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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过去我们打造‘书
店+’，现在探索的是‘+书店’。”
大隐书局总经理何旋谈及今年
两家融入餐饮的新店变化时表
示，要让书香持续，书店经营必
须是可持续的。（10 月 18 日《解
放日报》）

知识飞速迭代的时代，要想
保持敏锐的时代感知和新颖的
思维，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断学
习，购书读书，得到信息和眼界
上的更新、刷新。因此，无论时
间安排多么拥挤，都要为书留下
一片悠闲净土。无论城市多么
拥挤，都要留住书店——这个输
送精神产品的庄严之地。

话好说，却不好落实。在寸
土寸金的大都市，实体书店要
想存活下去并茁壮成长，必须
要考虑高额房租、店员工资、电
费水费等。再加上实体书店受
线上书店冲击严重，市场整体
萎缩、销量整体滑坡。实体书
店 如 果 不 洞 悉 文 化 产 业 化 规
律，即使公众对其持欢迎态度，
仍 可 能 面 临 被 市 场 淘 汰 的
厄运。

当“烟火气”加入，书店的边
界在哪？上海市的“+书店”经
营模式，应该是一个亮点。通
过咖啡、零售、特色文创等商业
领域的经营，将书店镶嵌进去；
通过温馨的商业氛围，给书香
留下一片空间；通过个性化沉
浸式的商业服务，提升人们的
文化体验感、激活人们的文化
消费意识。总之，这种模式不
再依赖传统书店经营模式——
将图书和阅读直接添加到购物
行为中，而是通过温馨的场景、
辅助性消费等，让人们对买书
发生兴趣。

这就是“+书店”的优势和特
色。它出售的不是书，而是一种
富有文化情怀、消费品位的生活
方式。它出售的也是书，是和其
他商品融合在一起的“隐形辅助
性销售”。

循着这条路，一些书店已取
得了可观的经营业绩。例如，旗
下拥有朵云书院、思南书局品牌
的世纪朵云，其营业额的 20%来
自图书销售，20%来自文创产品
的销售，而其余的 60%则来自餐
饮服务、空间服务、运营输出和
品牌输出。这种复合型的经营
模式所获得的利润，为书店的运
营和发展带来了输血、造血功
效，确保实体书店能够在市场竞
争中不被淘汰，并逐渐稳固自身
地位。

关于实体书店的未来前景，
我们当然希望它能守住传统经
营的底线，可是，市场预期和市
场现实毕竟不是一回事。因此，
实体书店的经营者必须努力在
公众需求和市场运营之间寻找
最佳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必
须做到两点：既能让实体书店得
到一定的商业化利润，又能满足
公众的文化发展需要。“+书店”
的经营模式，既为经营者带来了
利润，又为公众保留了书香，这
个 平 衡 点 值 得 各 地 实 体 书 店
借鉴。

从“书店+”到“+书店”，别
看仅仅是一个符号的位置变动，
它体现出的实则是思维方式的
彻底转变。找准定位、为顾客提
供人性化服务，甚至为重点客户
提供量身订制的活动方案，向受
众推荐一种生活方式，引领一种
时代风尚，都是现代创新型“+书
店”应有的意义。我们期待身边
出现更多“+书店”的经营模式，
留住氤氲书香，让人们越来越
幸福。

一

石家庄丝弦又名弦腔、弦索腔、河
西调、小鼓腔、罗罗腔、女儿腔等，是石
家庄独有的一个地方戏曲声腔剧种，
也是河北特有的古老剧种之一。据记
载，丝弦起源于明代万历年间，是在元
曲小令明清俗曲的基础上衍变而来。
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这一剧种历尽
曲折，真正形成较为成熟的声腔和舞
台艺术，是在清同治以后。同治七年

（1868 年），井陉白花村出现了丝弦班
社，吸引了很多喜爱丝弦的商人和其
他剧种艺人，由老调和河北梆子加盟
谓之“三合班”，由京剧、乱弹加盟则称
为“五腔班”。受其他同台演出剧种的
影响，伴奏以土琵琶为主，后逐渐形成
以板胡为主奏乐器，剧种名称也逐渐
演变为“丝弦”。

按照流布区域，丝弦逐渐发展成
为“东、西、南、北、中”五路。晋州郭家
庄东路丝弦，就属于其中一路。说起
丝弦历史，村民至今能清晰地梳理出
时间线：清末光绪年间，郭家庄村村民
郭洛表提议并和村民郭洛仿组建了东
路丝弦子弟班；民国初年传承至第二
代传承人郭洛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传至第三代郭小马；如今传承至第四
代郭翠娟。

在郭翠娟家里，我不仅听其娓娓
道来这一百多年来班社剧团传承的
详细过程，还见到了见证这一历史进
程的实物——两件悬挂在展示架上
的领口和袖口都已飞边的黄蟒袍和
绿蟒袍。“这两件蟒袍是随第一代老
艺人传下来的，虽然现在上台演出已
经不能穿了，但它们却是我们郭家庄
东路丝弦的‘压箱’和‘传家宝’，不仅
见证了过去，还传承着当下和未来。”
看着两件“心头宝”，郭翠娟目光虔诚
而庄重。

井陉庄子头丝弦是中路石家庄丝
弦的组成部分。庄子头村地处太行山
东麓的井陉东北部，东临鹿泉，北接平
山。“庄子头剧场”内的丝弦传习所颇
具规模，一进屋，我就被排在屋内两边
的戏箱“镇”住了：这两排新旧叠垒的
戏箱足有二十几个。现任庄子头丝弦
剧团团长、年已七旬的张六强看到我
略带惊讶的眼神，随口说道：“楼上还
有这么多呢。”我心中顿生敬意，厚重
的丝弦戏曲文化底蕴和丝弦戏之根就
在这里呀！

张六强记忆中的庄子头丝弦历
史，源自民间老艺人的口述。早在清
同治年间，庄子头村就办起了丝弦剧
团。至光绪初年，庄子头丝弦剧团的
一些老艺人就跟井陉白花村丝弦班组
团演出。抗战时期，庄子头丝弦剧团
已成为井陉县主要民间文艺团体，经
常为军民演出，多次受到井陉县委的
表彰和奖励。

《正定县志》记载：“清光绪年间，
后塔底村组建丝弦子弟班，以后几十
年间，南杨庄、木厂、二十里铺等村也
先后成立丝弦戏班。”正是在石家庄周
围广大农村的丝弦班社演出锤炼几十
年，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石家庄丝弦市
场上，才形成了颇有名气的“四红”：正
定红刘魁显、获鹿红王振全、平山红封
广亭、赵州红何凤祥，标志着石家庄丝
弦这一独具地方特色的剧种进入成
熟期。

石家庄丝弦
虽然起源久远，
但衍变为成熟的
地方剧种也就一
百多年的时间，而
真正让石家庄丝弦
获得新生和长足发展的
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

二

民间有句俗语：“吼”秦腔，“咧”
丝弦。一个“咧”字，道尽了丝弦的民
间属性。

丝弦戏属于纯粹的农民戏，一直
在民间生存。如今，演出市场依旧在
农村和城中村，因此，说到石家庄丝弦
的发展，民间艺人最有发言权。

“石家庄丝弦本就是农民戏，它起
始于农村，演出离不开农村。新中国
成立前都是在周边村子演出，新中国
成立后才有了进城演出的机会。我们
庄子头丝弦剧团在周边很有名气，剧
团演职员都是本村农民，农闲时聚在
一起排练和演出。”依旧执着传承丝弦
的张六强说，在村子里，男女老少几乎
都能唱上几句，田间地头、山坡树林，
丝弦声腔时常萦绕。

至今，张六强依旧记得丝弦戏风
靡各地的盛况。新中国成立初期，村剧
团排演的丝弦戏《婚姻自由》《小姑贤》
等轰动了大半个井陉，当时上级部门
奖励了村剧团全套幕布和配套器乐用
具。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村剧团还聘
请石家庄市丝弦剧团的名家来团传授
技艺并帮助排演《杨金花夺印》等四五
部整本大戏。改革开放后，村剧团还多
次邀请石家庄市丝弦剧团的王永春、
刘艳芳等名家来村传艺并演出，那时
村剧团达到鼎盛期。“《白罗衫》《潘杨
讼》等都是我们常演的大戏，那几年在
全县文艺汇演中我们村的剧团多次获
奖。”张六强自豪地说。

曾几何时，有着浓郁乡音的家乡
戏让多少人为之着迷。可张六强明
白，繁盛来之不易。庄子头丝弦扎根
民间，村民以剧团为荣，剧团的一举一
动、兴衰起落，都牵动着全村人的心。
全村五百多户，几乎家家都出过演员，
兄弟同演、夫妻对唱、父子竞技，屡见
不鲜。正是庄子头村人的薪火相传，
才让丝弦声声绵延至今。

而在石家庄晋州郭家庄又何尝不
是如此呢？郭家庄东路丝弦第四代传
承人郭翠娟同样对丝弦有着深厚情
感：“我们村的剧团成立一百多年来，
传承至今从未间断过，演出剧目达一
百多个。除了在本村和周边各村演出
外，还去附近的无极、藁城、辛集、赵
县、栾城、宁晋等地农村演出，每到一
地，短的三五天，长则一两个月。”

已经有了孙辈的郭翠娟，从小痴
迷丝弦，为了一辈子不离开她钟爱的
丝弦，她嫁在了本村。她的爱人虽然
不上台演出，但却是她一辈子的“迷
粉”和坚强后盾。正因如此，她成为
郭家庄东路丝弦的第四代传承人。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当下民间艺人
老去、村中演员断档、大戏难演的困
境下，郭翠娟带领部分演员依然编排
出了现代小戏。“8 月份，我们团还到
镇里配合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等进
行演出。”说话间，郭翠娟拿出了一沓
编写的新戏手稿。翻看着一页页勾

勾画画、修修改改的文稿，笔者被这
些民间艺人对丝弦的痴迷、坚守、执
着而深深感动。

每年 5 月到 10 月的星期天上午，
石家庄市长安公园的青藤长廊就成
为丝弦艺人大显身手的民间舞台。
他们把哼唱在乡间地头、庙会村社的
丝弦戏带进了城市。虽然看丝弦演出
的观众并不多，但艺人依旧卖力地演
唱。表演者踱步长廊内，不疾不徐，嗓
音带着岁月的沧桑感，一段丝弦唱完，
笑盈盈鞠躬致谢，在观众掌声鼓励下
回转身来，再唱上一段。那股带劲的

“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哼哼”，好似苍茫
的燕赵大地迎来了照亮农民辛劳耕作
身影的第一缕阳光。尤其是唱至高
潮的“砸夯拉腔、异峰突起、集体爆
炸”的音乐和唱腔气势，犹如滹沱河
水发出的巨吼。

三

一群庄稼人，一路辛苦，一路坚
守，成就了一个剧种的辉煌。如今，丝
弦的生命力依旧生长在泥土里。

井陉庄子头是个大村，每年农历
七月初六都要过庙会、唱大戏。曾经，
土生土长的庄子头丝弦剧团只依靠本
村村民就能唱大戏，但今年需要聘请
外面的剧团来村里演出。因为村里青
年丝弦演员紧缺，张六强把庄子头丝
弦的未来重点放在了上小学的孩子们
身上。于是，村里办起丝弦传习所，利
用放学和放假时间教孩子们学戏，让
下一代保持对家乡戏的热爱。

为了将郭家庄村东路丝弦传承下
去，郭翠娟家特意翻修了老宅，盖起二
层楼，二楼专门用来盛放戏箱、道具以
及进行丝弦传习。为了坚持演出，她
和丈夫、儿子齐上阵，每次演出结束，
她都会自掏腰包在自家院子里熬上一
锅大锅菜，招呼所有演职人员一起吃
饭。“谁让咱是传承人呢。”提起过往，
郭翠娟感慨万千。困境之下，民间艺
人仍千方百计为钟爱的艺术寻找出
路，不由得让人肃然起敬。

石家庄虽然是石家庄丝弦的起
源、形成和发展的中心，剧种还被冠以
石家庄之名，但剧种流布的区域并不
局限于本地区。除以石家庄为中心的
中路丝弦外，东路区域大致在保定高
阳到沧州献县一带，西路丝弦大体分
布于山西和顺、昔阳、平定一带，北路
丝弦流行在山西灵丘、广灵、浑源、繁
峙一带，南路丝弦则主要流行于邢台
沙河、平乡、广宗一带。

国家级非遗项目南路丝弦省级代
表性传承人陈秀枝所在的邢台市任泽
区丝弦剧团，常演剧目有一百多部。
以前是出门找市场，现在电话邀约越
来越多，忙的时候，剧团一年演出约
300场次，一出门就是大半年。走街串
巷的演出并不刻意选择舞台的新旧，

剧团找一片空地，临时搭台也照样鸣
锣上演。演戏的人也从不惧天气的冷
暖，只管水袖曼舞、唱响舞台；看戏的
人陶陶然，乐在其中。“人行千里俗随
行，他乡难忘故乡情”，的确，生长在民
间的丝弦戏，豪放的唱腔透着乡情乡
韵，那也是乡土人家一段魂牵梦绕的
乡愁。

同宗同源交相辉映，古韵新腔依
旧吸引着众多戏迷沉醉其中，一场“丝
弦盛宴”即将开席。10 月 20 日至 31
日，点亮“北方戏窝子”2023 年东西南
北中五路丝弦优秀剧目展演将在石家
庄举行，来自省内外的32家院团将带
着 38 场“看家戏”汇聚石家庄的剧场
和基层社区。

放眼四方，石家庄丝弦又有了另
一种风光。

四

在笔者眼中，戏曲恰如闺中佳人，
摇曳着唐风宋韵，踏着元杂剧、昆曲的
历史轨迹，一路袅袅而来。石家庄丝
弦历经百年沧桑依旧活跃，是因为它
早已成为生于斯长于斯的老百姓的精
神寄托与眷恋。

一幕幕爱恨情仇、悲欢离合，是
百姓的生活写实，也是传统文化的历
史回响。作为首批入选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石家庄丝弦的传
承、保护、发展依旧任重道远。近年
来，石家庄市丝弦剧团复排了多部经
典传统大戏。这不由得让我对“老
戏”有了更深刻的思考：随着时代的
发展，经典传统戏的功能也在发生着
变化。当下，“老戏”已不仅仅是一场
演出，更关系着如何传承地方戏曲文
化的问题，从传承与保护的视角看，
经过时光洗礼的众多“老戏”，应该是
一个剧种的根脉。

一眼望百年，一馆览百戏。4 月
12日开馆的石家庄丝弦艺术陈列馆，
不仅有丝弦发展史料和实物，更展示
着近年来各部门为剧种发展所做的一
系列努力。馆内容纳着丝弦剧种的旧
日时光。徜徉馆内，就开始了丝弦打
卡之旅，老乐器、老戏服、老台本等重
现粉墨传奇。

当笔者离开石家庄市丝弦剧团
时，丝丝缕缕的唱腔隐隐远去。此刻，
我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重温魂牵梦
绕的家乡戏，发现她已被赋予了新时
代的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这朵古
老的艺术奇葩一定会在更广袤的土地
上绽放。

河北依托深厚的戏曲文化积淀，正在以戏曲为火种，点亮“北
方戏窝子”文化品牌，为戏曲文化发展注入全新的活力。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
日前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赓续

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文化遗产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即

日起，本报文化周刊推出点亮“北方戏窝子”系列文章。本文坚持
问题导向，以“家乡戏”石家庄丝弦为个案，深入晋州郭家庄、井陉
庄子头等村剧团调研，以平实、朴实、切实的文风讲述这些民间班
社剧团薪火传承的故事，跟老百姓一起研究探讨新时代古老剧种
传承发展的关键所在，为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中华文明优秀成
果献智献策。 ——编者

老树旁，戏台上，老人
低垂眼帘，在绛红幕布后手
持三弦清吟浅唱，宽大水袖
里，一双粗糙的手轻拢慢捻
着琴弦，一段铿锵弦索腔便
流淌出来。我与这美好的
画面相遇，是在村中看石家
庄丝弦演出，从那时起，家
乡戏的旋律便始终回荡在
我的脑海。因 15 年前本科
论文的选题，我开始了对家
乡戏的亲近，并由此和石家
庄丝弦结下了不解之缘，直
至博士毕业后仍从事与此
相关的工作，情浓愈深，热
度不减。如今，源于历史、
取自生活，被艺术提炼、被
时光打磨的古老剧种依旧
沉淀在晋州郭家庄、井陉庄
子头等村庄的角角落落，演
绎着古老剧种的过去、当下
和未来。

点亮“北方戏窝子”

图①：石家庄市丝弦剧团的演员
正在排练经典剧目《宗泽与岳飞》。

石家庄市丝弦剧团供图
图②：石家庄丝弦艺术陈列馆内

展示的老戏服。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石家庄市丝弦剧团的演员表演丝弦剧目《调寇》。 新华社发

②②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