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舍一年粮，也要演一场；宁舍
一餐饭，不舍一场戏。”在中国乡村，
曾经最热闹的地方，莫过于戏台。这
里不仅仅是戏台建筑本身，更是村民
生活的诗意向往，精神期待。逢年过
节，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一幕幕大戏
在此上演，演绎历史兴衰，教化黎民
百姓。人间悲欢，世事沧桑，古今多
少事，都在大戏中。已故著名豫剧表
演艺术家常香玉有一句名言：“戏比
天大。”寓含着艺术家对戏剧的无限
热爱和敬畏之情，道出了戏剧滋养精
神血脉的艺术魅力。

雄安新区所在地许多村庄都曾
建有戏台。但随着乡村的发展，人们
娱乐形式多元化，加之历史上白洋淀
地区十年九涝，一些戏台湮灭于时光
长河中，保留至今的老戏台寥寥无
几，更显珍贵。

赵北口古戏楼位于安新赵北口
北街，属于康熙年间建造的赵北口行
宫的一部分。古戏楼原占地一百余
平方米，主体前明后暗，舞台高约 1.6
米，由大青条石砌成，坚固美观，三面
青砖外墙磨砖对缝，光洁平整。解放
初，古戏楼曾一度改作他用，至上世
纪末逐渐衰落，目前仅存侧墙、后墙
山及戏楼前一小片空地(现为北街村
健身场)，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漫步
戏台下，耳畔若有若无地缭绕起穿越
百年的曲调，唱戏的人，恍若在台上
唱念做打，深情演绎，唱一曲，醉一
曲；台下的观众，听一曲，看一曲，哭
也罢，笑也罢，叹世间人情冷暖，品古
今世道沧桑。

在 容 城 沙 河 营 村 有 一 座 老 戏
台，其貌不扬，但活跃在戏台上的
演员可不一般。通常乡村只有逢年

过节才能从外地请戏班子来唱戏，
而平时剧团的演员大多是本村土生
土长的农民，他们自导、自演，自
娱自乐，大家白天挽起裤角拿起锄
头下地干活，夜晚粉墨登场上台表
演，村里老百姓几乎隔三岔五就有

戏看，剧团的戏装、行头、乐器等
由村委会负责购置，农民演员唱戏
纯属个人爱好，分文不取，但对演
技的要求一点也不低，忙里偷空或
农闲时分，“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一代一代

口耳相传。就这样，沙河营村的老
剧团与老戏台相伴存续了上百年。

初夏的一个上午，雄安乡愁调查
组来到沙河营村，循着高亢激昂的唱
腔和悠扬的管弦乐声，来到戏台前，
只见戏台上几位长者你方唱罢我登
场，乐队和演员表演水准不逊于基层
正规剧团。现年 86 岁高龄的张春礼
老人已当了多届团长，13 岁开始学
戏，是银派须生。还有84岁的副团长
等一批老人，他们虽年事已高，体力
不似从前，但对戏曲的热爱，对艺术
的追求丝毫未减。在后台，村民们热
情地从老木箱内取出百年戏装和行
头 向 我 们 展 示 ，岁 月 不 老 ，色 彩 依
旧。一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乡民曾穿
戴上这些行头登台献艺。演员换了
一茬又一茬，戏台下的观众也一代接
着一代忘我欣赏。仁义礼智信，忠孝

悌节恕勇让，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道德规范，在戏曲的百转千回、荡
气回肠中潜移默化，教化民心，滋养
出沙河营村崇尚诗书、邻里友善、家
庭和睦的淳朴民风。这里的乡村文
明建设在当地乃至全县一直走在前
列。

老戏台代表的是一种生活状态、
生活方式，一种对传统文化近乎固执
的坚守。依凭一代代农民演员的无
私奉献和传承，沙河营老剧团存在了
一百多年，现如今，演员大部分已年
过花甲或古稀。在市场经济大潮中，
村里的青壮年多外出营生，这种公益
性 的 老 剧 团 面 临 着 后 继 乏 人 的 困
境。好在雄安新区的设立，为老剧团
带来了春风，希望这些乡村生活的诗
意向往，能够传续后世，永葆生机。

（刘洁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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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国梆子声腔优秀剧目展演

9月28日，为期22天的“2018年全国梆子声腔优秀剧目展演”在石家庄火热上演，来自全国14个省（区、市）的23个剧

种31台优秀剧目汇聚省会，为观众奉上50余场戏曲盛宴。10月10日，“加强现实题材梆子声腔戏曲创作研讨会”在石家庄

举行，来自中国戏曲学院、上海戏剧学院、河南省文化艺术研究院、陕西省艺术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所，以及河北省文

联、河北省艺术研究所等单位的省内外专家学者，就如何加强梆子声腔戏曲现实题材创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相比于首届全国梆子声腔优
秀剧目展演，本届展演一个明显
的特点就是现代戏增多，参演的
31 台剧目中就有 18 台是现代戏：
讴歌当代楷模的《李保国》《吕建
江》，反 映 人 间 大 爱 的《雪 花 飘
飘》，弘扬支边建设精神的《我的
娘 我的根》，讲述扶贫致富故事
的《枣花香》，反映移民搬迁经历
的《家园》，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为背景的《柳河湾的新娘》⋯⋯
涉及秦腔、河北梆子、平调落子、
豫剧等多个剧种。

现实生活是一切文艺创作的

源泉，文艺作品源于生活，又高
于生活，离开了现实生活，离开
了人民大众，文艺创作就会成为
无源之水。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
长刘立斌说，参加本届梆子声腔
展演的这批现代戏在紧扣时代脉
搏的同时，也十分贴近群众生
活，展示出了广大文艺工作者扎
根人民群众、深入生活实践的丰
硕成果，“这批新创现代戏的展
演展示，还生动展现了改革开放
以来的巨大成就，也为庆祝改革
开放 40 周年营造浓厚的文化氛
围”。

其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现实题材始终是中国戏曲创
作的主流，也是中国戏曲乃至中
国文艺的重要历史传承和时代使
命。“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
年，为繁荣现实题材戏曲创作提
供了新的契机。”中国戏曲学院副
院长、教授冉常建认为在现实题
材戏曲作品的创作中，要紧扣时
代脉搏，贴近群众生活，除了表现
英雄事迹外，要开掘平凡的幸福
与诗意，展现人民群众在现实生
活中的苦乐悲欢。“这应该成为现
实题材戏曲作品的基本主题，除

了可以避免戏剧内容的雷同和叙
事的套路化，也会缓解部分观众
对传统戏曲产生的审美疲劳。”

本届梆子声腔展演上，由新
疆石河子市艺术剧院豫剧团带来
的现代戏《我的娘 我的根》在贴
近群众生活这一点上做得十分到
位，舞台上展现出来的就是兵团
人的日常生活状态，真实、生动、
接地气。如何把素材、矿石变成
金子、变成有传播意义和美学价
值的艺术品，是广大文艺工作者
在创作现实题材作品时需要考虑
的。

“没有现实题材的创作，任何
剧团、艺人、剧种都不能很好地发
展。”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
士生导师马也认为，现实题材的
创作要注重，但是不能只停留在
素材上，现实题材与艺术之间有
一段路要走，有一个转换，有一段
距离。“任何题材都是矿山，都是
资料，都是源头，在成为一个伟大
的作品之前还有个转换过程，而
这个过程当中有无数个锻打、熔
炼，甚至是拉抻、变形、虚构，过程
也很漫长，我们应该把文艺创作
的重心放到这个上面。”

除了要贴近群众生活，现实
题材戏曲创作还应具有现实关
怀，能体现人文精神，与新时代在
经济、社会、思想、科技等领域的
发展同频共振。

这就要求戏曲创作者对现代
人的人性与情感进行深度思考和
挖掘，让剧中人物的成长和成功，
成为时代发展与变迁的缩影。“比
如在深情回望改革开放的历史进
程之时，或在充满憧憬的现实展
望面前，要思考如何使观众感受
到生活中的歌与笑、情与理、爱与
恨。要深入思索时代精神及其现
代生活元素如何改变了当代人们
的思想情感和经验结构，努力使
现实题材的戏曲作品爆发出震撼
人心的思想力量和艺术魅力。”冉
常建认为，戏曲创作者要以时代
精神为统领，深切关注社会现实、
深入透视社会问题、深度剖析人

物性格，从而揭示出社会深层的
现实性和人物精神的现代性。

“在融入时代这方面，上世纪
五十年代河南豫剧院三团创作的
豫剧《朝阳沟》就是个很好的例
子，剧中锄地表演前腿弓、后腿
蹬，把传统的弓箭步用上了，跟着
节奏一锄一锄表演，既有传统戏
曲的程式动作，又贴近生活，表演
起来也很自然。”在中国戏曲学院
副教授林永娜看来，这些成功的
实践正是这个时代所赋予的切实
作为。

“其实我们国家和政府对于
现实题材的创作都是特别重视
的，剧作家也有一大批，但是真正
的好剧目还不够多。以陕西秦腔
举例来说，一写现代戏，就容易用
很多歌舞性的场面来表现。”陕西
省艺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丁科
民建议创作者在创作时要避免陷

入概念化创作的思维模式里。
“重建现实，去概念化、工具

化，要把人民的需求放在眼里，把
出好作品放在心里，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的
现实题材就要朝着那个方向走。”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所副研究员
孙红侠如是说。

宁 夏 民 族 艺 术 研 究 所 原 所
长、宁夏戏剧家协会原副主席、一
级编剧杨建国则表示，说到现实
题材的创作，其实这几十年来，有
不少剧目涌现，“但是和我们现在
的新生活相比，在不断发展变化、
动态的现代生活中，恐怕这些剧
目还远远不够，我们的现实题材
创作还有很多地方跟不上时代的
步伐，这就要求创作者不断去创
作新戏”。

谈 到 现 实 题 材 戏 曲 文 艺 创
作，专家们说得最多的就是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我们常说广大
文艺工作者要扎根生活、人民、传
统，其实在扎根的同时还要坚持
三个面向，即面向时代、面向世
界、面向未来。”丁科民注意到，在
文艺创作时，注重三个面向的人
有时候会忽略三个扎根，导致这
两方面经常处于割裂、对立、遗忘
的状态，这是影响现实题材创作
的关键问题。“没有这三个扎根，
就没有创作源泉、思想底气和思
想根脉；没有三个面向也就没有
时代精神，所以这几方面是相辅
相成的。”他认为，只有扎根生活
才能把概念化创作、主题先行这
些弊病扭转纠正；只有扎根人民，
表现广大民众的苦与乐、广大民
众的渴望新生，才能表现出社会
历史发展的趋势，才可以揭示根
本性的内涵，跟世界才能产生相
应的关联；只有扎根传统，才能把

中华传统的美学精神、中国气派、
民族精神继承发扬好，而面向时
代，又能使传统的艺术跟年轻人
有所契合。“我们有一些经典桥
段，很好听也很优美，但是年轻人
就是不喜欢，因为唱的内容、精神
状态、情感跟他没有关系。所以
我们要让剧情跟随时代，要创作
新的东西，吸引年轻人，才能更好
地传承发展。”

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
博士生导师谢柏樑对此表示认
同：“现实题材戏应反映时代精
神，怎么从心态、观念、形式等方
面，用科学严谨和充满热情的态
度来创作出属于这个时代的诗篇
是最重要的。”他认为，虽然真正
实践起来并不容易，但正因为如
此才要创作者以攻坚的决心，创
作出融入时代精神、属于新时代
的精品力作。

融入时代精神，与年轻人产生情感共鸣

与编演传统剧目相比，现实
题材的梆子声腔戏曲创作，在肢
体表演与程式的舞台调度上有着
很大的不同，那么现实题材作品
在这些方面该如何表现？人物又
该如何刻画？

“要在戏曲化程度上下功夫，
不能呈现出话剧的艺术样式。现
在有些戏曲落入了‘话剧加唱’的
境 地 ，其 实 是 忽 视 了 戏 曲 的 规
律。”林永娜认为，创作现实题材
梆子声腔作品，是梆子在当代发
展中的新挑战，要学会转化传统，
借助一代代戏曲创作者来形成新
的规范，要把成功的创作演变成
新的“传统”，从而打造戏曲的时
代特色，增加现实题材戏曲的艺
术魅力。“比如在革命题材创作
中，就可以化用传统剧目中的‘毯
子功’如‘轱辘毛’‘叠劲儿’等功
夫，来表现现代交战时的枪战、掩
护动作等。”

冉常建也认为，在创作现实
题材的戏曲作品时，不能丢弃戏
曲千百年来所形成的表意主义美
学传统。戏曲创作者要根据“源
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原则，
把生活的实际景象提炼为精美的
意象，把生活之形升华为表意之
形。“这就需要对现实题材做深层
的选择，在意象化歌舞形式上尝
试新的突破，创造出既有现代美
感，又不脱离表意主义戏剧本质
的戏曲精髓。”

而这些都要求现实题材戏曲
作品的创作，不能仅仅只是客观
地再现现实生活的原貌，要把现
实生活的原貌升华到诗化的境
界，从现实生活中提炼意象，来展
现出耐人寻味的意境。

回顾梆子系统里现代戏的创
作历程，绕不开上世纪五十年代
河南豫剧院三团创排的现代戏

《朝阳沟》，该剧无疑是现代戏一

个里程碑式的作品。其优美的旋
律，生动的情节，演员精湛的表
演，使得这部作品在当时一经问
世便闻名全国。即使到了现在，

《朝阳沟》中的大部分唱腔在中原
地区还在广为传唱，这一切都证
明了《朝阳沟》所具有的顽强的艺
术生命力。“《朝阳沟》对豫东调、
豫西调加以融合，将一些舞蹈、戏
曲程式动作现代化，如今我们的
创 作 者 依 然 可 以 从 中 汲 取‘ 营
养’。”《中国艺术报》新闻部副主
任郑荣健说。

在此基础上，上海戏剧学院
导演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建平
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们不妨
两 条 腿 走 路 ，一 条 是 在 古 装 戏
中，验收戏曲的美学要求，展现
戏曲的古典美和程式美；另一条
就是大胆运用现代生活的新元
素，创作新的表现手法，成为基
于旧有程式和韵律的新程式，这

种新程式也像旧程式那样是从
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他认为，一
戏一隔，一人一样，这样的程式
是在坚守旧程式的美学高度上
打破常规的创新，是充分相信观
众宽容的接受能力，同时也是符
合艺术规律的发展。“几百年前，
当舞台上的演员第一次拿起马
鞭表现骑马，一定会有观众感到
惊 诧 ，不 过 第 二 次 观 众 就 认 可
了。现在的观众更宽容，也许第
一次就会认可。创作新的表演
方式，有可能会成为新的程式，
前提必须是依循戏曲的韵味以
及特有美学品格。”

“剧种创新是时代发展的需
要，现代题材创作需要唱腔创新，
我认为这是观众的需要。如果用
传统的声腔唱现代的词，就会有
一种‘穿西装戴草帽’的感觉，不
伦不类。所以创新过程中一定要
因地制宜，讲究传承基础上创新，

不可生拉硬扯。”作为一个戏外
人，省文联副主席、一级作家周喜
俊的观点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观众
的声音。她认为，随着时代的快
速发展，各种媒体的多元化，作为
过去在农村影响很大的河北梆
子，要适应现代的需要，其创作如
何在坚守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是创作者们应当考虑的问题。“都
以为河北梆子是慷慨激昂的，需
要扯着嗓子唱，但是河北梆子也
有流传很广、非常优美的唱腔，也
有时尚音乐的元素。”

都知道守住戏曲底线，就是
守住传统戏曲的精髓。艺术性是
戏曲作品的根，思想性是戏曲作
品的魂，守住根和魂的同时，也要
敢于灵活运用传统，敢于创新，两
者相结合创作出思想性和艺术性
俱佳的现实题材梆子声腔作品，
才能更好地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
当代价值。

遵循艺术规律，避免不伦不类的创新

壹

贰

叁

贴近群众生活，从现实中“挖金子” 河北梆子现代戏河北梆子现代戏《《吕建江吕建江》》剧照剧照

◀◀蒲剧现代戏蒲剧现代戏《《老鹳窝老鹳窝》》剧照剧照。。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记者
耿辉、田瑞夫摄

▲▲山东梆子现代戏山东梆子现代戏《《泰山人泰山人》》剧照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