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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地方戏曲院团，能够 5 次走进国

家大剧院，很不容易。”油妆未卸，贵州省黔剧

院院长朱宏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这是他时

隔三年再次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这次带

来的剧目，是新戏《腊梅迎香》。

演出结束时，舞台上的朱宏与演员们牵着

手在观众的掌声里谢幕，一次又一次。贵州人

爱听的黔剧在首都饱受赞誉，《腊梅迎香》作

为“百戏中华”国家大剧院非遗戏曲展演活动

的首部剧目，一出场就赢得“碰头彩”。

“我兴奋地看到贵州省戏曲界的一朵鲜花

——黔剧”，1960 年 6 月，梅兰芳先生观看黔剧

《秦娘美》后曾欣然题词。黔剧源于“贵州扬

琴”，是民间一种分角色坐唱的表演形式，已有

200 多年历史。但直到 1953 年，黔剧才被搬上

舞台，时称“文琴戏”，到 1960 年 2 月正式定名

为“黔剧”。因此，梅兰芳在题词中也称黔剧为

“青年的黔剧”。

这个年轻的地方剧种，一度发展艰难。而

如今，在不断的艺术创新中，黔剧终于焕发新

生，在梨园中别样绽放。

“熟悉、新鲜、好听！”

2019 年，取材于“时代楷模”黄大发先进事

迹的黔剧《天渠》大获成功，还受邀参加了国家

大剧院“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演出。此后，

贵州省黔剧院蛰伏了 3 年。院团上下并不急于

打造新剧目，反而沉下心来，将工作重心放在

下乡演出上。

年均百场以上的下乡惠民演出，他们忙碌

在贵州的村里坝子、田间地头、农家院落。正

是在奔波的路上，新戏《腊梅迎香》的灵感闯入

他们心头。

《腊梅迎香》以贵州罗甸县麻怀村党支部

书记、“最美奋斗者”邓迎香为素材创作。“我就

是用嘴啃，也要把隧道打通！”邓迎香被称为

“当代女愚公”，她的事迹和精神打动了无数

人。在一年多的创排时间里，从艺十余载的演

员郑涵月多次随团深入麻怀村，去过数十个扶

贫点，走访了数百名干部群众。当地村民和院

团的演员们越来越熟悉，不住感叹：“我们麻怀

村是你们的第二故乡咯！”

凭借对邓迎香的传神表演，《腊梅迎香》

“圈”了一大批粉丝。有观众红着眼眶感叹：

“熟悉、新鲜、好听！”“我就想听听啥是黔剧，没

想到光顾着哭了，还得再看一次。”演出现场气

氛热烈，院团所有人都深受鼓励。

“你们要经常到我们
乡里来演出啊！”

“各位父老乡亲们，云千重，水千重，土家

歌舞迎客来……”在客串主持人的青年演员黄

蕾的问好声中，2021 年贵州千重岭第一届乡村

文化旅游节德江县“科技卫生文化三下乡”文

艺演出在德江沙溪土家族乡隆重举行。虽说

隆重，但下乡演出历来没有舞台，先出发的工

作人员就只是在村里找了块空地，没想到，演

员队伍堵在了半道上。

德江没有高铁直达，从贵阳出发，4 个小时

的车程多是盘山公路，先行的舞台车卡在一个

急弯处动弹不得。原计划上午 10 点开始的演

出几度推迟，等大伙儿顶着日头抵达后，来不

及休息就要上台。自己动手挂横幅、搬音响、

搭台子，黔剧院的演员们不只修炼了演技，幕

后工作也是手到擒来，戏服被汗水打湿了一件

又一件。已等待多时的乡亲们，就一直在简陋

的广场上默默陪伴。

院团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我们爬过最高

的山，走过最险的路，去过最偏远的村寨，我们

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正是这样

的觉悟，让演员们在小乡村里挥洒热情。演员

从黔剧经典唱段唱到新创作品，观众也大着胆

子跟唱、学唱，甚至有刚学会走路的孩子蹒跚

走到台口，想要爬上舞台。节奏不一的合唱响

彻山间。

“太喜庆、太活泼了，你们要经常到我们乡

里来演出啊！”有村民大声喊。这些十七八岁

的年轻演员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在田间地头，

黔剧仍是一道必点的“家常菜”。

离开时，乡亲们跟着客车一直送到村外，

演员们不由地将脸贴近车窗，大声喊着：“乡亲

们辛苦啦！”这幕告别的画面，深深印在了他们

心间。

这些年，贵州省黔剧院开展送戏进乡村、

进校园、进部队活动，累计行程约 20 万公里。

演员们有时会开玩笑：“我们在省内演出奔波

的路程都够绕地球几圈了。”

2021 年，黔剧院演出超过 280 场，线上演

出更是吸引观众近千万人次。 2022 年，伴随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的开展，

黔剧这道“家常菜”全年演出近 200 场，观演超

8.3 万人次，黔剧真正走进了千家万户。

人才接续，剧目创新，
观众多元

从艺 40 余年，朱宏深知黔剧要发展创新，

首先要解决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

10 年前，贵州省黔剧院就开启了新一代

人才培养计划。朱宏在贵阳和北京之间来回

奔走，希望中国戏曲学院附中能够开办一个

黔剧班。时任附中校长徐超被朱宏的一片赤

诚打动。这一年，黔剧院从全省 900 个报名者

中选拔出 30 个有潜力的孩子，把他们送进了

中国戏曲学院附中。经过 6 年的学习，这批孩

子顺利毕业。如今，他们已经成长为黔剧院

的中坚力量。

今年 21 岁的魏英如便是其中之一。她演

出毕业大戏时的照片，还出现在中国戏曲学院

教育教学成果展上。来到黔剧院时，魏英如就

为自己定下了一个“小目标”：“还有很多人不

知道黔剧，我要把戏演好，让更多观众知道黔

剧原来是这样唱的，原来这么好听。”

人 才 源 源 不 断 ，黔 剧 才 会 有 突 破 创 新 。

2022 年初，朱宏又将 7 名黔剧新秀招进剧院。

有了年轻血液的注入，黔剧院一边重拾折

子戏，一边创作出《黔花新蕊》《扇韵》等创新作

品，以黔剧表演唱的新颖形式诠释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

黔剧的创新之路，不仅仅通向舞台，还可

以走得更宽、更远。

2016 年，由贵州省黔剧院拍摄制作的 60
集戏曲情景喜剧《欢乐黔剧》在贵州电视台开

播，大受欢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观众们津津乐道，时至今日，仍然有观众联系

电视台，希望重播。

“要想让地方剧种发展下去，必须做出相

应的改变，推陈出新。”对于朱宏而言，这是黔

剧院创新的第一步。用情景喜剧的方式来对

黔剧进行包装，不仅可以达到宣传和推广黔剧

的目的，还能让更多观众在轻松愉快的观看中

接受黔剧。

2021 年，贵州省黔剧院又一鼓作气，拍摄

制作了 26 集戏曲动画《黔剧动漫》。《珍珠塔》

《九驿图》《大学生村官》等作品，以动漫的形式

在电视台、短视频平台播出，每集点击量均超

过 20 万。伴随传统文化进校园等活动，《黔剧

动漫》走进省内小学校园甚至幼儿园。黔剧的

一招一式、一板一眼经过动画人物的表演阐

释，引得孩子们竞相模仿。在一片欢声笑语的

交流中，许多小朋友迫切地举手提问，想要学

习了解黔剧知识，尽情感受戏曲艺术的独特文

化魅力。

如今，朱宏正在忙活着为观众准备下一个

“惊喜”——重现贵州第一部戏曲电影《秦娘美》。

《秦娘美》源于贵州侗族民间故事，上世纪

60 年代被改编为黔剧，从此成为黔剧经典剧

目，还被拍摄成戏曲电影，在东南亚地区放映

后曾经引发“黔剧潮”。时隔多年复排《秦娘

美》，黔剧院十分注意将传统戏曲韵味与新的

舞美科技手段相结合，让老观众仍能醉心于原

汁原味的传统剧目，新观众则能体验充满时代

审美趣味的新式黔剧。

黔剧，始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创新。它牵

动着越来越多观众的心。

图①：《腊梅迎香》剧照。

图②：贵州省黔剧院送戏下乡演出。

图片均由贵州省黔剧院提供

版式设计：赵偲汝

黔剧黔剧：：田间田间地地头头绽放芳华绽放芳华
王丹王丹美斯美斯

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格调清新，情感暖

心。它通过田园风的唯美画面，讲述了一个温

暖治愈的故事。

在当下流行的电视剧创作中，我们常会

发现一些基本元素的配备，例如：强情节、快

节 奏 、多 反 转 ，等 等 。 它 们 几 乎 成 为 创 作 规

则，好像电视剧要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就必

须具备这些。《去有风的地方》情节不强，节奏

不快，反转不多，风格口味十分清淡，却在观

众中间刮起了一阵“追风”热，展现了“影视+
文旅”的特殊价值。

《去有风的地方》因何受到关注？

这部电视剧用慢节奏、日常化的叙事，讲

述 年 轻 人 回 乡 创 业 、找 寻 自 我 价 值 的 故 事 。

生活流的叙事加上纯朴真挚的情感表达，这

样的主题和风格早已有之，但在近年来的电

视剧创作中较为少见。这部剧重新发现了传

统叙事风格的价值，不特意制造冲突和强化

刺激，只将温暖的故事娓娓道来，反倒令观众

耳目一新。

该 剧 以 清 新 的 笔 触 和 风 格 写 出 了 深 刻

性。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幸福的？这是文学、

哲学、美学都在探讨的主题。该剧通过主角

许红豆和她身边朋友的一系列故事，写实地

描绘出现实的美好和不尽如人意之处，简单、

直观，节奏轻松，但是不肤浅。用轻松的形式

表达文艺作品应有的人文情怀，是这部作品

的独特之处。

在看似慢节奏的故事情节中，创作者融

入 生 活 智 慧 ，不 断 发 出 对 人 生 意 义 的 叩 问 。

许 红 豆 来 到 大 理 疗 愈 创 伤 和 重 新 创 业 的 经

历，传达了一种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呈现出直

面与改变生活的勇气。日常生活中的一山一

水、一粥一饭、一丝一缕，身边的阿婶、阿奶讲

述的那些朴素道理，其实都在表明：真正的幸

福是内心的安宁，是在平凡细微处的踏踏实

实的创造。

剧中对大理云苗村的自然风貌和人文风

情的表现，体现了创作者对于美的感悟。美

是简单，美是平凡，美也是人与自然、与他人、

与自我达成的和谐。

《去有风的地方》谱写田园牧歌的同时，

探讨的主题依然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而乡

村 振 兴 、传 统 文 化 等 元 素 的 加 入 ，则 进 一 步

增 加 了 作 品 的 丰 富 性 和 深 刻 性 。 作 品 在 创

作 方 面 进 行 了 一 定 的 探 索 ，启 发 每 个 观 众

以 更 加 积 极 向 上 的 态 度 去 面 对 自 我 、面 对

生活。

以清新笔触抒写人生意义
李京盛

《腊梅迎香》创排期间，从艺

十余载的演员郑涵月多次随团

深入麻怀村，去过数十个扶贫

点，走访了数百名干部群众。当

地村民和院团的演员们越来越

熟悉，不住感叹：“我们麻怀村是

你们的第二故乡咯！”

演员从黔剧经典唱段唱到

新创作品，观众也大着胆子跟

唱、学唱，甚至有刚学会走路的

孩子蹒跚走到台口，想要爬上舞

台。节奏不一的合唱响彻山间。

《黔剧动漫》走进省内小学

校园甚至幼儿园。黔剧的一招

一式、一板一眼经过动画人物的

表演阐释，引得孩子们竞相模

仿。在一片欢声笑语的交流中，

许多小朋友迫切地举手提问，想

要学习了解黔剧知识，尽情感受

戏曲艺术的独特文化魅力。

核心阅读

②②

①①

作 为 首 届“大 戏 看 北

京”展演季的开幕演出，原

创舞蹈诗剧《杨家岭的春

天》近日在线上展播。

该剧以陕北延安木刻

版画为叙事线索，回望 80
多年前艺术家们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并进行艺术创作

的故事。《杨家岭的春天》

以 浪 漫 、诗 意 的 笔 触 ，从

“厚土”“破晓”“永生”三个

篇章铺展开来，凝练深情

地记录了一群美术家、音

乐家、文学家、舞蹈家到延

安后思想情感的转变，完

成了对一段革命历史的抒

情写意。

延安木刻版画是中国

美术的瑰宝。该剧用舞蹈

语汇呈现《来了亲人八路

军》《当敌人搜山的时候》

《豆选》等黑白版画作品，

将版画硬朗坚挺的线条笔

触与民间舞的气韵风格相

结合，通过动态舞姿让版

画“流动”起来。不少剧情

来源于版画，比如第一幕

群舞“抗旱”，便是对古元

创作于 1943 年的版画《抗

旱》的动人再现。

舞 台 设 置 了 双 重 空

间，近景与远景、个体与群

像相结合，生动还原艺术

家与百姓同挑水、共抗旱

等劳作场景。特别是“颤”

的舞蹈语言，惟妙惟肖地

刻画了“挑扁担”这一典型

劳动场景，欢快而扎实的

舞步让百姓的生活体验自

然 流 露 ，令 人 印 象 深 刻 。

在陕北秧歌质朴而热烈的

场景中，在皮影舞活泼而

俏 皮 的 氛 围 里 ，“ 深 入 生

活、植根人民”的文艺思想在延安开花结果。

在有限的篇幅中，《杨家岭的春天》极其凝练地将

一系列重要的文化符号融入其中。自然的春天与延安

文艺的春天互文，粗犷率真的陕北民风与纯真浪漫的

革命精神同构，镌刻了上世纪 40 年代延安的红色历

史。在生机盎然的自然之春里，艺术家们在毛泽东同

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引领下，积极

投身文艺创作。结尾，全剧情感升华至高潮。文艺的

人民性得以凸显：是延安的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滋养

了文艺工作者，也是赤诚报国的艺术家们给延安革命

根据地带来了文艺的繁荣。

欢快热闹的锣鼓、粗犷豪迈的陕北秧歌和安塞腰

鼓，烘托出浓烈的陕北地域风情。该剧彰显了革命

浪漫主义情怀。观众看到，剧中的艺术家们在延安

实现了思想的巨大转变，怀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 信 念 ，以 笔 为 枪 自 觉 投 身 火 热 生 活 与 革 命 实 践 。

结尾处有意放慢节奏的秧歌舞步，让飞舞的红绸以

慢镜头的形式在剧场飘扬。红色的秧歌扇面，印证

了他们在延安生活的真实底色。舞动的安塞腰鼓，

象征着艺术家们从内心深处迸发的革命激情。在杨

家岭的春天里，革命的种子生根发芽、开枝散叶，开

出了一朵朵理想之花。

该剧不仅带观众重温了一段不能忘却的红色记

忆，更给予当代文艺工作者启迪，激励大家坚守文艺理

想、传承延安精神，不断为人民奉献更多更好的精神食

粮，书写新时代文艺的春天。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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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剧用舞蹈语汇呈现黑白版画
作品，将版画硬朗坚挺的线条笔触
与民间舞的气韵风格相结合，通过
动态舞姿让版画“流动”起来，彰显
了革命浪漫主义情怀

《杨家岭的春天》剧照。 国家大剧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