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走你那个山梁喽我走我的沟，咱
二人定记呀摆摆手……”一曲奔放轻快
的平山闫三妮民歌《你走你那个山梁我
走沟》，唱出了人们对爱情的追求和向
往。8月4日，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
办，河北省群众艺术馆（河北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河北博物院、河北新
闻网、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承办的
2022 年“乐享河北”非遗会客厅系列活
动——“浪漫七夕”非遗主题展演展示活
动在河北博物院举行，让大众领略到河
北非遗的浪漫色彩。

沉浸体验+创意创新

助力非遗走进生活

传统节庆文化与非遗文化深度融
合，在生动展现地方特色文化的同时，也
给观众带来一次非遗文化熏陶。当天的
活动既包括曲艺、戏曲演出，又有民俗体
验，包括“浪漫七夕”非遗主题展演、“非
遗女红秀”创意作品展、非遗手工体验、
七夕习俗诗词、“非遗巧娘秀”典型案例
推介在内的众多活动，深度助力非遗走
进百姓生活，让大众沉浸式感受非遗手
工技艺的独特魅力。

为了烘托温馨浪漫的七夕氛围，非
遗主题展演中融入了评剧《花为媒》选
段、冀东民歌《摘棉花》等多首与“花”相
关的节目，还有西河大鼓《许仙游湖》、
魏县落腔《蓝桥会》选段、冀南四股弦

《刘金定下南唐》选段等表现传统爱情
故事的非遗节目。这些或优美或轻快
的 演 唱 ，为 观 众 带 来 不 一 样 的 文 化
体验。

非遗如何传承？创意创新提供了更
多思路。活动现场，国家级非遗项目大
名草编技艺传承人王群英，佩戴草编耳
环、项链，手中制作着一顶小巧玲珑的草
帽，展示着娴熟的非遗技艺。不少观众
围着展台上极具创意的非遗作品拍照留
念。“只有通过不断创新，让非遗走进生
活，才能更好地传承下去。”对于非遗的
变与不变，早在上世纪80年代王群英就
深有感触。当时，她在大名县一家草编
企业做设计工作，看到产品缺少新意导
致积压，于是突发奇想设计了40套草编
时装，没想到迅速成为“爆款”，从此坚定
了她的草编创作道路。近年来，王群英
创作出草编服装系列、脸谱系列、屏风系
列、国画系列、草编书法系列、小饰物系
列、儿童用品系列等千余种非遗创新产

品，在不断打开国内市场的同时还走出
了国门。

非遗传承+创业实践

讲述励志河北故事

“作为国家认定的代表性传承人，
应当担负起传承实践的责任。”这次活
动，国家级非遗项目冀南四股弦传承人
李会林让两个女儿李晓凡、李丹丹“担
纲”演出《刘金定下南唐》选段。“她们俩
从小就在后台看我演出，耳濡目染，自
然而然走上了传承的道路。”李会林笑
着说，现在外孙、外孙女也都学起了四
股弦。

“不锄地，不浇园，也要去看四股
弦。”这句流传于邯郸魏县周边的俗语

道出了当地百姓对四股弦的喜爱。李
会林在当地组织成立了魏县四股弦剧
团。这个剧团没有固定的专职演员，哪
里有演出活动，村民就聚在一起化妆打
扮起来，登台演出。截至目前，该剧团
的足迹已经遍及晋、冀、鲁、豫四省，还
曾两赴北京演出。演出结束时，李会林
说：“希望通过更多的演出，把四股弦这
种古老的传统剧种发扬光大，让更多人
了解和喜爱。”

七夕的节日内涵并不只有爱情，七
夕节也被称为“乞巧节”，寓意女子的智
慧和巧心。活动现场，七夕“非遗巧娘
秀”典型案例展示区吸引着大众的目
光。国家级非遗项目京绣代表性传承人
梁淑平创办龙凤刺绣厂、定兴县燕都刺
绣工艺品制造有限公司和京绣研究院，
进行京绣产品生产和研发设计；省级非
遗项目石家庄刺绣代表性传承人邢兰芳
创办冀兰绣品牌，安置下岗女性再就业
百余人；廊坊市市级非遗项目核雕代表
性传承人王晓燕，从事核雕技艺 40 多
年，建起“晓燕·核雕妇女微家”，在快手
网络平台授课……河北众多“非遗巧
娘”，讲述着她们带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走
进千家万户的感悟，传播着河北女性亲
手创造美好生活的故事。

“七夕节不仅代表爱情，还代表优
秀的传统文化，更蕴含着当下女性勇
敢、智慧、勤劳、自强的精神品格。”看
完典型案例展示的一个个精彩故事，
石家庄市民马硕不禁由衷地赞叹，这些
女性励志故事为传统佳节植入更多的

“时代元素”，让“七夕文化”的时代感
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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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0 日晨 5 时 30 分，家住石
家庄市长安公园附近的董伟，已经
完成了当天的5公里晨跑锻炼。

“这是我连续第 1301 天早起
了。”41岁的董伟自豪地说。

除了跑步，滑雪、马拉松、越野、
游泳、骑行、铁人三项，董伟都有涉
猎，而其中最爱的是滑雪。

董 伟 第 一 次 接 触 滑 雪 是 在
2010年。在朋友的带动下，她在滑
雪场学了两次就基本掌握了滑雪技
能，自此一发不可收地迷恋上了这
项运动。

2013—2014 雪季，她在崇礼云
顶滑雪场办了季卡，在崇礼住了两
个月，每天从早上 8 时 30 分一直滑
到下午4时30分。“可以说是在争分
夺秒地练习，太上瘾了。”

随着“越滑越有感觉”，董伟开
始参加比赛。2018年，她代表石家
庄市参加了河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
高山滑雪比赛。2019年和2020年，
她连续参加了两届河北省冰雪运动
会，并在河北省第二届冰雪运动会
越野滑雪社会组比赛中，夺得女子
甲组长距离和短距离两枚金牌。
2021 年，她再上层楼，在河北省第
三届冰雪运动会越野滑雪比赛中再
摘两枚金牌，并在高山滑雪和滑轮
比赛中各得一枚银牌。

董伟说，她 2019年才接触越野
滑雪，受场地限制，只能通过看视频
模仿练习。能连续在河北省冰雪运
动会比赛中取得佳绩，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有滑雪和马拉松的底子。

成为一名马拉松爱好者，对董
伟来说纯属“误打误撞”。

2015 年 5 月，生完二胎的她患
上了产后抑郁症，为康复很自然地
选择了跑步这个“运动疗法”，并制
定了“严苛”的计划：晨跑100天，每
天5公里。

虽然最初跑下来后全身酸疼，
但凭着顽强的毅力，她硬是坚持了
下来。

“跑多了就爱上跑步了。”董伟
说，恢复健康后，她又有了新的目
标：跑一场全程马拉松。

从5公里到10公里，再到15公
里……为此，董伟有计划地增加训
练距离。2016 年 9 月，她报名参加
了衡水国际马拉松赛，顺利完成了
自己的首次马拉松赛挑战。

“马拉松特别考验人的耐力和
意志力。”董伟说，“跑马过程的确有
些虐，但挑战成功后，在生活中遇到
再困难的事也都不当事了，因为跑
马大大增强了人的抗压性。”

董伟喜欢比赛的感觉，近几年，
她每年大约参加20场比赛，2018年
则参加了 25 场比赛，包括滑雪、自
行车、铁人三项赛等，其中仅马拉松
赛就18场。

“只要能跑步，心情就特别好。”
她说。但为了跑得更长久，她也开
始有意识地减少跑量。

董伟经营着一家花店，为了寻找
花艺创意灵感，她开始尝试爬山，在
此过程中接触到了越野，又喜欢上了
这项运动，并报名参加了一些比赛。

2020 第八届五岳寨 50 公里越
野挑战赛的参赛经历，让她至今记
忆犹新：“12个小时没吃饭，比赛中
我累哭了三次，咬牙挺过终点，就倒
下了。”但经此历练，她又上了一个
台阶，在 2020 石家庄野人 100 越野
挑战赛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运动让我更快乐更坚强。”董伟
说，她以前遇事爱哭，现在却能平静
面对，所以，“要保持一颗喜爱运动的
心”，而且“所有运动都是相通的”。

那么，如何才能养成运动习惯
呢？董伟建议，可以用日记本写
下锻炼计划，不断整理总结，自我
激励。只要度过最初的困难期，
尝到运动的甜头后，再坚持就不
难了。

空竹园里，老人们正在练习抖空竹；乒乓球场
上，爱好者挥拍上阵展开激烈对决；各式各样的健
身器械，为市民晨练提供了便利……7月 22日早
上，保定市竞秀公园里很是热闹，呈现出活力四射
的全民健身图景。

据了解，保定市竞秀公园在升级改造过程中，
修建了多块运动场地，完善了健身设施，成为附近
市民健身休闲的好去处。

作为全国首个“奥运冠军之城”，保定不仅竞
技体育成绩突出，群众体育氛围同样浓厚。该市
积极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各
级健身场所建设投入力度持续加大，不断满足广
大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

目前，保定市共建有综合型体育场馆 45 个、
城市健身步道 122 条，其他小型多样的文体广场
744个、户外健身休闲基地 13个，初步形成了市、
县、乡、村四级公共体育设施网络；429 个社区全
部建有小型健身场所，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
初步形成；人均体育场地面积由 2016 年的 1.3 平
方米，提高到了现在的2.42平方米。

7月 22日晚上，保定市清苑区体育公园人流
如织，在篮球场、乒乓球场、羽毛球场等场地，男女
老少轮番上阵，体验酣畅淋漓的运动激情。

这个位于朝阳大街与和平路交叉口东北角的
体育公园，是清苑区第一个以体育为主题的开放
式公共空间，已开放一个多月，颇受居民欢迎。

该体育公园将运动、生态、休闲功能交织分
布，设置有五人制足球场、两个标准篮球场和两个
儿童篮球场，还建有羽毛球场、乒乓球场、门球场
以及环形塑胶跑道等。

“除了这个体育公园，我们今年还新建了 12
个街角‘口袋公园’、62处健身场地、9个社会篮球
场、3 个社会足球场以及健身步道等。”清苑区教
体局体育股股长范岳岭说。

据介绍，保定市、县两级政府将全民健身场地
设施建设作为“民心工程”“惠民事项”，积极推进，
并将体育场地设施用地纳入本级国土空间规划，
逐步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打通社区、乡村健身“最
后一公里”，全力打造“人人可健身”的高品质运动
空间。今年，该市已更新社区、农村健身器材设施
1200 多处，建设多功能篮球场 50多个、小型笼式
足球场30多个、健身步道100多公里。

当前，保定市体育惠民工程正在加速推进。在保定市北湖公园，工程建
设紧锣密鼓，马拉松赛道、健身路径等设施也在建设和安装中。

“保定正在全力推进‘一城十馆百园千径’建设，计划到2025年，建成保
定市文体新城（包括大型体育馆、大型体育场、综合训练馆、大型体育公园）、
十座标准体育场馆、一百个体育公园及多功能运动场、一千里健身步道。”保
定市体育局群体处处长孟英利介绍，保定还在积极打造环城水系“百里健身
长廊”，预计今年8月底将完成“环城水系”全程马拉松赛道建设，沿线70多
处健身场地设施也将陆续建成投入使用。10月底，首届保定“环城水系”全
程马拉松将在新建成的标准赛道上鸣枪开跑。

保定国际空竹艺术节、保定市业余篮球联赛、涿州足球联赛、涞水国际
半程马拉松……赛事活动是体育惠民的重要抓手，保定市广泛开展全民健
身赛事活动，精心打造赛事活动品牌。“全市每年开展各级各类全民健身赛
事活动1600余场次，参与群众达500万人次，形成了‘周周有活动，月月有品
牌’的局面。”孟英利说。

此外，保定市还制定下发了《公共体育场馆设施免费低收费开放管理办
法》，全市公共体育场馆在不影响正常比赛和训练的前提下，均按照有关规
定向社会开放，有条件的学校体育场馆全部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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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跑步，参加过滑雪、马拉松、越野比赛，

“二孩妈”董伟：

“运动让我更快乐更坚强”
河北日报记者 张 镜

身边的健身达人

从石家庄到日照，沿着黄河溯源而
上辗转郑州、南阳，跨越巍巍太行步入晋
城……6 月 17 日至 7 月 6 日，河北省京剧
艺术研究院“全国巡演万里行”活动涉及
4 省 5 市，为全国各地观众送上 10 场精
彩的传统京剧演出，让人们领略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感受燕赵大地
历史文化之美。

传承经典

大戏+折子戏展现京剧魅力

7月 6日晚 10时，山西晋城大剧院内
灯火通明，伴随着现场观众经久不息的
掌声和叫好声，刚刚闭合的舞台大幕再
次缓缓开启，河北省京剧艺术研究院“全
国巡演万里行”剧组全体人员走到台前，
向观众挥手致谢。这是此次巡演的最后
一场演出。至此，历时 18 天，走过 4 省 5
市，行程长达3000余公里，河北省京剧艺
术 研 究 院 全 国 巡 演 万 里 行 活 动 圆 满
结束。

巡演中，河北省京剧艺术研究院将
《秦英征西》《红鬃烈马》《红娘》等三出
传 统 全 本 大 戏 ，以 及《白 门 楼》《二 进
宫》《小商河》《贵妃醉酒》《盗银壶》《昭
君出塞》《赤桑镇》《挑滑车》等八出传
统折子小戏唱响各地，所到之处广受
好评。

“在演出剧目的选择上，我们力求优
中选优。参加巡演的剧目都是传统剧
目，行当齐全，老生、花脸、青衣、小生、老
旦、丑角等都有，且唱、念、做、打并重，文
唱武打都格外精彩。”河北省京剧艺术研
究院党总支书记、院长李平芳表示，为确
保巡演成功，剧院积极谋划提前部署，早
在半年前就开始着手进行各项准备工
作。除了严把剧目质量关，还精心打磨
剧目，专门开展多场汇报演出，通过真实
演练验证前期工作成果。

6 月 17 日晚，伴随着河北省京剧艺
术研究院经典保留剧目《秦英征西》在
石家庄大剧院上演，拉开了“全国巡演
万里行”的序幕。京剧《秦英征西》是一
出文戏武戏并重的经典大戏，由于表
演难度较大，近年来很少演出整本大
戏，常以折子戏或文或武登台展现。演
出前，剧院创新表演形式，丰富艺术内
涵，让这出经典京剧的传统艺术魅力
再次呈现舞台，也让观众过了一把“戏
瘾”。

首演“满堂彩”，为接下来的巡演开
了个好头。随后，巡演团队用精湛的舞
台技艺、过硬的综合实力征服了各地观
众，几乎场场都能赢得热烈的掌声与
喝彩。

以演代练

中青年演员在舞台上成长

口中曲子、盔上翎子、手里马鞭、身
上斗篷……7 月 3 日，巡演第四站走进河
南南阳大剧院，演出的是折子戏《昭君出
塞》，戏中王昭君的艺术形象一经亮相，
便引来喝彩。

“连续的剧场演出对演员素质的提
升帮助很大。”戏中饰演王昭君的青年演
员林娜，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参加此次
巡演让她收获颇丰。每场演出中发现问
题，在接下去的第二场演出中就能及时
改正，这样的高频率演出让她“长功”明
显，不但上场变得比以前沉稳了，念白、
技巧等都更加游刃有余。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舞台上
的一招一式，都需要演员付出辛勤的汗
水、刻苦的努力。”参加巡演的中国戏剧
梅花奖获得者梁维玲说，青年演员更要
用心，多看、多学、多练、多悟，持之以恒
勤学苦练，才能做到在舞台上得心应手，
准确、完美地刻画人物、表现剧情。

演员要在舞台上成长，汗水需洒在
排练场。近年来，河北省京剧艺术研究

院扎实开展戏曲人才培养，以演代练，在
舞台上锻炼中青年戏曲人才。无论是排
演经典保留剧目《秦英征西》，还是现代
儿童京剧《少年英雄·王二小》和多部创
排小戏，几乎全部由中青年演员担纲。

培养青年表演人才的重要性还在于
争取观众，特别是争取青年观众。“没有一
批叫得响的年轻演员，是不能充分吸引青
年观众的。”李平芳认为，年轻人如果走进
剧场看到青年演员的精彩现场表演，可能
就会迷上戏曲艺术。因此，争取新一代观
众，青年演员应发挥巨大作用。在此次巡
演中，以中青年演员为主力的团队展现出
了河北京剧人的风采。18天的巡演过程
不仅锻炼了中青年人才队伍、提振了士
气，也为剧院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行万里路

在历史中体悟戏曲文化真谛

7 月 3 日，河北省京剧艺术研究院
“全国巡演万里行”第四站走进河南省南
阳市。闲暇时，演职人员走进南阳武侯
祠博物馆，进行艺术采风。置身武侯祠
山门前，在京剧《空城计》中饰诸葛亮的

国家一级演员李为忠、饰司马懿的青年
演员李冰，感悟着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
进行了一场即兴表演，为来自全国各地
的游客奉上京剧经典唱段。

戏曲艺术来自于民间、扎根于生活，
发挥着艺术寓教于乐的功能。“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对人的熏陶与教化，起初很大
一部分来自戏曲和说书等民间艺术。可
以说，戏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
体。”李平芳说，要想深刻理解传统文化
的精神内涵，艺术工作者要走进历史深
处，这会对塑造艺术形象起到积极作用。

巡演期间，演职人员广泛开展学习
采风活动，先后走进日照市抗日战争纪
念馆、南阳武侯祠博物馆等地，感受红色
文化的精神内涵，体会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独特魅力。

“近年来，河北省京剧艺术研究院始
终着眼群众性题材、谋求差异化发展、推
进共享式服务、打造创新型团队，推动河
北京剧事业逐步走上了一条以人民为导
向、以普及为核心、以公益为路线、以创
新为驱动的特色发展之路。”李平芳表
示，今后剧院将持续加大巡演力度，陆续
推出更多演出活动，让中华传统戏曲文
化传承得更好，传播得更广。

河北省京剧艺术研究院“全国巡演万里行”

京韵悠扬传唱万里
河北日报记者 曹 铮

河北省京剧艺术研究院全国巡演万里行郑州站演出《红鬃烈马》，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梁维玲（左）饰王宝钏。
河北省京剧艺术研究院供图

2022年“乐享河北”非遗会客厅系列活动——“浪漫七夕”非遗主题展演展示在河北博物院举行

河北大美非遗里的“浪漫七夕”
河北日报记者 曹 铮

国 家 级
非 遗 项 目 大
名 草 编 技 艺
传 承 人 王 群
英 现 场 展 示

“ 七 夕 ”主 题
草 编 作 品 。
河北日报记者

曹 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