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
审核 张德迎 责编 吴苏 邮箱 1030738808@qq.com 热线电话 0915—3311918

总第301期 2023 年 12 月 20 日秦巴文旅

戏腔悦耳，余音绕梁。每日一大早，在汉调二黄研
究院的排练室，演员们便会齐刷刷来到这里，唱念做
打、水袖飞舞，婉转的戏腔似有穿透空间的力量，汉剧
演员们此起彼伏的吟唱声在耳畔回响，给人带来心灵
的慰藉。

从最初的安康汉剧团到如今的汉调二黄研究院，
从最初民间艺人的自娱自乐到如今专业化的演绎队
伍，有着“京剧祖山”之称的汉调二黄，发端于梨园法
曲，融合皮黄腔调，从明清至如今，汉调二黄跨越历史
的尘烟，走过时间的长河，在安康儿女的风骨柔情中
被孕育成一张亮眼的“非遗名片”，秦音楚韵就这样在
这片古老的大地上不断得到传承发扬， 像火种燎原，
任气韵绵长、 抒情曲意在汉水之畔不断赓续绵延，焕
发新的生机与荣光。

守正创新，文艺繁花结硕果

回顾汉调二黄的发展史， 其吸纳山歌、 民歌、小
调，融合昆区、吹腔、高拔子的独特韵律集百家之所
长，自安康汉调二黄研究院成立后，数千本传承下来
的汉调二黄曲目经过今人的重新演绎，给人耳目一新
之感，汉调二黄创新发展的步子迈得更大。 历数安康
汉调二黄研究院近年来所获得的殊荣，《板桥轶事》参
加了第一届陕西省艺术节获演出铜奖；《马大怪传奇》
参演第二届陕西省艺术节获演出金奖，第二届中国戏
剧节获优秀演出奖；《枇杷村里镇长哥》参演第三届陕
西省艺术节获优秀剧目奖；《赵成卖身》参演第四届陕
西省艺术节获优秀剧目奖；《大破天门阵》参演第六届
陕西省艺术节获优秀剧目奖；《莲花碑》《五女拜寿》参
演第七届陕西省艺术节获得优秀剧目奖、 优秀演出
奖；《莲花碑》参演第十四届中国戏剧节、第十一届中
国艺术节获优秀剧目展演奖。

年轮斗转星移，安康汉调二黄研究院未曾因过去
的荣誉而止步，依靠传承创新，每年都会排演老戏本，
创作新曲目，脍炙人口的本戏、折子戏等戏曲类目不
断刷新着安康人的必看榜单。 特别是今年，由安康汉
调二黄研究院原创的大型戏曲舞台剧《激战牛蹄岭》，
首场演出便赢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瞩目和声声赞誉。
这部历时两年精心打磨创作的剧目，是安康首次运用
声光电、 烟幕、 气弹等特效展现的舞台剧， 不仅是
2022 年度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扶持项目， 同时也参
评了第十届陕西省艺术节 “文华奖”， 获得优秀舞美
奖。 剧中角色设计保留了汉剧打戏的精彩，还融入了
现代科技的创新，效果震撼，让人眼前一亮。 同时，该
剧大胆尝试，保持高水准原创词曲，将安康汉调二黄
唱腔、配乐与现代音乐、朗诵 、手风琴等元素完美融
合，营造了战地上革命先辈的血色浪漫。

自 8 月底正式与观众会面后，《激战牛蹄岭》便开
启了接连汇演之路，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的“五进”
宣传让全年龄层的群体都能感受到这部大型红色革
命历史题材汉调二黄大戏的魅力，感人的故事、精彩
的表演， 传统汉调二黄和现代艺术相结合的演出，似

是带领观众再次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真切体
会到革命先烈们经历的苦难岁月，以及为了革命胜利
承受的生离死别。

在弘扬传承汉调二黄的路上，安康汉调二黄研究
院从未停下前行的步伐，一场场惠民演出活动，一次
次向观众的传播靠近，无疑是将汉调二黄这项非遗文
化以生动形态加以诠释，有效促进了传统文化的弘扬
和戏剧艺术的繁荣发展。

服务群众，文化盛宴润民心

在安康汉调二黄研究院，全院上下始终秉持“弘
扬传统文化，坚持守正创新”的工作理念。 一出出好
戏、一个个细节……演职人员以“台上一分钟，台下十
年功”的信念严于律己、勤学苦练，不断提升演绎水
平，为汉调二黄的发扬光大贡献青春与汗水。

安康汉调二黄研究院深知， 文化的核心是活力，
只有促进人民共赏，才能保障人民共享。 为此，从今年
年初以来， 层出不穷的演出活动便接二连三地开展。
春节期间，汉滨区第二十五届春节优秀民间文艺展演
暨第十五届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等系列文化活动在中
心城区金州广场精彩上演， 此次系列文化活动中，由
安康汉调二黄研究院出演的戏曲舞蹈《粉墨春秋》、独
唱《喜事登门》、舞蹈《汉滨茶飘香》、小品《社区故事》、
八岔戏、舞蹈《勇立潮头》以及汉调二黄唱段等节目于
正月十五当天精彩亮相， 一江两岸响起的戏曲声调，
切实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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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世界非遗”）研讨会
在梅州召开。 研讨会上，五省汉剧院团代表发言交流，
为汉剧申报“世界非遗”建言献策，并达成工作共识
（梅州共识），将以“中国汉剧”为申报名称，广东汉剧
传承研究院作为发起单位，五省（湖北、福建、湖南、陕
西、广东）汉剧代表性院团为申报主体，以湖北省武汉
汉剧院为牵头单位，合力开展相关申报工作。

“五一”期间，汉滨区集中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旅游
推介活动，安康汉调二黄研究院响应号召，线上线下
同向发力， 精心策划推出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演出，在
吾悦广场、西城阁、汉城国际商业步行街、东关美食街
等地轮番上演，有效提升了汉调二黄的影响力和美誉
度。

6 月 23 日至 24 日晚，西城坊内以“毛玩‘萌’想成
真 端午幸福安康”为主题的第 23 届中国安康汉江龙
舟节“一江两岸”文化惠民系列演出精彩上演。 由汉调
二黄研究院承担的汉调二黄行进表演让游客们零距
离感受到了国家级非遗文化的魅力。 活动现场，《茉莉
花》《赛马》《春临汉水》等乐曲轮番上演，耳熟能详的
曲目让观众们掌声不断，传统戏曲中演员们展示的唱
念做打翻、舞蹈、水袖等精彩绝活令观众连连赞叹称
奇，除此之外，还为游客们近距离展示了戏曲服饰和
非遗饰品，沉浸式的文化盛宴，让游客切实感受到了

戏曲艺术带来的魅力，让传统文化以更新颖、更亲民
的形象植入人心。

在江畔、在广场、在乡村、在社区、在校园、在景点
……演员们的身影从未缺席，汉调二黄的魅力不断得
到释放。 “坚守人民立场，演绎时代大戏”的舞台上，汉
调二黄的传承因子以生生不息的形态，在这片沃土上
开出满枝繁花，结出丰盈硕果。

赓续文脉，非遗名片焕新彩

紧跟时代、紧贴人民，服务大局、开拓创新。 围绕
汉剧发展、文旅融合、乡村振兴、文化交流、招商引资
等重点工作，今年以来，安康汉调二黄研究院充分发
挥文艺单位的职能效用，先后多次跟随市、区相关部
门赴省内外开展招商引资、旅游推介演出活动，全年
各类演出达到 120 余场次。

同时加大精品剧目的创排工作，大型红色革命历
史题材汉调二黄剧目《激战牛蹄岭》顺利入选第十届
陕西省艺术节参评剧目，获得文华优秀舞美奖，到年
底完成项目规定演出场次并结项验收。 完成新创作汉
调二黄歌舞《盛世中华》《今夕何夕》《汉江上传唱着汉
调二黄》《魅力安康》的创作排演，并在 2023 年安康春
晚、安康龙舟节开幕式及夜场晚会上演。 复排汉调二
黄传统戏《法门寺》已完成内部彩排；复排八岔折子戏
《兰桥担水》《陈姑赶潘》并已上演。 完成濒危剧种演出
60 场次，已结项验收。 完成戏曲进乡村演出 13 场次；
完成五一、 端午期间文旅惠民演出和夜间巡游任务；
戏曲进校园在江北小学、恒大小学、滨江小学、红星小
学共计开展 120 课时。

4 月代表汉滨区委、 区政府赴西安市雁塔区参加
春来早春茶开园推介活动；代表瀛湖镇、流水镇、双龙
镇在西安开展为期一周的推介活动。 6 月 2 日赴江苏
省常州市武进区开展文化交流活动、6 月 6 日赴浙江
省金华市参加李渔戏剧节汇演活动。 9 月 4 日赴江苏
省常州市和西安市参加旅游推介活动。 复排汉调二黄
传统剧目《龙凤呈祥》完成五省汇演启动仪式演出任
务， 并配合协助兄弟院团赴安康演出的各项业务工
作。 以汉滨区茶文化创作的汉调二黄舞台剧《茶为媒》
剧本一稿已经创作完成。 汉调二黄舞台剧《陕南抗日
第一军》入选陕西省舞台艺术重点选题目录。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按照下一步
的规划，安康汉调二黄研究院将持续推动（汉剧）汉调
二黄申报世界非遗工作， 加强汉调二黄传统戏的传
承，甄选经典剧目复排，并搬上舞台，积极配合跟进汉
调二黄立法工作顺利实施，做好“戏曲进乡村”“濒危
剧种”项目的申报，完成汉调二黄现代戏《茶为媒》的
创作、排演工作。 秉持“弘扬传统文化、坚持守正创新”
精神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化作品，让更多的观众了解
汉调二黄，热爱汉调二黄，把安康地方文化瑰宝传承
好、保护好、发展好，以坚实的文化供给，坚定安康地
方文化自信。

12 月 16 日， 汉滨区新城街道九里村举行第一届
柑橘采摘节暨消费帮扶助农公益活动。 市农业农村局
和汉滨区委相关领导出席活动。

本次活动以“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为
主题，通过区域产品推介展销和文艺汇演活动，整合
资源、营造氛围，调动社会各界投身乡村振兴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活动在精彩的开场舞中拉开帷幕。 柑橘产品推介
中，果农们将他们种植的柑橘进行现场展示，讲解不
同品种柑橘的特点、优势及挑选、保存方法。 在场专家
评委根据柑橘的外观、 口感和果味等方面进行评分，
选出优秀的柑橘品种和“柑王”，并进行现场拍卖。 拍
卖活动结束后，汉滨区新城街道党工委书记刘长平和
爱心人士陈江一同来到汪富焕家，看望慰问汪富焕老
人并购买柑橘。 据悉，今年 76 岁的汪富焕老人，老伴
因病住院，两个儿子也于多年前相继去世，孙子也不
在老人身边，出现柑橘销路难。

活动现场，该村柑农将自己种植的柑橘、柚子等
农产品进行售卖，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品尝、购买。

据了解，九里村是汉滨区山林经济大村，一年三

季有花，四季有果，柑橘产业已成为九里村的主导产
业。 预计今年柑橘总产量 100 余万斤，目前已销售 60
万斤，还有 40 余万斤等待销售，每斤 3.5 元左右。 “九
里村柑橘产业发展历史悠久， 土壤非常适合柑橘生
长，果实味美汁多。 近年来，经过品种改良，现有柑橘
园 680 余亩，均进入盛果期。 本次活动的开展，将进一
步提升乡村游的吸引力， 增强消费者的生态游体验，
提升九里村柑橘品牌知名度，增加农民收入。 ” 汉滨
区新城街道武装部长唐盟说。

戏 韵 流 芳 传 佳 音
———安康汉调二黄研究院高质量发展工作综述

记者 吴苏 通讯员 袁小龙 胡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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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战牛蹄岭》汇演

“五一”期间开展演出活动

李渔戏剧节汇演活动《三哭殿》

“柑王”义拍颁奖

文艺节目展演 驻村干部为九里湾柑橘代言

新媒体人现场直播

柑农介绍柑橘特色，评委打分 柑橘展销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