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2020年10月30日 星期五
版面编辑：赵寅生 视觉编辑：孙涛要闻

关注双色球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活动信息

□河北日报记者 曹 铮

河北梆子是我省最具代表性的剧种，
自诞生至今，众多表演艺术家在继承与创
新中汲取时代审美元素，不断丰富着河北
梆子声腔艺术的内容。日前，河北梆子《党
的女儿》新闻发布会暨河北梆子声腔改革
研讨会、河北省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
动计划项目——京津冀“河北梆子非物质
文化遗产技能传承班”开班仪式在石家庄
举行。我省多位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和业
内专家，就河北梆子艺术如何与时代同频
共振，如何走近年轻观众，声腔改革应从哪
里入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融入时代，戏曲生命力才能旺盛

作为一个传统戏曲剧种，河北梆子有
其独特的艺术规律，唱念做打、一招一式都
有一定的规范性，在一代代艺术家的传承
过程中，并非墨守成规，而是随着时代发展
和观众审美变化进行着创新和融合。

“没有一成不变的艺术，每一个剧种都
会随着时代和观众审美情趣的变化而变
化。”国家一级编剧刘兴会认为，地方戏都
会跟着时代变化的步伐进行创新和变革，
哪个剧种变得快一些，其生命力就会愈发
旺盛，步伐慢一些，则有可能被时代淘汰。

的确，戏曲一直在不断推陈出新、创新
发展中融入时代。从宋杂剧到南戏、北杂
剧，到明清传奇，再到当下，地方戏，每一次
嬗变都是不断将创新性融入时代的结果。
近年来，也有某些地方戏元素被引入不同
艺术门类而跨界成功的例子。比如歌手谭
维维与陕西华阴老腔老艺人合作演出的现
代摇滚《华阴老腔一声喊》，将两种音乐风
格不搭边的音乐表现形式糅合到一处，构
成了一段震撼人心的音乐作品。这样的土
洋结合，让更多人认识了华阴老腔，也使华
阴老腔这一“土得掉渣”的古老民间艺术又
焕发出了时代的光彩。

“戏曲创新永无止境，这样的创新探索

就是为了适应时代。”河北艺术职业学院原
院长庞彦强说。他介绍，2018年，河北艺术职
业学院曾创排河北梆子实验剧《牺牲》，在河
北梆子融入时代元素方面进行了一些新
探索。

与会专家纷纷表示，中国戏曲历经千
年流传与发展，紧跟时代的步伐不断创新，
在舞台上留下了无数令人难忘的经典作
品。新时代给戏曲艺术家们提供了更广阔
的创作空间，如何激活河北梆子创新发展
的动力，彰显其时代价值，值得大家深思。

声腔改革要因人而异、因戏而异

声腔在戏曲剧种中具有 DNA的特征，
其改革与创新，对于河北梆子剧种的发展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让声腔走出产
生的畛域，除了继承以往河北梆子的传统
风格外，还应注重多方面新的创造、突破和
发展。

研讨会上，多位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

和业界专家表示，不能把传承与创新对立
起来，而应统一贯通，聚焦现实生活，创新
呈现方式，做到旧中有新、新中有根。那么，
河北梆子声腔改革应遵循什么原则？

“声腔改革要因人而异，因戏而异，不
能一刀切齐，一棒子打死。”河北梆子表演
艺术家、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雷保春说，
声腔改革首先要继承，因为继承是基础，发
展是方向。雷保春认为，一切革新和创作都
应该从人物出发。

“在梆子声腔改革上，实践重于研讨。”
庞彦强表示，只有进行不停探索，拿出让观
众喜欢看的、喜欢听的、喜欢唱的作品来，
探索才算成功。如果没有实践尝试，不可能
在河北梆子声腔改革上有所进步。

就此，河北艺术职业学院戏剧系主任、
第 13 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彭蕙蘅表
示：“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阎明、李石条、杨
广金等前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创造了
河北梆子‘清板’，美化了唱腔，丰富了板

式，提升了观众审美体验。我们也要向他们
学习，在戏曲声腔技术层面进行更多的改
革和实践。”

演员观众“年轻化”才能扩大
“朋友圈”

“省剧协一年一度的小梅花评选活动，
曾经连续8年没有学河北梆子的孩子报名。
这种现象让人非常着急。”提及河北梆子如
何“年轻化”的话题，省文联副主席、省剧协
副主席兼秘书长贾吉庆忧心忡忡。学梆子、
听梆子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是个不争的事
实。因此，河北梆子年轻化，既包括演员队
伍的年轻化，也包括观众群体的年轻化。

在演员队伍年轻化方面，我省一直在
不断探索。日前开班的“河北省创新行动计
划——京津冀河北梆子培训班”，又传来好
消息。“原定招生 20 人，现在已经突破 50
人。报名学员除了京津冀河北梆子院团的
青年戏曲才俊，还有省歌舞、省交响乐团的
歌唱演员，更有外剧种甚至外省学员，比如
豫剧、宛梆、评剧、老调、丝弦等剧种的年轻
戏曲人才报名。这足见河北梆子艺术的影
响力之深远。”彭蕙蘅欣喜地说道。

在河北梆子传承中，另一项重要任务
就是培养观众，尤其是培养年轻观众，让欣
赏河北梆子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与会
多位专家认为，现代社会，要让更多年轻人
爱听戏、爱看戏、爱唱戏，必须要有创新精
神和现代思维，在保持戏曲艺术独有魅力
的基础上，在声腔音乐、表现手法等方面尽
量多融入现代元素。这样才能把与戏曲渐
行渐远的年轻观众重新拉回戏院，不断扩
大戏曲传承的“朋友圈”。

“什么时候让年轻观众说‘河北梆子真
好听啊！还想再听’，河北梆子的创新才能
算是成功的。”刘兴会认为，未来在河北梆
子新戏编剧中，会加入各种音乐形式，比如
合唱、哼唱、清唱，都能用来表达河北梆子
唱腔的丰富性。通过不断的创新融合吸引
更多年轻观众的目光。

日前，河北梆子《党的女儿》新闻发布会暨河北梆子声腔改革研讨会在

省会举行,各界汇聚一堂,支招戏曲艺术传承发展——

让河北梆子艺术生命力更旺盛

河北梆子实验剧《牺牲》剧照。 河北日报通讯员 张志明摄

□河北日报记者 赵瑞雪

“时隔7年后再次站在赛场上，我和那些
十几岁的小运动员一样紧张。”对 10 月初参
加全国跳水冠军赛暨东京奥运会、世界杯选
拔赛的感受，省跳水队运动员张君记忆犹新。

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省跳水队教练的
工作也干得如鱼得水，今年34岁的张君为何
要重返赛场？

“我想为河北跳水再拼一次。”她说。
张君9岁开始接触跳水，2003年韩国大邱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曾获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冠
军和单人10米跳台亚军。2011年以来，她和
我省名将王涵搭档，在女子双人3米跳板项目
上屡获佳绩。2013 年，两人联袂为我省首次
拿下全运会女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此后，27
岁的张君选择了退役，转而作为省跳水队的
一名教练，负责小队员的培养选拔工作。

近年来，河北跳水出现了中生代选手断
档，尤其是在女子跳板项目上缺少高水平运

动员。张君思索再三，终于在去年作出了重
回赛场的决定。

不过她很清楚，在单人项目上自己的能
力是欠缺的；跟年轻队员比，在体能方面更不
占优势。所以，张君复出的目标很明确：备战
2021 年在陕西进行的第十四届全运会，重新
与王涵搭档出战女子双人 3 米跳板比赛，力
争为省跳水队卫冕女子团体冠军。

作为国内退役后选择复出时间跨度最长、
年龄最大的跳水运动员，张君首先面临的就
是“减重关”。“当运动员的时候，我就一直在
控制体重。没想到退役7年后，又得重新开始
了。”为了尽快减重，她只好自我加压，一方面
严格控制饮食，一方面在常规训练外增加有氧
训练，终于在半年时间内成功减重15公斤。

过了“减重关”，还要过专业关。因为前期
一直在恢复体能，张君直到今年3月才重新站
上跳板。全国跳水冠军赛暨东京奥运会、世界
杯选拔赛，是她复出后参加的第一个比赛，可
专业训练才恢复了半年，时间实在太短了，以

致比赛前几天上板的时候，她还需要使用保
护带。上赛场后有些紧张，也就在所难免。

最终，张君在女子 1 米跳板比赛中获得
第八名；在女子 3 米跳板比赛中最后一跳因
体力不支出现失误，没能进入决赛。

尽管如此，省跳水队总教练李芳还是很
满意：“短短半年就恢复到这样的水平，已经
很不错了。作为一名老队员，张君起到了模
范带头作用。在她的带动下，全队训练中的
比学赶超氛围更浓了。”

赛后，张君很快投入到新的封闭训练
中。明年1月、5月，她还将参加两站冠军赛，
而 1 月份的比赛已经很近了。张君表示，在
家人和队里的支持下，她将利用冬训进行更
有针对性的训练，进一步加强体能、改善动
作，争取再上新台阶。

“我想为河北跳水再拼一次”

▶10月3日，张君在2020年全国跳水冠
军赛暨东京奥运会、世界杯选拔赛女子1米跳板
项目比赛中。 河北日报记者 耿 辉摄

退役退役77年后重回赛场年后重回赛场，，省跳水队省跳水队3434岁的岁的““妈妈妈妈””运动员运动员
张君谈复出之路张君谈复出之路——

关注供热
河北日报讯（记者任学

光）10月29日从石家庄市供
热管理办公室获悉，为应对
连续低温天气，助力疫情防
控常态化需要，确保群众温
暖过冬，石家庄市主城区将
于 11 月 1 日 零 时 起 正 式
供热。

今年，石家庄市主城区
建立了极端天气起止时间的
特别动态调整机制，将供暖
起止时间的天气研判标准由
连 续 平 均 气 温 5℃ 提 高 到
8℃，同时根据天气变化情
况，及时组织气象会商，随时
做好供热准备。10 月 20 日
以来，石家庄市主城区所有
供热设备已进行打压、试水，
目前已具备供热条件。

河北日报讯（记者陈宝
云）10 月 28 日，记者从承德
热力集团公司了解到，承德
市区将于 11 月 1 日按时供
热 ，集 中 供 热 面 积 将 达 到
2263 万平方米，服务热用户
19.2万户。

据介绍，今冬采暖期承
德市区由国电滦河电厂和建
投上板城热电厂提供热源，
实现联网运行。为满足热用
户个性化、舒适化取暖需求，
承德市热力集团公司已于
10 月 18 日起为已具备条件
的供热区域启动了弹性供
热，共有 116 个居民小区、
66296 户居民提前感受到了
集中供热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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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薛惠娟）10月29日，中央文明
办举行网上发布活动，发布2020年8月至9月“中国
好人榜”，我省范贺明等 10 人荣登 8 月至 9 月“中国
好人榜”。

8 月我省上榜好人有：国网兴隆县供电公司运
维检修部副主任范贺明，十五载扎根一线，奋斗拼搏
终成能工巧匠；涞水县供电公司驻龙门乡店上村第
一书记张子成，主动留任带领群众发展产业，让荒滩
变良田；河间市瀛洲镇徐文贞卫生室医生徐文争，从
医 26年，免费医治困难群众 7000余人；阜城县大白
乡粗布刘村村民刘国臣，湍急河水中只身救出两男
孩；雄安新区容城县南张镇小野桥村村民林吉玉，六
年如一日照顾瘫痪女婿。

9 月我省上榜好人包括：武强县电视台驻豆村
乡吴寺村工作队第一书记李鹤鹏，实施文化扶贫，鼓
起贫困群众精气神；国网唐山市丰润区供电公司城
郊供电所营业站站长吕佳骏，精钻业务，获专利 28
项创效益 3 亿余元；张家口市宣化区春光中学教务
副主任闫菁华，创立精准助学模式，惠及更多贫困学
子；大港油田采油三厂作业六区员工刘晓东，巡查途
中勇救两落水女孩；兴隆县蓝旗营镇普通农民周淑
仿，带着婆婆改嫁，演绎人间至孝。

我省10人入选2020年
8月至9月“中国好人榜”

10月29日，石家庄华电供热集团有限公
司广平换热站的工作人员在调试新升级改造的
供热设备。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晟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