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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文化街宁夏话剧团的小剧场。“夕阳

沿着贺兰山洒下无限金光，印照着山脚绿油油的

葡萄园，蔓延到喊水村村民脚下，村民们昂首望

向这幅画卷……”这是话剧《闽宁镇移民之歌》排

演现场。演了 700 多场，但每演到这一幕，观众

都是掌声如雷。

春节临近，“文化大篷车”又将启程。出发

前，为了让这部受到观众追捧的戏更有看头，话

剧团还在细细打磨。坐在台下的宁夏话剧团原

团长王志洪翻开笔记本，上面写满了观众对这部

戏的评价和建议。

39 年来，送戏下乡的“文化大篷车”行驶百

万公里，流动演出 2 万余场次，观众达 2000 万人

次，足迹遍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区各村镇乃至周

边省区。

“前些年条件艰苦，演出人员往
往分散住在老乡家中过夜，村民们
宁可自己睡在厨房的炕上，也要让
演员们在堂屋里住得舒服”

看到村民爬上树杈、球架看演出，宁夏话剧

团时任团长王志洪心里总是不踏实。上世纪 80
年代初，剧团条件简陋，只有一辆解放卡车，平时

又拉道具又拉人。团里决定，把舞台也搬到这辆

车上，探索室外演出路径，到乡村找观众。

1984 年，第一辆“文化大篷车”驶向了黄土

高原的山川梁峁。让团员们没想到的是，仅仅过

了半年，消息就从西北的田间地头传向四方。中

央相关部门专门派人来考察“文化大篷车”的演

出效果，杭州的一家企业专门前来学习大篷车的

改装方法。就这样，“文化大篷车”火了起来，演

出团体也从最初的宁夏话剧团发展到秦腔剧院、

京剧院、歌舞剧院等多个单位。

“ 越 是 基 层 偏 远 的 地 方 ，越 要 有 我 们 的 足

迹。”每当讲起“文化大篷车”送戏下乡的点点滴

滴，宁夏秦腔剧院院长侯艳的眼中总是闪着光：

“前些年条件艰苦，演出人员往往分散住在老乡

家中过夜，村民们宁可自己睡在厨房的炕上，也

要让演员们在堂屋里住得舒服。”

有一次在固原市西吉县红耀乡，侯艳住宿的

人家有个喜爱戏剧的小儿子在县城读书，当得知

“文化大篷车”来家门口演戏，骑了两个多小时的

自行车专门赶回家看戏，第二天凌晨 4 点多又骑

车回学校。剧团演了 7天，他就这样跑了 7天。

还有一次，侯艳在吴忠市红寺堡区杨柳村演

出时碰到一位叫傅桂花的老奶奶。老奶奶听说

村上来了大篷车，由于走路慢，还没赶到就散场

了。已经在返程途中的侯艳当即决定，到傅奶奶

家中专门为她演唱。进门后，侯艳发现傅奶奶家

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第二天离开时，她偷偷跑到

县城买了两只羊送到傅奶奶家。

“待到第二年再去，奶奶家的羊已经变成了

7 只。”侯艳兴奋地说，“后来，我眼看着奶奶家

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没有比这更令人欣慰的

事了。”

2013 年，宁夏话剧团“文化大篷车”的主创

人员先后 8 次深入西海固和闽宁镇，与百姓同吃

同住同劳动，听移民讲搬迁遇到的困难、经历的

痛苦以及过上好日子后的激动和幸福，历时 3 年

创排了话剧《闽宁镇移民之歌》。村民们看过戏

后激动地说：“这跟庄子里的事一样一样的，每个

人都能对上号，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闽宁镇移民之歌》在宁夏各地都受到热烈

欢迎。一次在灵武市演出，一位观众跟着“文化

大篷车”接连跑了两个社区“追戏”，仍不过瘾，拉

着演员坐上了自己的电动车，一边聊天，一边前

往下个演出点。

2022 年夏天，“文化大篷车”在海原县九彩

乡演这部戏。演出回程路上遭遇强降雨，车子陷

入泥淖当中，恰巧遇上往来的村民，只见那位村

民说了句“等一下”后，就飞奔回村。不一会儿，

十几个精壮的汉子和一辆大型农机车辆向大篷

车疾驶而来……

“和时代人物、亲身见闻相结
合，演员演的时候感觉亲切，观众看
了也没有距离感，所以反响就好”

讲述工会干部帮助农民工维权的话剧《工会

主席》在银川市永宁县演出，村民们口口称道。

演出刚结束，演员正在大篷车上忙着收道具，突

然有些观众拥到车边，拉着主演夏庄炜的手说：

“您一定要帮我们也把工钱讨回来啊！”原来，大

家是把戏当真了。由于这出戏在排演过程中，演

员和当地工会干部有过接触，当即就帮前来维权

的农民工对接，最终促成了他们的顺利维权。

在同心县罗山演出时，演出结束已至中午，

大篷车正准备离开，忽然来了 120 多个扛着板凳

的小学生。王志洪问：“你们怎么才来啊？”“俺家

到乡上不通车，俺们早晨 6 点多就出发了，走了 5
个多小时山路才过来的。”看着孩子们穿着单薄

的衣服，一个个小脸蛋冻得通红，演员们感动不

已。尽管已是精疲力尽，但他们依然把舞台重新

搭起来，专门为孩子们加演一场《金色的鱼钩》。

秦腔是宁夏山川群众基础最为深厚的艺术

形式，宁夏秦腔剧院的“文化大篷车”无论走到哪

儿，都深受欢迎。但侯艳并不满足于仅仅演出传

统剧目，还在不断根据身边的典型人物和故事创

排新剧。58 岁的李耀梅是吴忠市红寺堡区龙源

村的农民，人生坎坷。为了还清家中债务，李耀

梅用 3 年时间扎了 2 万把扫帚，并且带动了乡亲

共同富裕，是当地人交口称赞的“攒劲妈妈”。她

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侯艳。为了找到情感共鸣，侯

艳多次来到李耀梅家，把她真实的生活细节融入

创作。《攒劲女人》剧本很快成型，如今已进入排

练。“好故事要演好！”侯艳很有信心。

与秦腔“文化大篷车”的境遇不同，京剧艺术

最初下乡的那几年步履维艰。“有次演出，我们京

剧演员一上台，观众就开始散了。后来团里有个

年轻人会唱秦腔，唱了一嗓子，大家才回来。”宁

夏京剧院院长刘京说：“我们是全国知名的京剧

‘老四团’，老一辈艺术家留下来的瑰宝需要我们

这代人更好传承下去。传统京剧不能丢，但也不

能一味‘吃老本儿’，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在下基

层过程中找灵感。”

演出之余，刘京和村民们唠家常，从他们口

中了解到了宁夏盐池县治沙劳模白春兰的事迹，

经过多次深入采访，丰富了创作细节。“黄沙堵住

了我家的门，几时时才能望见春”“人只要一直向

上杵着，沙子就别想把你埋下”“沙坨坨里绿色

染，花儿漫透了一碗泉”……现代京剧《花漫一碗

泉》一经推出，便深受观众喜爱。“和时代人物、亲

身见闻相结合，演员演的时候感觉亲切，观众看

了也没有距离感，所以反响就好。”刘京说。

“唱的比我们说的好，也比我们
说的管用。‘文化大篷车’一来，就唱
到人心里去了”

“看路边马莲丛丛把头低，望山上胡杨焦稍

叶儿稀。白白的云彩都到哪里去，蓝蓝的天空

罩得人昏迷。”看着宁夏原创秦腔现代剧《花儿

声声》的演出，一位观众激动地说：“‘花儿’用秦

腔唱出来，美得很！”

宁夏“文化大篷车”下基层活动，推动宁夏

秦腔剧院创作出一批接地气、极具特色和影响

力的秦腔现代剧作品。尤其是《王贵与李香香》

《花儿声声》等组成的“宁夏秦腔三部曲”，成为

近年来宁夏文艺创作繁荣的缩影。

秦腔传统讽刺喜剧《墙头记》讲述了兄弟二

人不愿赡养父亲，后来又因贪财遭到惩罚的故

事。下乡演出时，驻村干部小王也挤在观众群

中观看，感慨地说：“唱的比我们说的好，也比我

们说的管用。‘文化大篷车’一来，就唱到人心里

去了。”侯艳也很感慨：“以前演《墙头记》时，经

常看到老人在台下抹眼泪。如今，大家生活都

好了，老人也有安稳的晚年，老人们看戏抹眼泪

的场景不见了。”

“文化大篷车”一路走，一路播种文化的种子。

袁红玉是宁夏京剧院的一名青年演员。12
岁那年，她第一次看到大篷车在家乡西吉县演

出。当时的她还不懂得什么是京剧，但已经被深

深吸引。

“那会儿只知道戏里讲了‘水浒’的故事，看

到台上扈三娘的飒爽英姿，觉得那可真神气。”后

来，袁红玉只要知道大篷车在周边村镇有演出

了，就骑着自行车翻山越岭，一场不落地跑去看，

平日里也在家中有模有样地学动作。功夫不负

有心人，她等来了京剧院下乡招学员的好消息。

如今，袁红玉已经成为剧院的武旦演员，还将经

典剧目《扈家庄》中的“扈三娘”形象带回了家乡。

“每次回家乡演出，爸妈恨不得把十里八村的亲

戚朋友全拉到台下，那得意劲儿可别提了。”她说。

与袁红玉同一批接受培训的演员有 40 多

名，全都是当年大篷车走乡串户撒下的种子，如

今都开了花，成为“文化大篷车”的中坚力量。

82 岁的王志洪退休了也没停下笔，至今已

经写了 70 多万字剧本。每次演出，王志洪都要

坐在观众中观察大家的反响，向大家请教哪里不

符合实际生活，哪里与当地的方言不一致，一丝

不苟。“看见酷暑里、寒风中，村民们一站几个小

时，痴迷地观看演出，我们又怎能不好好写、好好

演？”王志洪说。

“文化大篷车”的戏是从黄河岸边的泥土里

“长出来”的。大篷车满载着这样的戏，一次次走

进百姓的心坎里。

““文化大篷车文化大篷车””行行驶驶在在黄黄土高原上土高原上
李增辉李增辉 刘刘 峰峰

近 日 ，音 乐 唱 片

《三 星 堆·神 鸟》以

“ 数 字 黑 胶 + 实 体 黑

胶”的全新形式制作

发行，在网络平台推

出 后 受 到 大 众 关

注 。 作 品 将 三 星 堆

文化与民族音乐、电

子 音 乐 等 多 元 艺 术

表达形式结合 起 来 ，

实 现 了 传 统 演 奏 与

现 代 科 技 的 交 互 融

合 ，将 三 星 堆 文 物

“ 神 鸟 ”作 为 旋 律 的

创作动机，进行丰富

的编排组合，让当代

观 众 尤 其 是 年 轻 观

众 在 感 受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魅 力 的 同

时 爱上民族音乐。

近 年 来 ，不 断 创

新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当 代 表 达 ，成

为 文 艺 创 作 的 新 风

尚 。 从 流 行 的 各 类

文 创 产 品 到“ 戏 曲

进 校 园 ”“ 非 遗 进 课

堂 ”等 活 动 ，从 以

《千 里 江 山 图》为 创

意 起 点 的 舞 剧《 只

此 青 绿 》到 以 唐 俑

为 灵 感 创 作 的 节 目

《唐 宫 夜 宴》，从 文

创 热 、汉 服 热 到 传

统 生 活 美 学 的 讨 论

…… 可 以 说 ，对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创 造 性 转 化 、创 新

性 发 展 ，是 多 方 位 、

多 层 次 的 。 这 些 成

果 正 在 滋 养 着 当 代

文 艺 创 作 。

如 今 ，传 统 文 化

的 营 养 日 益 构 成 当

代 文 化 的 底 蕴 ，存

在 于 我 们 的 日 常 生

活 ，潜 移 默 化 地 影

响 着 我 们 的 言 谈 举

止 、行 为 规 范 、社 交

礼 仪 等 。 当 然 ，也

包 括 当 下 的 文 艺 创

作 和 文 化 生 产 。 基

于 此 ，新 时 代 的 文

艺 创 作 ，更 要 善 于

发 掘 中 华 文 化 资 源 ，立 足 时 代 语 境 和 文 化 发

展 新 的 历 史 方 位 ，深 入 挖 掘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的思想内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

创 造 力 和 中 华 文 化 价 值 融 合 起 来 ，把 中 华 美

学 精 神 和 当 代 审 美 追 求 结 合 起 来 ，激 活 中 华

文化生命力。

发 掘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资 源 ，推 动 创 造

性 转 化 、创 新 性 发 展 ，离 不 开 创 意 和 技 术 的

融 入 。 因 而 ，以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滋 养 当 代 艺 术

创 作 ，不 是 对 古 典 艺 术 简 单 的 复 制 和 模 仿 ，

而 是 融 入 当 代 文 化 视 野 和 审 美 理 念 的 一 种

艺 术 创 造 ，其 形 态 和 意 蕴 既 是 古 典 的 又 是 时

尚 的 ，彰 显 的 是 当 代 人 的 艺 术 想 象 力 和 审 美

表 达 力 。 比 如 ，借 助 良 好 的 创 意 和 数 字 化 技

术 支 撑 ，中 央 广 播 电 视 总 台 的 戏 曲 研 学 创 演

节 目《拿 手 好 戏》，以 沉 浸 式 体 验 为 主 ，设 计

闯 关 谜 题 ，锤 炼 学 员 们 的 唱 念 做 打 与 手 眼 身

法 功 夫 ，开 播 以 来 受 到 观 众 好 评 。 这 个 节 目

正 是 通 过 发 掘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资 源 的 当

代 价 值 ，通 过 唯 美 的 视 效 ，展 现 传 统 戏 曲 的

隽 永 魅 力 。 沉 浸 式 体 验 、影 视 化 呈 现 、时 尚

化 表 达 ，使 大 众 对 戏 曲 有 了 深 刻 的 认 知 和 真

切的感悟。引发观众感慨“美哉”的，是历史

情 怀 ，是 中 华 传 统 美 德 与 价 值 观 念 ，是 中 国

人的文化基因密码。

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知易行难，是

一条考验认知、考验审美、考验技术的路。这

条 路 只 要 走 通 畅 ，一 定 会 对 中 国 当 代 艺 术 发

展大有裨益。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和审美

意 蕴 的 中 国 当 代 艺 术 ，让 受 众 更 生 动 地 感 知

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同时，有助于加

快 构 建 中 国 话 语 和 中 国 叙 事 体 系 ，彰 显 中 华

美学风范。

（作者为山东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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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
多方位、多层次的。优秀传统
文化的创新表达，知易行难，
是一条考验认知、考验审美、
考验技术的路。这条路只要
走通畅，一定会对中国当代艺
术发展大有裨益

三十九载送戏下乡，奔驰不息的生命力从

何而来？流动演出 2 万余场次，行程百万公里，

“文化大篷车”基层演出的坚实足迹，描摹出一

条充满活力的文艺生命线。它让我们真切地体

会到，蕴藏于社会的文化活力如此巨大，潜流于

阡陌乡村的文化脉动何其强劲。

多年来，“文化大篷车”的演出队伍一茬儿接

着一茬儿干，演出的准则始终没变：在农村采风，

在农村演出，请农民“审稿”，演出时间、地点由观

众定。盛夏把阴凉处留给观众，严冬将太阳地

让给观众。在他们看来，如果能被观众评价为

“这是我们农民自己的剧团”，便是最高褒奖。

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成为“文化大篷车”源源不断的创作动力。他

们走进生活深处，走到乡野山间，细细端详，看

到的不仅是细节真实的故事，还有真挚炽热的

感情。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农民工外出务工、

农业机械化生产……这些发生在平凡山川中

不断更新的鲜活故事，入了戏，成了曲，好似刚

刚从生活的池塘中捞出的鱼、采出的菱、刨出

的藕一般，水灵灵、活生生。在一次次深入基

层的跋涉中，他们读草木流水，读风物人事，读

到 一 个 时 代 的 信 息 ，再 通 过 对 这 些 信 息 的 消

化、吸收、吐纳，将更加生动的文艺作品奉献给

更多观众。

“ 文 化 大 篷 车 ”行 驶 在 路 上 。 艺 术 的 根 ，

深深地扎在黄土高原上。

坚持 39 年，
动力从何而来

王 瑨

1984年，第一辆“文化大篷车”
驶向了黄土高原的山川梁峁。仅
仅过了半年，消息就从西北的田间
地头传向四方。“文化大篷车”火了
起来，演出团体也从最初的宁夏话
剧团发展到秦腔剧院、京剧院、歌舞
剧院等多个单位。

宁夏话剧团“文化大篷车”的
主创人员先后 8 次深入西海固和
闽宁镇，与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
历时 3年创排了话剧《闽宁镇移民
之歌》。“文化大篷车”的戏是从黄
河岸边的泥土里“长出来”的。大
篷车满载着这样的戏，一次次走
进百姓的心坎里。

19841984 年年，，宁夏话剧团创作宁夏话剧团创作

第一部农村题材话剧第一部农村题材话剧《《这样的这样的

庄稼汉庄稼汉》。》。图为图为““文化大篷车文化大篷车””

当年下乡演出的情景当年下乡演出的情景。。

图片均由图片均由刘峰刘峰提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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