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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刘向圣）“太感谢你
们了，以后出行就放心了。 ”家住汉滨区中
心城区阳光巷的市民向安康市 12345 热
线的工作人员说道。

近期，安康市 12345 热线接到市民反
映，中心城区阳光巷道路狭窄，人行道隔
离桩年久失修出现损坏，更有遗留下的长
铁钉影响群众出行，存在安全隐患。 经过
市 12345 热线、城管部门和社区工作人员
现场查看，立即安排施工人员对遗留隔离
桩和铁钉进行清除，解决了小巷中几百户
群众的安全隐患，得到市民一致好评。

这只是安康市 12345 热线现场问效
工作的一个小小缩影。 一直以来，安康市
12345 热线秉承“始于群众需求、终于群众
满意”的服务宗旨，将群众的事放在工作
第一位，为解决群众需求不断优化工作方
法，在不断摸索和创新中提炼了“平台系
统督办”“电话协调督办”“现场问效督办”
“发函提醒督办”“联席会议督办”“移交问
题线索”六种问效方式。 民生无小事，热线
暖民心，问效破难题，今年上半年，安康市
12345 热线共进行平台系统督办 6684 件，
电话协调督办 235 件， 现场问效督办 52
件次，对 28 家单位发函提醒，向市纪委监
委移送问题线索 2 条。

安康市 12345 热线把为群众办实事
作为热线的生命线来抓，群众反映的事情
办没办、办得怎么样、群众满意不满意是
热线工作的核心。 自安康市 12345 上线运
行以来， 累计收到群众来信来电 137 万
件 ， 按期办结率 99.58% ， 群众满意率
92.16%。

“我一直相信有奇迹出现，有一天她能站起来！ ”在
聊起妻子病情时，岚皋县佐龙镇正沟村的罗其财———这
个 55 岁的硬汉子眼睛里有泪光闪烁。 罗其财说，信念里
的这个“奇迹”，是他坚持下去的力量。

站在笔者面前的罗其财，因长年户外工作和不分昼
夜照顾卧床不起的妻子黄联英，虽然只有 55 岁，却已明
显苍老，黑黑的脸上满是皱纹。 刚从地里匆匆赶到家里
的他，来不及喘口气，就急忙端一碗水送到妻子床前，托
着妻子的头小心翼翼地喂下去。

同样 55 岁的妻子面色要显得比丈夫年轻。 因患有
类风湿，长期卧病在床，全身肌肉已经萎缩，双手缩在一
起，膝盖处鼓出一个大疙瘩，已经不能伸直。 即便如此，
在罗其财的精心照顾下，黄联英衣着保持整洁干净。

罗其财说，20 多年前，妻子突然称自己胳膊、腿疼，
当时跑遍了周边省市的大小医院检查，最后的结果是患
有类风湿。 因为家庭贫困，妻子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后，选
择回家药物治疗。 谁知道，病情越来越恶化，连走路都困
难，最终只能躺在床上。

“全身关节疼， 一点劲没有， 一开始还能拄着拐杖
走，最后一点也用不上力了。 ”回忆起当年的痛苦往事，
黄联英黯然泪下。 也正因她患病，家里的经济压力日益
增加。

罗其财说，自从妻子瘫痪在床后，他便在家一边照
顾妻子，一边打理家里的几分田地。 “那时候孩子小，家
里所有活都是我来做，真是又当爹又当妈，每天做好饭
后，端到她的床边，一口一口喂她，等她吃饱后，我再吃，
这么多年一直这样。 ”罗其财说。

罗其财说，结婚前，自己和妻子两家都穷，心里明白
妻子小时候吃过很多苦，只想给她一个完整的家，从来
没想过放弃。

这么多年，随着黄联英病情的加重，她全身肌肉已
经严重萎缩，双手连一张纸都拿不起。 除了干活，罗其财
每天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照顾黄联英上，从日常
的吃、喝、拉、撒、睡，到每天必做的按摩、翻身、换药，罗
其财从没有怨言。 冷了，就自己动手，给黄联英做个棉
套；热了，扇风驱蚊送凉；饿了，喂上可口饭菜；烦了，就
给黄联英讲讲生活中的趣事。

黄联英说，有丈夫相伴的几千个日子里，她没有感
染过一次褥疮。 丈夫怕她一个人在家寂寞，省吃俭用买
回来一台彩色电视机。

因为病情，妻子一年四季极少出门。 新盖的房一到
夏天像炉子一样热，但她的病不能吹风着凉，已有的电
风扇也不敢使用。 为此，罗其财就用专门批发的扇子轻
柔地给她“服务”。 从结婚到现在，每年他都要“累坏”几

把扇子。 罗其财笑着说：“这么多年购买的扇子加起来有
70 多把。 除了电视机，这个家最重要和最实用的宝贝莫
过于它们了。 ”

罗其财对妻子的关心和照顾， 黄联英都记在心里。
为了不影响罗其财工作，黄联英尽量控制饮水量。 黄联
英严重缺钙，脚指甲、手指甲全部变黑甚至脱落，再加上
严重萎缩，外貌变化很大，但罗其财从来都不嫌弃。

有一次有几个亲戚来看他，看他那么辛苦，私下里
劝他离婚算了。对此，罗其财态度坚决：“美好生活谁都
向往， 但是不能因为自己得到幸福的同时让别人承受
痛苦。我既然和妻子走到了一起，我就会爱她一辈子。”

因为病痛的折磨，妻子经常心情烦躁，还时常冲他
发脾气。 有时候撑不住了，他也想过干脆不管她算了，
但是每次他都是找个没人的地方发泄一下，回过头来继
续无微不至地照顾妻子。

“既然选择了她，我不会忘记当年的承诺。 ”罗其财
说，妻子年轻时候很漂亮，很爱美，喜欢逛街。 可自从生
病后，就再也没有逛过了。 20 多年来，他每天都盼望着哪
一天奇迹发生，妻子突然能站起来了。 真到了那一天，他
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妻子打扮得漂漂亮亮，陪妻子
好好逛一次街。

（岚皋县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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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君 此 诺 ，必 守 一 生 ”
———记安康市第五届道德模范罗其财

王王发发芸芸：：将我的一生献给汉调二黄
记者 陈楚珺 实习生 杨琴 王子腾 梁荣煜

王王发发芸芸日日常常为为学学生生们们指指导导排排戏戏，，并并与与他他们们合合照照。。 （（受受访访者者供供图图））

“王婆，我们明天在剧院排《渔舟配》，您能来指导一下吗？ ”
“可以，什么时候？ ”
“王婆，我们排戏的时候有一些问题，我们来小区找您看看可以吗？ ”
“好啊，你们吃早饭没有呀？ 我带你们先去门口早餐店吃点东西。 ”
“王婆，我最近写了一个新剧本《激战牛蹄岭》，今天排戏想请您指导指导可以吗？ ”
“新剧本好！ 我等下来看看你们排戏的情况。 ”
以上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汉调二黄传承人王发芸老师的生活片段，只要

关于汉调二黄的相关要求，她总是乐呵呵地应下来，学生们也亲切地叫她“王婆”。

机缘巧合初识汉剧，下定决心“私定终身”

1956 年， 时值安康正月十五的文艺演出，15
岁的王发芸作为西关小学和西关金川街的代表出
演了《刘海砍樵》，并参与集体表演跑竹马。 由于出
色的表现，她被星火剧团免试招收为学员，自此正
式步入汉调二黄的世界。

受当时传统旧思想的影响， 王发芸的母亲认
为“戏子”不是一个好行当，强烈反对她学习汉剧。
“但我就是对汉调二黄十分感兴趣， 想去学习，我
的哥哥姐姐们也支持我， 我便顶着母亲那边的压
力坚持去参加剧团的学习、训练和演出，后面渐渐
地她在家人的劝说下也来看我表演， 便也同意我
学习汉剧了。 ”

在汉调二黄的十大行当里 ， 王发芸偏爱武
旦 、刀马旦和花旦这类角色 ，喜欢耍花枪 、舞刀
马 ， 扮演诸如武将和江湖女侠等勇武的女性角
色。 然而这些角色的表演在唱、念、做、打上都有
很高的要求 ， 这对王发芸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
战。 她说：“其他大部分学员都是七八岁就开始学
习了，而我 15 岁才开始，不管是从身体素质还是
学戏的悟性来说都差了好大一截。 但是我心里喜
欢汉剧，所以就给自己规定：要勤练、多练、苦练。
每天比别人早起些练早功，晚上别人练完休息我
还要练。 ”正是靠着心中的热爱和不懈的努力，王
发芸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一步一步缩小自己
与别人之间的差距，对汉调二黄的理解也逐渐深
入。

然而王发芸的汉剧学习之路也并不是一帆风
顺的。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在现代
传媒冲击下汉调二黄又跌入低谷， 许多剧团纷纷
解散，安康汉剧团（现为汉调二黄研究院）也濒临
破产。 “那时候我们不发工资或者少发工资，很多
人都‘下海’了。 ”出于经济压力，王发芸也曾离开
过剧团一段时间， 去做稠酒维持生计，“但是我心
里仍旧对汉剧念念不忘， 所以后面我决定要继续
学习、继续表演，不能就此将汉剧放弃！ ”

1996 年王发芸退休 ，次年被查出身患癌症 ，
医生说最坏的情况只能活三个月。王发芸笑着对
记者说 ：“我当时想 ，这不能呀 ？ 我才刚退休 ，还
没好好享受生活，这阎王爷就这么着急将我召过
去？ 我才不去呢！ ”慈祥的笑容背后是她面对癌
症无数次艰辛而又顽强的对抗。 2009 年，她又查
出身患静脉血栓， 严重时右腿肿胀如水桶般粗。
即使这样 ，她还是拒绝离开剧团 ，她说 ：“有句老
话叫做 ‘七十三八十四 ，阎王不请自己去 ’，但我
这 60 多年积累的技艺绝对不能就这么带走。”王
发芸哽咽了。

游走四方求师学戏，成为人师惜时如金

谈起恩师们， 王发芸显得有些激动：“我能走
到现在，靠的全是老师们对我的倾心教导。 老师们

教会我最大的道理就是：要演好戏，先做好人，也
就是要‘德艺双馨’。 ”

1958 年，她拜团里的左玉桂为师，在剧团随教
随学，随练随演，节奏很快，进步也很快。 两年后，
王发芸的表演得到了京剧大家尚小云的赏识，她
便拜尚小云为师，去了西安的一所艺术学校进修。
尚小云的表演给了王发芸很多启发， 在后来排戏
过程中她也会有意将这些范式融入进去。 20 世纪
60 年代初，团里曾经请过张玉昆做教练、导演，他
指导排演的 《佘赛花》《大破天门阵》《草原英雄小
姐妹》等“文武带打”的戏获得了观众好评，对王发
芸的艺术道路产生了很大影响。

1981 年她参加陕西省的一场汇演， 团里请了
襄樊和刘平安两位老师指导， 当时王发芸已经 40
岁，出演武戏《扈三娘》主角，在排练汇演时感到有
些力不从心，在两位老师的监督下她咬牙坚持，除
了吃饭睡觉外一刻也不放松练习， 最终在汇演上
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王发芸表示，这次经历促使她
突破了原有表演形式风格， 极大拓宽了她的表演
道路。

在学习、表演这些武戏时，王发芸也有遗憾：
“现在的条件好了起来，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将表演
记录下来， 对汉剧感兴趣的人可以从网上观看并
学习汉剧，这也是汉剧发展的一大突破。 ”

在文戏方面 ，老艺术家杨明灿 、陈纪元以及
导演王道中对王发芸产生了巨大影响。 她说：“我
对人物的贯彻和创作人物内心的东西都来自这
几位老师，他们让我明白人物不仅仅要靠演员的
程式表现出来，还要靠演员对于人物内心感受的
体会。 所以现在我在给孩子们排戏的时候，也会
通过分析人物内心的独白来加深孩子们对角色
的体会。 ”

通过这一路的学习，王发芸深知，从老一辈艺
术家身上继承来的技艺是绝世的财富， 所以一回
到安康，她便立刻投入所学技艺的整理工作。 近年
来适逢国家大力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她更加不敢懈怠， 尽管她已年过八旬， 受疾病困
扰，但她依旧退休不退志，坚持工作，全心投入汉
调二黄的继承与发展事业当中。

与时俱进守正创新，期盼汉剧再创辉煌

“与时俱进、守正创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
难。 创新太过，就失去了汉剧的传统魅力；只守着
原来的东西，观众又会看腻。 并且，还要保证汉剧
的质量，有技无戏不行，有戏无技也不行。 在表演
这方面，‘五功四法’只能是程式的东西，你做得再
好，没有人物支撑，就只是空有躯壳；但是戏唱得
再好，内容里面没有技术，没有看点，观众也不一
定喜欢。 ”王发芸说。

如何在保证汉剧传统元素不流失的情况下进
行创新？ 这成了汉剧进一步发展的难题。

一场成功的戏剧表演离不开人物形象的成
功塑造，而台词是演员在影视表演中塑造人物的

主要手段之一。 汉剧在实地表演的时候通常并没
有能提供字幕的条件，除了要求演员戏腔必须到
位外，王发芸还要求人物台词的内容必须要通俗
化，贴近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 在学生排练《蓝桥
担水 》这出戏中 ，王发芸就对其中的台词进行了
现场编词 ：“放假来到蓝桥边 ， 忽然看见了一婵
娟，她的容貌赛天仙，好似仙女下凡间……”配合
演员生动的表演，将观众带入角色人物的内心当
中。

肢体动作是演员塑造角色的另一基本手段，
王发芸在具体实践当中往地方戏“八岔戏”和汉调
二黄里面加入一些舞蹈成分。 “像观花、摘花和扑
蝴蝶等动作经常在戏里面出现，但是不同的人物，
内心世界不同， 那么他们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姿
势也是不同的。 在做动作的时候加入一些舞蹈性
元素，那么戏剧的技巧性就上去了，同时也会让观
众看得更起劲。 ”王发芸融合毕生所学，巧妙创思，
大大提高了舞台表演的观赏性。

要推动汉调二黄创新性发展， 剧目创新必不
可少。 王发芸提出：“汉调二黄的创新必须要配合
当前的政治需要，为社会传递正能量，谨记艺术为
人民服务宗旨，立足原有深厚底蕴，结合地方上的
新人新事进行剧目新编， 这样才能为汉调二黄传
统戏曲文化传承注入新活力。 ”当下，安康汉调二
黄研究院研究室主任、 青年编剧张浩就结合安康
本地红色历史事件， 用两年时间精心打磨出剧目
《激战牛蹄岭》， 在保证汉调二黄传统程式的基础
上进行大胆尝试，将安康汉调二黄唱腔、配乐与现
代音乐、朗诵、手风琴等元素完美结合，打造出汉
调二黄又一部红色文化经典。 对此，王发芸表示高
度赞赏与欣慰。

王发芸的学生马静是汉调二黄研究院三级演
员， 在提到王发芸时说道：“王婆身上有太多太多
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 她演戏最主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能将人物演得活灵活现，每一个人物动作、语
言的背后都透露着人物的心理动机。 ”

张浩说：“在我还未成为编剧在学艺的时候，
王婆也是我的老师， 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一些很小
的问题她都会很耐心地为我们解答。 她身上所体
现出来的对于生活积极乐观的态度也十分让我佩
服，在我心里她是一位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 ”

三千里汉江源远流长， 汉江上传唱着汉调二
黄。 正是一批又一批像王发芸这样的艺术家为传
承汉剧、振兴汉剧奉献出一生，才使汉调二黄这一
古老的艺术延续至今。 自 2006 年汉调二黄被列为
安康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 政府推出
多项有力举措保护和传承汉调二黄， 切实让汉调
二黄成为安康响亮的文化名片。 据了解， 去年 12
月 9 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汉调二黄保护传承发展
立法起草工作动员部署会， 对安康市汉调二黄保
护传承发展条例起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今年这
项计划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 相信在各界人
士的努力之下，汉调二黄在未来会被更多人知晓，
也必将创造出更多优秀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