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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 日晚，2023 年首届“全国汉剧优秀剧目
会演”活动在安康汉江大剧院启幕，至 12 月 2 日圆
满结束。 此次活动是由国家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指
导，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康市政府共同主办的。
此次会演活动是展现汉剧艺术魅力、 推动汉剧艺术
传承发展，加强汉剧艺术交流传播的重要举措。

汉剧是中国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也是陕西安康、
湖北武汉、湖南常德、广东梅州、福建龙岩等地的重
要地方剧种和文化瑰宝，对川剧、粤剧等地方戏曲剧
种也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 此次首届全国汉剧优
秀剧目会演，为汉剧传承创新发展搭建了交流平台，
能够推动汉剧艺术资源整合、信息交流和成果共享，
推进汉剧发展， 携手共同推动百年长青的汉剧艺术
之树枝繁叶茂,繁荣发展。

此次会演首次把全国汉剧主要流传地的经典
剧目集中会演，让优秀传统戏曲文化在交流互鉴中
发展。 举办此次活动，安康将始终秉承守正创新理
念 ,健全体制机制 ,强化人才培养 ,提升发展环境 ,努
力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
作品。

同宗同源花开五朵

本次会演精心策划，来自湖北、湖南、福建、广东
以及安康、商洛、汉中 7 家院团的 8 场剧目上演，是
一场丰富的文化视觉盛宴， 让广大观众们沉浸式感
受各地汉剧的独特魅力。

开场和结尾均由地主安康汉调二黄研究院演出
传统剧目《龙凤呈祥》和红色革命历史题材汉剧《激战
牛蹄岭》， 其后湖北省武汉汉剧院新编大型历史汉剧
《夫人城》、汉中汉剧桄桄《程夫人闹朝》、山阳县剧团
古装廉政汉剧 《程豫》、 广东汉剧院传统汉剧 《花灯
案》、福建省龙岩市汉剧传习中心大型闽西汉剧《伯公
灯》、 湖南省常德市汉剧高腔保护传承中心传统汉剧
《帅印重归天波府》轮番演出，展演精彩纷呈，高潮迭
起，传统文化彰显活力。

《龙凤呈祥》 系三国刘备过江招亲的传统戏，孙
权因刘备占据荆州不还，与周瑜设美人计，假称孙妹
尚香许婚刘备，诓其过江留质，以换荆州。 此计为诸

葛亮识破，使刘借周瑜岳父乔玄取悦孙权之
母吴氏，吴在甘露寺相亲，弄假成真。 刘备赘
婚东吴后， 周瑜故用宫室声色以迷惑之，刘
备果不思回转荆州，赵云用诸葛亮所付锦囊
之计，诈称曹操取袭荆州，孙尚香应刘备要
求同回，辞母同刘潜行。 周瑜遣将追截，又皆
为孙氏斥退，周瑜率兵继至，诸葛亮已预备
船只，接应刘备脱险。 整场演出，华美大气的
服饰造型、高潮迭起的紧凑剧情、丝丝入扣
地深情演绎、细腻高亢的唱腔，现场观众为
之惊艳，喝彩不断，掌声阵阵。

此次广东汉剧院带来的是传统剧目《花
灯案》， 广东汉剧传承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黎
本洪说，通过会演活动，让五省院团有了一
个很好的沟通合作机会，未来在人才、剧种、
剧目的发展方面将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该剧是一出故事情趣曲折的喜剧，员外陈聪
嫌贫爱富，想将其女嫁与显贵门庭，特聘穷
秀才王大儒隔帏施教。 不料其女彩凤，竟冲
破封建礼教之约束， 与王大儒情投意合，才
子佳人，喜结良缘。 全剧曲调悠扬高亢，有浓
郁的岭南风韵。

《伯公灯》系现代戏，通过杨雨晴、邹母、
二木头、卢大叔等人物，表现在白色恐怖笼
罩下，闽西客家百姓为中国革命斗争前赴后
继的牺牲精神。

《帅印重归天波府》讲述了大敌当前，穆
桂英在佘太君的感召下奋然出征、驱逐外虏
的故事。 满门英烈杨家将，保国尽忠战疆场。
常德高腔音调美，精彩绝伦醉安康。

《激战牛蹄岭》 根据真实重大革命历史
牛蹄岭战役改编，该剧以五十五师尖刀团副
团长孟俊明、卫生员袁婉儿在牛蹄岭的战斗
经过，刻画了人民英雄不怕牺牲、敢于胜利
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安康汉调二黄研究院书记、院长袁小龙
告诉记者，同宗同源花开五朵，此次会演活动在安康
举办， 充分展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和坚持守正创新
的力量， 也为汉剧的发展传承提供了更好地学习舞
台，为我们五省院团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共同学
习、共同进步，为下一步有望申报世界非遗做好充足
的准备。

宛转戏腔一串新

武汉汉剧院带来的是新编历史剧 《夫人城》，武
汉汉剧院研究部主任张志文希望通过会演， 进一步
加强兄弟院团间的戏曲文化交流， 共同打造出优秀
的汉剧剧目，更好地把汉剧推上更大的平台。

新编大型历史剧《夫人城》，由著名剧作家罗周
执笔，著名导演张曼君执导，王荔和严智超主演。 该
剧采取了传统戏曲“四折一楔子”的结构，以孙尚香
命运的离合聚散为推进， 将民间传奇趣味性和历史
正剧思辨性进行高度结合， 刻画了三国时期女性人
物孙尚香的传奇一生， 通过耳熟能详的三国故事集
中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汉剧陈伯华大师第五代传人、 梅花奖获得者王
荔主演介绍，剧中的四折戏发生在四个时空，孙尚香
的人物时间跨度长达 17 年，对演员来说把握难度很
大。 她在创作中运用了武旦、花旦、青衣等多个行当
的表演方式，声腔上也突出了变化，来展现人物的心
路历程。

汉剧资深票友、 安康日报社老摄影家吴定国先
生评价说： 这次汉剧全国会演在安康汉江大剧院举
行，对安康热爱汉剧的观众是一件喜事，盛况空前！
遥想 1981 年 12 月，陕西省举办全省汉剧汇演。 那年
还邀请武汉市汉剧院著名汉剧老艺术家陈伯华、李
罗克等 4 位大家来安康示范， 让安康汉剧票友领略
了汉剧艺术的艺术魅力！ 此次武汉市汉剧院 《夫人
城》中王荔扮演的孙尚香演得非常棒！ 在赵云截江救
阿斗时的那段委婉动听、 荡气回肠、 感人肺腑的唱
腔，俨然陈伯华大师再世，宛转唱腔一串新，彻底征
服了全场观众。 演出中间掌声多次响起，是近年来剧
场里面颇为罕见的！

知名汉剧演员陈珊说：看完《夫人城》之后，非常
震撼。 武汉汉剧院第一副院长、国家一级演员王荔天
生丽质、雍容华贵。 文武兼备的她，在舞台上刚柔并
济，大气典雅，华丽纷呈。 开口一唱，深细的甜润中焕
发着花儿一般的亮彩，真可谓绕梁之音袅袅不绝。 王
荔嗓音甜美，表演细腻，刻画人物传神真切。 王荔起
势有情，韵致雍容，唱、做、念、表，一板一眼，一招一
式，一颦一笑，尽显陈（伯华）派艺术“娇、媚、甜、脆、
深、细、稳、松”的艺术特色。 比如“困城”一折里的梦
境，运用了一段襄阳调和西皮的相互转换，由舒缓到
飞驰， 由甜美到欢悦， 很好地衬托了人物的内心情
感。 最后一大段咏叹调采用了汉剧最具特色的反二
黄、慢三眼腔型来渲染人物内心的悲悯和哀怨，让孙
尚香这个人物的音乐形象得以充分释放。

百年古韵育新声

作为参与者和观众， 安康汉江大剧院工作人员
周凤、刘乙伶说：本次汉剧会演活动中，参与演出的
所有院团都非常优秀。 细心的观众就会发现，汉剧的
服装化妆道具都很精致， 哪怕一个小丫鬟角色都美
得让人挪不开眼，灯光舞美整体画面都很唯美，看起
来就像一幅幅画卷一样，音乐也非常美妙，一听就让
人轻松愉悦。

安康剧作家杨军深有感触地说： 演员们精彩绝
伦地表演、舞台上美轮美奂地呈现、回荡在剧场中悠
扬动听的唱腔， 以及我们心中跌宕起伏的精神情感
和百转千回的戏剧剧情一道， 在汉剧的怀抱中一次
次群情激愤、一次次潸然泪下、一次次悲喜交加、一
次次荡气回肠。 我们的内心和剧中的主人公一道，幸
福着他们的幸福，忧伤着他们的忧伤。

感谢安康汉江大剧院，有了这个国家级标准的
剧场，有了深圳聚橙集团的友情协助 ，共襄汉剧五
省七团汇演盛举，才有了全国一流的演出团体能来
到安康，给安康观众送上高精尖水平的艺术演出。

安康汉剧团成立于 1950 年 2 月，2011 年 6 月更
名为安康汉调二黄研究院， 是全国唯一一家以国家
级非遗剧种汉调二黄传承、保护、发展为主要业务的
专业院团。 建院 70 余年来，研究院汉调二黄名家汇
聚，人才辈出，历年上演了汉调二黄传统剧目 800 余
部，创编各类小品、小戏近千部，其中《五女拜寿》及
《铡美案》参演全国汉剧艺术节，并荣登央视 11 频道
空中剧院。

为了更好地传承传统文化，近年来，安康汉调二
黄研究院新编小戏、小品、综艺类歌舞等主要反映脱
贫攻坚、扫黑除恶、新民风建设及汉调二黄传统折子
戏，在文化惠民演出中大受欢迎，年平均下基层惠民
演出 50 余场次。

安康源远流长的汉水文化， 孕育出悠扬婉转的
汉调二黄，被誉为中国戏曲艺术的“活化石”，至今已
有 400 余年历史，对川剧、粤剧等地方戏曲剧种也产
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 汉剧是陕西第二大剧种，被列
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已成为最具安康风格、安
康底蕴和安康特色的艺术瑰宝， 是安康地域文化的
重要标志，是安康人民情感表达的重要承载，在丰富
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各
县区均有自乐班社并时常活跃在舞台上进行演出，
专业院团安康汉调二黄研究院在汉滨区得以薪火相
传。

3 月 1 日，五省（湖北、福建、湖南、陕西、广东）
汉剧艺术院团联合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简称 “世界非遗 ”）研讨
会在广东省梅州召开，相关汉剧院团领导和专家出
席会议，并达成联合申报“世界非遗”工作共识 （梅
州共识）。

百年古韵育新声，秦巴梨园绽芳华。 文化因交流
而多彩、因交融而丰富。 近日，陕西省十四届人大常
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 《安康市汉调二黄艺术保护
传承发展条例》的决定。 就是希望安康以本次活动为
契机，提升发展文化环境，保障汉调二黄人才梯队建
设，永葆剧种薪火相传，不断推出更多的汉剧人才，
推出更多思想精深、 艺术精湛、 制作精良的优秀作
品，努力创造新时代汉剧艺术新的辉煌！

本报讯（记者 梁真鹏）纪念知识青
年上山下乡 55 周年暨安康知青艺术团
成立 19 周年知青艺术团纪念演出，日
前在安康宾馆精彩上演，演员们倾情表
演带着浓郁安康地方艺术元素的节目，
受到广大观众的热情欢迎。

鼓乐表演《安康欢迎您》、女声独唱
《大家一起来》、踢踏舞《郎在对门唱山
歌》、男声独唱《我和我的祖国》、柔力球
表演 《和祖国在一起》， 全体演员齐唱
《五星红旗》，特别是大筒子戏《闹花园》
更是让到场的朋友们大饱眼福，成员们
用丰富多彩的表演展现自己的追梦豪
情和感恩之心， 共同庆祝艺术团生日。
从 2004 年成立至今， 安康知青艺术团
已走过 19 年风雨， 这个公益性群众文

艺团体由安康原上山下乡的老知青及
其亲友后代自愿组成。 “我们知青一代
与共和国同岁， 虽然经历过坎坷与风
雨，但是收获的果实与精彩更多。 ”安康
知青艺术团团长刘曼玲一手创建艺术
团，她希望大家用歌声唱出对生活的希
望与追求，用舞蹈展现知青一代自强不
息的精神。

19 年间， 该团常年坚持下基层进
行文艺公益演出， 每年演出均在 62 场
以上，专场演出 41 场，其中两次赴慈幼
康复中心义演， 到敬老院等地义演 19
场，深入行政村专场演出 20 场，胜利完
成“戏曲进乡村·文化润民心”的演出任
务，用艺术之花传播安康文化，唱响中
国故事和幸福安康。

好 戏 连 台 荟 安 康
———2023年首届全国汉剧优秀剧目会演活动综述

记者 梁真鹏 通讯员 柳庆康

散文的门槛很低， 似乎人人可以
动手来写，但是写好散文实属不易。 初
学写作时，心浮气躁，半天就能写出一
篇散文或者文从字顺的小品文， 看一
遍，没有错别字，没有病句，意思表达
很清楚了，就草草定稿，急忙投稿。 一
段时间后，文章勉强发表，发现自己所
写的内容有问题欠考虑周全， 有诸多
败笔，亡羊补牢，犹未晚矣。

经过漫长的写作实践， 渐渐懂得
了好文章需要打磨的深刻道理， 犹如
木匠制作的木器活， 艺术家雕琢的工
艺品，庖丁解牛心中有牛，玩家盘好的
“玉核桃”， 写作是一个百炼成钢的过
程，不经打磨或者雕琢，难成上品和精
品。

回顾初学写作时反复打腹稿 ，其
实就是在反复修改润色， 状若母鸡下
蛋，新娘子翘首新郎官，坐卧不宁 ，魂
不守舍。 等待思路理顺，腹稿成形且符
合预期目标，就会连忙拧开电灯，或者
就着煤油灯，拧笔解帽，下笔如有神 ，
文思泉涌，如江水汩汩流泻一挥而就。
散文 《水泉坪风景》《再访水泉坪》《水
泉坪记事》《夜宿水泉坪》《千古风云话
蜀河》《蜀河古镇令人神往》《探寻蜀河
古镇》《南北兰滩 》， 这些饱蘸思想激
情、沾满泥土芬芳、腿管挂着露珠的急
就章，其实是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于
是披衣起床， 在煤油灯下写出的散文
作品。 这些作品不敢说有多么好，但文
字清新，思路开阔，当时发表在省市等
报刊媒体上，至今仍有人怀念，称赞是
我早期散文的代表作。

后来，我被组织上关怀和器重，调
入当时的旬阳县委宣传部、 旬阳报社
和县委通讯组， 主业是编稿和写新闻
通讯，写散文依然是副业与业余爱好。
如何做好业余爱好不废编采业务 ，我
坚持白天编写新闻作品， 晚上文学创
作，我手写我心，此二者相得益彰相映
成趣，我感觉到生活充实，劳累美丽 ，
工作幸福。

特别是后来走上所谓的领导岗
位，“传帮带” 的示范效应占据了我大
量的有效时间，但我依然乐此不疲，创
作的激情一如江水滔滔涌动。 我以一
两年一部散文集的速度追赶超越 ，先
后出版 《秦巴放歌》《太极城絮语》《留
住乡愁》《母亲的升子》 等 6 部散文 ，
2016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其中散文
集《留住乡愁》斩获 2016 年度首届“西
部丝路散文奖”， 散文集 《留住乡愁》
《母亲的升子》 被出版社多次加印，入
列陕西省农村图书必备书之一。

镌刻在童年记忆深处的老家那些
人情那些物什和记忆深处的亲情乡
愁，是我创作的富矿，是取之不竭用之
不尽的写作源泉。 写了又改， 改了又
写， 很多散文写得感人肺腑， 催人泪
下，尤其是散文作品“母亲系列”，感动
了无数人。 《怀念母亲》《母亲的升子》
《母亲的茶饭》《母亲的捶布石》《幸福
是碗姜汤面》，饱含真情，初心不改，情
有独钟，常写常新。 在读者心中产生共
鸣，多篇散文在网上的点击量逾百万。

所有写作者均会遭遇自己写作的
“瓶颈之期”， 也就是写作到一定程度
就会畏葸不前，难以突破自我，甚至倒
退或者退步。 安康一位老作家非常善
意地点评一名后起之秀：“你现在尚处
于把米做成饭的阶段， 真正的艺术创
作是要把米粒酿成米酒。 ”一句话提醒
梦中人，笔者本人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
静心思定，下决心从理论思想入手，重
新钻研文学理论知识，增强文化素养，
揣摩欣赏名作名篇， 长期沉浸在现当
代和新时代的文艺精品赏读中， 特别
是一些作家怎么成功修改自己文章的
心得体会。 众所周知，贾岛的“推敲”，
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 ”，曹雪芹
的“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终成不朽之
作《红楼梦》。 这些前辈的删改、推敲故
事， 对我的散文创作和修改润色启迪
颇大，以此为镜鉴，获益匪浅。

我出身农家，祖宗八代是村民。 但
我热爱村民、关注农村，情系乡亲 ，始
终愿为故乡竭尽所能写作和创作。 有
评论者称赞， 这些作品饱蘸着质朴可
贵的乡村情结和山野风韵， 彰显了独
特的艺术风格、人格魅力和文化良知。
但很多时候，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我所写的作品受自己的眼界、 格局和
境界的影响，总是不能尽如人意，甚至
不能“尽如己意”，愧对生我养我的脚

下这片热土。 常常陷
入创作的痛苦而不能
自拔， 有时简直恨铁
不成钢， 恨不得凿自
己的栗壳， 擂自己的
胸脯，我当然知晓，这
是前进中的暂时障
碍、困惑和迷茫，但我
始终相信， 写作无尽
期， 只要我能善待自
己， 认识到自己的不
足和短板， 不停地创
作与修改， 删繁就简
三秋树， 就一定能抵
达成功写作的彼岸。

我有意识地将拙
作通过现代的通讯方
式晾晒出来， 通过博
客与微信等方式供大
家和文友批评指正 。
敢于亮丑， 好学近乎
知，力行近乎仁，知耻
近乎勇， 文章不厌百
遍改， 反复推敲如有
神。拙作《绿水环绕旬
阳城》《又闻水笑声 》
《不语的表叔》《一位
作家与一座古镇 》等
篇章， 最终的定稿就
是吸收了很多编辑 、
文友和网友的指正 ，
我及时汲取了众多良
好的意见和建议 ，采
取了折中的办法 ，取
长补短精改修炼而成
的佳作。 这些作品相
继被 《人民日报》《光
明日报》《陕西日报 》
副刊刊登， 随后多次
入选高考中考模拟试
题。可以说，拙作的诸
多荣耀凝聚了众多读
者、 文友的心血和汗
水， 是他们成就了拙
作，拙作署名是我，其
实， 背后的英雄和老
师是读者文友， 他们
修改了文中很多的错
别字， 改正了标点符
号， 他们是我的真正
的老师和一字师。

拙作 《母亲的升
子》的初稿写成后。朋
友说文章的结尾还可
以斟酌。 我采纳了朋友的建议，认真思
考， 反复比较， 在结尾又加了一句话：
“更重要的是有母亲的精神和我们的家
风，她想让我将其好好保存下来，留给
自己，传给子孙。 ”这样一改，文章思想
境界高下立现，把母亲的优秀品质和弘
扬中华传统美德有机结合起来，上升到
了家风传承的层面，增强了文章的教育
意义和社会影响力。散文《不语的表叔》
初稿的结尾是这样的：“上天为他关上
了一扇门， 就一定会为他打开一扇窗。
虽然哑巴表叔的语言大门关闭了，但是
他的智慧天窗却开启了， 他聪明绝伦，
心灵手巧，善良勇敢，精湛技艺，都是那
样令人赞叹。”文友们觉得意犹未尽，我
反复思虑，终成结尾：“我如此怀念哑巴
表叔， 不仅仅是因为他曾经救过我的
命， 更重要的是我从他身上看到了质
朴、 纯粹， 以及人性中那些闪光的东
西。”将其加在文章最后一段的结尾，恰
到好处，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拙作
《又闻水笑声》的结尾，多次被教辅材料
和高中考模拟试题提问，结尾的深刻含
义：“夜深人静的时候， 水笑声哗哗入
耳，格外动听，那是飘荡在故乡大地上
的天籁之音，那是抚慰游子身心的欢乐
交响，我多么想每晚都静躺在老家的床
上，悄悄聆听这人生最美妙的乐章。 ”

好文章是长期积累酝酿写出来的，
好文章也是不断修改出新的，善作不如
善改。只有反复修改，反复推敲，才能修
改出精品， 才能修改出自己满意之作。
这是一个写作的过程，也是一个长期经
验积累的过程，希望有更多的文友与之
共勉，能从中汲取善于修改自己作文的
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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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知青艺术团
用乡音唱响追梦豪情

10 月 25 日， 武汉市汉剧院演出的新编历史剧 《夫人
城》。 剧中孙尚香由第 27 届梅花奖得主、陈伯华先生的第
五代传人王荔扮演。 吴定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