你就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自发的势力。 

我老左，斗志坚， 

路线斗争中决不和稀泥， 

那怕你磕头磕出血， 

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能依。” 

左书记，铁了心， 

亲自出马来在张凤歧的院子里， 

卷心白菜西红柿， 

挽了一畦又一畦。 

张凤歧，怒火起，一把推倒左书记， 

“要杀要剐全由你， 

毁青苗我死也不能依。” 

（白）好大的胆子你！ 

不要以为你是个老贫农， 

就能任意耍赖皮， 

今天你胆敢在太岁头上把土动， 

管叫你跌倒三年爬不起。” 

（白）来人！ 

“民兵小分队快动手， 

扭送公社学习班上去学习！” 

（白）妈呀，学习班可不是人住的啊！ 

张凤歧在学习班上劳教三个月， 

受尽了窝囊冤枉气。 

从此后，他心肠倒， 

干啥活都不积极。 

这本是那些年代平常事， 

左书记从不把它搁心里。 

自从三中全会后， 

他才发现过去的做法有问题。 

这回他又到张家集， 

不由想起了张凤歧。 

进门见他活成这个样， 

心里难受得不能提， 

惭愧惭愧真惭愧。 

我多少年当的是个啥书记？ 

“我说凤歧听仔细， 

过去的事就不要记心里， 

极左路线害死人， 

咱新垒炉灶从头起。 

昨夜给你划了十亩责任田。 

有什么困难就尽量提， 

我要跟你劳动三个月， 

把浑身的毛病全刷洗。” 

三尺坚冰化春水， 

一席话唤醒了张凤歧， 

他一把抓住书记的手， 



 

热泪滚滚往下滴。 

“左书记，你放心， 

种地是我的拿手戏， 

这些年我吃了救济八千八， 

惭愧常在我心里。 

现在我手中有了责任田， 

今年我保证给国家交售余粮两千七。 

左书记，大肚皮， 

今天谈得多投机， 

党的政策威力大， 

两根弦终于和谐在一起，在一起！ 

 

红  枣  赞  

（对口快板）                             
                                                           

甲：竹板一打我开口，         

说一说黄河岸边铁佳州。    

乙：佳州的事情我知道，       

咱就说说大红枣。       

合：说红枣，道红枣，        

天下果品第一宝。         

甲：每天只吃三个枣，        

保你身体年年好。         

乙：一年四季枣不断，          

保你长寿又延年。       

甲：佳县红枣是贡品，         

你不知道我知道。           

乙：说起贡枣我知情，       

我先说说给你听。       

康熙爷那年来私访，        

又饥又渴歇在枣树旁。 

    突然刮了一股风， 

    红枣落下地一层。 

    康熙吃了一个又一个， 

    一连吃了一帽壳。 

    回宫就把圣旨发， 

从此后，佳县红枣年年就往北京拉。 

甲：毛主席到了神泉乡， 

老乡把煮枣送给主席尝。 

主席吃了一个连声夸， 

佳县的红枣甲天下。 

可他只吃了一个不再拿， 

急得老乡掉泪花。 

老乡说，主席多吃几个补补脑， 

好为人民多操劳。 

主席说，今天谢老（注：谢觉哉）从山西来， 

我还要留着作招待。 



 

合：佳县红枣就是好， 

全国各地很难找。 

甲：千年松，万年槐， 

不知枣树何年来。 

乙：桃三杏四梨五年， 

枣树当年能卖钱。 

甲：黄土地，胶泥峁， 

栽在哪里哪里好 

乙：贫民果，自来利， 

枣树的好处就没法提。 

甲：只要听到黄河声， 

枣的品质就不要问。 

乙：若能看到黄河浪， 

那枣就是枣中王。 

合：佳县红枣就是好， 

全国各地很难找。 

喜迎三江客商来， 

笑纳四方滚滚财。 

红枣实现产业化， 

佳县经济跨骏马。 

红枣实现产业化， 

佳县经济跨骏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