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亲们，请问有谁知道，咱们老河口有

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

“ 我 知 道 ！ 台 上 刚 刚 表 演 的 湖 北 越 调

就是！”

春节期间，湖北省襄阳市老河口市袁冲

乡夏诗荷雨村的广场上，“袁冲乡民间文艺展

演”吸引了十里八乡的乡亲们，300 把椅子都

不够坐，山坡上、走道里站满了人。舞台上，

白胡子老生甩起了帽翅，漂亮的旦角把水袖

舞得眼花缭乱，帅气的武生随着锣鼓腾挪跳

跃，惹得观众掌声不断。

这是老河口市湖北越调仙人花鼓戏艺术

保护传承中心带来的节目“名剧串烧”。刚一

结束，主持人便开始了“有奖竞答”环节，奖品

是年画、春联，观众热情举手，一下子带来了

浓浓的“年味儿”。

“我们剧团一年有 160 多场惠民演出，开

展近百场进校园活动。有戏演，有舞台，是演

员们最高兴的事儿！”团长王新民说。

老河口市湖北越调仙人花鼓戏艺术保护

传承中心的前身是老河口市豫剧团。老河口

毗邻河南，人们爱听豫剧，演员们经常用板车

拖着行头乐器下乡演出，深受乡亲喜爱，因此

被原文化部授予“板车剧团”荣誉称号。

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戏
曲才有生命力

一出小戏救活一个剧团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剧团改制，加上

娱 乐 方 式 的 多 元 化 ，剧 团 一 度 陷 入 生 存 危

机。直到 2014 年，一出小戏的成功，奇迹般

地改变了剧团的命运。

“现在我宣布，荣获优秀奖的是……”

“荣获三等奖的是……”

“荣获二等奖的是……”

主持人每宣布一次，全团演员就紧张一

次，随即又失望一次。当听到二等奖获奖者

还 不 是 自 己 时 ，剧 团 一 名 年 轻 演 员 忍 不 住

“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这下子肯定啥奖也得

不上了。”大家心里都一样慌，但还是小声劝

说：“快别哭了，好多人都看着我们呢！”这时，

忽然听到舞台上主持人大声宣布：“一等奖获

得者，老河口市豫剧团《看孙孙》！”大伙愣神

半秒，终于反应过来了，这下子不止一个人哭

了，大家都哭着笑着拥抱在一起。

回想起多年前的这一幕，王新民眼里泛

起了泪花。

剧团排这出戏太不易了。 2014 年，《看

孙孙》荣获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优秀

剧目一等奖和表演一等奖。这是时隔 20 多

年后，剧团排出的第一部新戏。临危受命的

王新民想，一定要排一出戏，把人心拢起来。

没剧本，到处求；没经费，自己凑；没编曲，自

己上。剧排好了，但是，“看着其他剧团漂亮

的服装、华丽的舞台，心里越来越不自信，想

着《看孙孙》最多能拿个优秀奖，没想到能拿

一等奖！”王新民激动地说。

戏曲贴近生活才有生命力。这次获奖给

了王新民深刻的启发。《看孙孙》是一出现代

生活剧，讲的是一对夫妻给孩子过“百日”，城

里姥姥和乡下奶奶一起来“看孙孙”的故事。

有钱的姥姥送来大红包，受到热情接待，乡下

奶奶给出自己辛苦积攒的 500 元却被奚落羞

辱。贴近生活的场景，激烈的戏剧冲突引起

了观众强烈共鸣。参加展演时，短短 25 分钟

的小戏，观众鼓掌 11 次。

斩获大奖后，《看孙孙》回到襄阳，屡演不

衰，场场爆满。剧团也获得了重视和支持，排

新戏再也不愁经费了。特别是“文化

惠民”等项目，优先安排给剧团，

让 剧 团 几 乎 天 天 有 演 出 ，剧

团活了。

原 来 ，一 出 好 剧 能 救

活一个剧团！从此之后，

剧团每年都抓住社会热

点 ，排 演 现 代 新 剧 。

2020 年，剧团根据老河

口市 16 名水电工大年

夜辞别家人援建武汉

雷神山医院的真实故

事 创 作 新 剧《生 死 一

票》，作品催人泪下，

感人至深。随后，剧

团又创作新剧《良知

作证》，讲述了一位

出租车司机误伤

人 后 ，在 事 故 原

因不明的情况下，

不 顾 亲 友 反 对 ，主 动

到公安机关投案的故事，

体现出良知和担当。2022 年，《良知作证》荣

获湖北省第十一届屈原文艺奖。

“我从小就爱听戏，这些年，剧团既演传

统折子戏，又排演了很多新戏，老戏新戏我都

爱看，新戏还挺让人受教育呢！”家住剧团附

近的老戏迷余国英说。

让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传承下去

古老越调重返舞台

说起豫剧，大家都知道。越调是啥，许多

人都不清楚，老河口豫剧团为啥改唱湖北越

调呢？

“湖北越调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

们不传承，就怕要失传了。”王新民说。湖北

越调俗称大越调，约在清乾隆年间形成于鄂

豫边界，既保留了古老“秦腔”的风格，又融合

了本地的“襄阳腔”，主要流行于襄阳谷城、老

河口一带，但后来会唱的人越来越少。2014
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2016 年，老河口市豫剧团改名老河口

市湖北越调仙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

扛起了振兴湖北越调的大旗。

“ 我 的 老 家 马 家 岗 是 湖 北 越 调 的 发 源

地。我从 8 岁就开始唱越调。上世纪 50 年

代，我们马家岗的越调剧团也很红火，后来

慢慢沉寂了下来。真没想到 2016 年，老河

口这个剧团专程到我老家寻访老艺人，学习

越调唱腔、配乐，让越调重返舞台！”老河口

市仙人渡镇马家岗村年过七旬的越调戏迷

黄居光说。

传承的是精华、是经典。春节前，剧团

给乡亲们带来的《徐策跑城》《活捉三郎》《伐

子都》等剧，都是传统戏曲中的经典折子戏，

改编为湖北越调后，不仅有了新的唱腔，还

融入了越调特有的艺术表现方式，演起来更

加热闹、好看。2021 年，青年演员刘利敏获

得第十三届湖北戏剧牡丹花奖。刘利敏说：

“我本来学的是豫剧，当初剧团让我们学越

调，我还觉得有点难，虽然不同剧种之间表

情、身法、动作等基本功有相通之处，但越调

的唱腔、念白、发声部位等还是和豫剧有很

大差别。不过现在看来，还是值得的。有自

己的特色，才能出彩。”

活态传承也离不开创新。2017 年，在编

创几部越调小戏的基础上，剧团第一部原创

越调大型现代戏《曾真的故事》隆重推出，并

大获成功。主人公曾真在丈夫见义勇为牺

牲后，面对中风的公公、失明的婆婆，面对去

与留的激烈思想冲突，最终选择将公婆照顾

妥当才考虑个人未来。这也是越调第一次

尝试现代戏。此后，取材于现实的湖北越调

新剧《大爱无声》《生死一票》《良知作证》等

接连登台，通过每周一次的惠民演出、优秀

剧目巡回展演，吸引了无数观众。湖北越调

的路也越走越宽。

现在，剧团从主攻豫剧转向振兴湖北越

调这个古老剧种。调子虽老，剧却出新。剧

团几乎年年排新戏，年年获大奖。剧作面向

生活，与观众更加贴近。演员走向乡村，与观

众零距离。年轻演员们还开起了直播，让湖

北越调受到更多年轻人的关注和喜爱。

演员平均年龄 23 岁，最小
的才 16 岁

青年演员担纲主角

“三千年古城墙放飞梦想，巨龙起彩虹跨

春涌汉江。都市圈大发展蒸蒸日上，山河绿

美画卷还数襄阳。风云会隆中对智慧点亮，

齐踔厉共奋发再创辉煌！”旦角舒广袖，武生

翻筋斗，万花丛中，帅气小生开嗓一唱，唱出

了新年新气象。春节前夕，剧团里所有演员

你方唱罢我登场，忙着排练各种节目。今年

越调团不仅参演了老河口市和襄阳市的春

晚，还给湖北卫视春晚录制了节目，大家都忙

得不亦乐乎。但舞台上一个个年轻的脸庞

上，全都弥漫着盈盈笑意。“我们最开心的就

是有戏演！”“观众越多越高兴！”演员们七嘴

八舌地说。

卸了妆再看，这些演员竟比化妆时更年

轻、更漂亮。“我们演员平均年龄 23 岁，最小

的才 16 岁。”王新民自豪地说。

2014 年排演《看孙孙》时，演员平均年龄

52 岁。20 多岁的小媳妇是由 52 岁的演员郑

玉琴扮演的。当时，解决演员老龄化问题，是

剧团首要任务。2016 年，王新民连跑 7 天，跑

遍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四省数十个艺校和

剧团，招来了 20 多名年轻人。

年轻人一来，就被剧团当成了“宝贝”，老

演员们自觉开展“传帮带”，把登台机会都让

给了新人。剧团给年轻人的工资比团长还

高，还四处联系“名角”，让青年演员“拜名师”

一对一学习。现在每个青年演员都练就了一

两门“绝活”。每当他们拿出看家本领，总能

引来阵阵叫好。

2018 年，历时近一年的打磨编排，剧团

原创大型革命现代戏《黄河绝唱》赴京演出，

获得成功。2019 年，该剧又获湖北省第十届

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成为当年的

“爆款”剧目。初演时，该剧主角、《黄河大合

唱》词作者光未然的扮演者还是剧团从外地

请回的著名演员，但剧团派青年演员孙帅康

跟班学习。经过一招一式、一曲一调的认真

学习后，现在，25 岁的孙帅康不仅成了《黄河

绝 唱》的 绝 对 主 角 ，更 成 为 剧 团 的“当 红 小

生”，还是剧团业务副团长。

“我就是被孙团长招回来的，孙团长说这

里 年 轻 人 机 会 多 。 来 了 就 发 现 ，真 是 来 对

了！”刘利敏说。2018 年，怀着 7 个月身孕的

刘利敏，凭借演出视频就获得了剧团首肯。

来老河口后，剧团不仅提供住房，还把夫妻俩

都录取了。“现在我们团已经成就了 5 对夫

妻，大家来了都不想走了。”刘利敏笑着说。

剧团根据每个年轻人的特点，都安排了担当

主角的剧目，让青年演员个个有绝活，人人有

作品。名剧出“名角”，名角也慢慢有了自己

的“粉丝群”。大家排戏之余，还搞起了网上

直播，粉丝越来越多、越来越年轻。2022 年，

剧团又招募了 6 名年轻人。古老的剧种，正

焕发着青春的光彩。

““板车剧团板车剧团”” 唱唱起古老越调起古老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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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剧团一年有 160 多场
惠民演出，开展近百场进校园活
动。有戏演，有舞台，是演员们最
高兴的事儿！”

湖北老河口毗邻河南，人们
爱听豫剧，演员们经常用板车拖
着行头乐器下乡演出，深受乡亲
喜爱，因此被原文化部授予“板车
剧团”荣誉称号。

剧团从主攻豫剧转向振兴
湖北越调这个古老剧种。调子
虽老，剧却出新。剧团几乎年年
排新戏，年年获大奖。剧作面向
生活，与观众更加贴近。

演员走向乡村，与观众零距
离。年轻人是剧团的“宝贝”，有
绝活，有作品。年轻演员们还开
起了直播，让湖北越调受到更多
年轻人的关注和喜爱。

核心阅读

图①：演员与村民互动。

图②：老河口市湖北越调仙人花鼓戏艺

术保护传承中心演员在后台准备。

图③：演员在襄阳剧院表演湖北越调折

子戏《伐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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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灯耀四海，良宵美景共

团 圆 。 近 日 ，北 京 灯 彩 、秦 淮

灯 彩 、硖 石 灯 彩 、潮 州 花 灯 等

不 少 列 入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产名录的民俗工艺，在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2023 年元宵晚

会》上 惊 艳 亮 相 ，与 多 地 灯 会

的实景拍摄相呼应，展现出元

宵 佳 节 美 丽 中 国 的 喜 庆 色

彩 。 一 台 主 题 鲜 明 的 大 型 晚

会 ，能 否 被 观 众 接 受 ，不 仅 需

要明确的叙事结构，还要有丰

富 的 信 息 承 载 量 和 精 彩 的 转

化传达方式。后者能否实现，

有 赖 于 创 作 者 能 否 扎 根 火 热

的当代生活、把握当代观众的

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

紧紧围绕“京味儿”做文章

的北京台春晚，解码传统文化

魅力的河南台春晚，主打语言

类节目、曲艺特色的辽宁台春

晚、天津台春晚，打造绿水青山

视听景观的福建台春晚……近

年来，许多地方电视台将春晚

作为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

地域文化特色的重要阵地，构

成了节庆期间丰富多元、各美

其美的荧屏景象。梳理地方台

春 晚 ，不 难 发 现 ，增 强 晚 会 的

“辨识度”，挖掘地域特色，树立

优质的内容品牌，是在同质化

竞争中突围的关键。

春晚日益成为精品节目的

“孵化器”和传播场。节目质量

与创意的比拼，考验着创作者

对 文 化 的 理 解 深 度 和 艺 术 匠

心。将中华美学精神与当代表

达相融合，将时代气质与地域

文化相结合，创意呈现、跨界混

搭，是地方台春晚“别具一格”

的有效创作路径。

在“年味儿”的共性表达之

外，地域文化、地域元素、地域气

质，是地方台春晚的个性所在，

也是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歌舞节目《雨燕回正阳》，通过“北

京雨燕”的全新视角展现北京中轴线风貌，从青山松柏到城市

古建，八百多年的岁月流转在文化遗产保护大背景下“活”了

起来……观众听的是京腔京韵，品的是隽永的文化魅力。以

传统的北京“兔儿爷”设计制作为创意的歌舞节目《大展宏

图》，以北京钟鼓楼为原型创作的歌曲《钟鼓楼》，既有艺术之

美，又饱含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拳拳深情，底蕴厚

重，回味悠长。多年来，北京台春晚形成了一定的“口碑效

应”，这正是基于独特的地域优势和文化资源逐渐打造而成。

河南地处中原腹地，拥有广博的文物资源。近年来河南

台春晚以传统文化、科技赋能和喜庆团圆为关键词，延续“中

国节日”系列节目的创作风格，表现中华传统文化之美和科

技进步成果。舞蹈《唐宫夜宴》《国色天香》等节目，从中华文

化里汲取营养，通过影视科技的创新运用，实现了“破圈”传

播。今年河南台春晚中的舞蹈《天地新·万物兴》再现盘古开

天的上古神话奇观、舞蹈《新东京梦华录》展现宋韵文化，保

持了不俗的创意水准。地域文化是生动可感的，更是日新月

异的。白衣天使、普通劳动者、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演唱

的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等纷纷登上北京台春晚的舞台。让

新时代的奋斗者成为舞台主角，激发更多观众的文化认同

感和情感共鸣，成为一种创作共识。

服务晚会主题的视觉体系，塑造着地方台春晚新的“记

忆点”。创作者深入挖掘本地资源，寻找具有代表性的视听

特征。当大部分地方台春晚主演区选择演播室，借助灯效

塑造和表现主体时，东南沿海的福建台春晚另辟蹊径，选择

外景制作。于是，明媚的日间景观、满目的绿水青山，让近

两年的福建台春晚从视觉感受上脱颖而出。丹山碧水大金

湖、红砖白石泉州古城、古色古香三坊七巷、巨石嶙峋平潭

岛……由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人民日报《国家人文历史》

杂志社联合出品的《山海福地·福气来——2023 新春福气

夜》，将多个节目的表现空间放到福建的多个地标性场景

中，用看似随意的纪实式、剧情式的串联，如游子返乡、女婿

上门、企业家拜年等，精心串联起一个个文艺节目，加之大

提琴演奏的《绽放》、热闹的说唱《山河图》等，生动书写福建

海丝文化蕴含的开拓进取精神。

什么样的晚会能够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哪些节目能

有讨论的热度并“出圈”？对百姓生活、日常故事的话题性

设置，为地方台春晚赢得了更多年轻受众。人们品味年味，

实际是回眸自己过去一年奋斗和生活的轨迹；年轻人关注

春晚，是想在互动中抒发心志、寻找共鸣。北京台春晚小品

《向前一步之居民议事厅》创造性演绎邻里关系的故事；小

品《笨小孩》为家庭教育提供借鉴；小品《父母的旅行》回顾

老物件背后的故事，带领观众重温老物件的珍贵……这些

节目向观众传递对和煦春光与美好未来的希冀，镌刻着家

国同心的文化基因，画出最大的“文化同心圆”。

事实证明，晚会的内容创作者们正从“流量思维”走出

来，以观众口碑验证内容质量。一台晚会既可以恢弘大气，

也可以“小而美”，只要有文化营养、有思想含量，总能赢得

观众。期待未来，各具特色的春晚绽放于文艺百花园，为人

们创造更具文化意蕴、情感价值的文艺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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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华美学精神与当代表达相
融合，将时代气质与地域文化相结
合，创意呈现、跨界混搭，是地方台春
晚“别具一格”的有效创作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