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安徽安庆，有一座被誉为“京黄故里，戏

曲之乡”的小城——怀宁县。街头巷尾、田间集

市，时闻黄梅声。这里的公园、广场，只要是晴

好的天气，便有戏迷自发前来表演。

刚踏进独秀公园，耳边便传来熟悉的咿呀

声。循声而去，绿树掩映下，几位老人家正围坐

在一起，架着曲谱，熟练地用乐器伴奏，有模有

样地唱着黄梅戏。

“呦！这不是刘团长嘛！”见怀宁县黄梅戏

剧团团长刘丽华来了，76 岁的曹正华喜出望

外，当即提出要与团长对唱一段，在场的其他人

也纷纷发出邀请。

一段接着一段，引得驻足围观的路人连连

叫好，直呼“听得过瘾”。不知不觉，半个多小时

过去了，大家仍意犹未尽。

在怀宁县，不仅刘丽华本人，她所在的怀宁

县黄梅戏剧团也相当有名气。

怀宁县黄梅戏剧团是有着 67 年历史的老

剧团。成立之初，老一辈演员用扁担挑着服装、

乐器、道具，徒步上山下乡送戏。随着送戏活动

的开展，“一条扁担挑遍全县”的故事广为流

传。近年来，因为把黄梅戏搬进直播间，这个老

剧团再度引发关注。

多 演 戏 、演 好 戏 ，坚 守
剧团好传统

阳光透过云层，照在刘丽华的脸上，她紧皱

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这天，怀宁县黄梅戏剧

团要送戏进校园。“昨天的雨连绵不断，下了整

整一天。”刘丽华生怕这雨停不下来，耽误了今

天的演出。

在刘丽华看来，无论是乡间村口、礼堂戏

院，还是线上直播、公园对唱，剧团演出变的只

是形式，不变的是坚持服务百姓、坚定守好方寸

戏台的初心。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上

午 9 点，怀宁县石牌中心小学的操场上，一男一

女两名年轻演员身着戏服对唱。《夫妻双双把家

还》的曲调一响，“树上”二字一出，现场的气氛

就被推向了高潮。

此后的两个多小时里，演员们从《天仙配》

唱到《女驸马》，各种经典唱段轮番上演。台下，

掌声、叫好声此起彼伏。

“姐姐，我好喜欢你们刚刚的表演，能教我

唱一段吗？”演出刚结束，不少学生迫不及待地

冲进后台，争相与演员们互动。

眼前的一幕，让在一旁统筹调度的刘丽华

喜笑颜开。“孩子们能因此爱上黄梅戏，我们就

有了动力。”刘丽华介绍，剧团从 2012 年开始进

校园，至今每年要送出 70 场戏。此外，剧团每

年还会开展 120 场“送戏进万村”演出，以及各

类公益演出 60 余场次。

“坚持送戏到基层是我们团的优良传统，

老 一 辈 们 长 期 在 做 ，到 我 们 这 一 代 可 不 能

断。”刚忙完安庆“十一”黄梅戏展演周，怀宁

县 黄 梅 戏 剧 团 又 马 不 停 蹄 地“ 送 戏 进 校 园 ”

“送戏进万村”。

这段时间，剧团一天少则一场演出，多则三

四场。演员们常常早上六七点出门，半夜才回

家，睡一觉，天亮了又得出门。“吃饭、化装都在

车上、路上。大家从未跟我叫过苦，喊过累，因

为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只想为老百姓多送戏、

送好戏。”刘丽华说。

这些年，送戏之余，怀宁县黄梅戏剧团一

直在用心用情打磨作品，先后创作了《独秀山

下的女人》《李离伏剑》《皖河谣》《挑山女人》

等大型剧目，新排了《聘丈夫》《乡村小院》《红

军井》《清水河畔》《救孤》等 10 余部小戏，复排

了《天仙配》《女驸马》《罗帕记》《荞麦记》《青

莲》等 10 余部传统剧目。有这么多剧目做支

撑，他们也有底气到周边参加各种交流演出。

今年国庆，《青莲》参加了安庆“十一”黄梅戏展

演周。一些民间剧团也喜欢上了他们的小戏，

请他们去教学。

重视年轻演员，着力培养
热爱黄梅戏的好苗子

夜幕降临，怀宁县宝福村开始热闹起来。

当晚，怀宁县黄梅戏剧团进村来送戏。

“忽听李郎投亲来，怎不叫人喜开怀……”

台上，剧团 00 后演员徐浩勤正在表演。优美的

指花，地道的唱腔，眼波流转间，将《女驸马》中

冯素珍得知相思之人来到家中的喜悦演绎得淋

漓尽致。

台下，60 岁的村民黄梅香听入了迷，“现在

的年轻演员唱老戏也这么有味道。”

科班出身、表现出众，在校期间，不少剧团

纷纷邀请徐浩勤，其中不乏省里、市里的大剧

团，为何她偏偏选择在县城里的黄梅戏剧团呢？

“ 怀 宁 县 黄 梅 戏 剧 团 对 年 轻 演 员 的 重 视

吸 引 了 我 。 在 这 里 ，有 一 群 跟 我 一 样 爱 好 黄

梅戏表演的同龄人。”徐浩勤不假思索地给出

答案。

从今年 7 月入团开始，徐浩勤一直参与剧

团的各类演出，大大小小累计起来有近 20 场。

在她的每场演出中，总有一个特殊的观众，那便

是刘丽华。“团长会仔细观察我的表演，细到连

一个眼神都不放过。”

每当徐浩勤走下台，刘丽华会第一时间走

到她身边，给她分析刚刚的表演哪里做得好、

哪里还有待改进。“来到怀宁县黄梅戏剧团的

3 个月时间里，我进步很快，这在其他剧团可

能要花上一年甚至更多时间。”徐浩勤口气十

分笃定。

刘 丽 华 1991 年 进 入 怀 宁 县 黄 梅 戏 剧 团 ，

30 多年间见过许多演员流失和出走。和她同

时期的戏曲艺术家，10 个人里至少有七八个

演着演着就改行了，而在她指导下成长的不少

优秀青年演员，也会因为养家糊口等原因卸下

戏妆戏服。

但 刘 丽 华 选 择 坚 持 ，传 统 戏 曲 文 化 必 须

传 承 ，而 且 需 要 年 轻 人 来 传 承 。 2010 年 担 任

怀 宁 县 黄 梅 戏 剧 团 团 长 后 ，刘 丽 华 每 年 几 次

去 安 庆 的 黄 梅 戏 学 校 招 生 ，想 方 设 法 为 年 轻

演员创造条件，给年轻人安排住宿、发放餐食

补 贴 和 实 习 工 资 ，诚 意 留 下 那 些 真 正 热 爱 黄

梅戏的好苗子。

目前，怀宁县黄梅戏剧团共有演员 32 人，

一半以上为 85 后，像徐浩勤这样的 90 后和 00
后青年演员，已经成了剧团主力。眼下，剧团

还在不断地招收新人，舞台上的年轻面庞越来

越多。

戏台子搬进直播间，有效
拓展观众面

从 2020 年开始，受疫情影响，剧团演出一

度锐减。“2021 年冬至唱完最后一场拜会演出

后，整个剧团便陷入了长时间的停摆。”刘丽华

回忆。

“既然把年轻人招进来，就要让他们有戏

唱。”2022 年初，刘丽华决定把戏台子搬进直

播间。

说干就干！组织直播团队，购买直播设备，

构思直播内容。2022 年 1 月，怀宁县黄梅戏剧

团正式入驻抖音，并开启直播。

“刚开始还是挺难的。”剧团里平时擅长活

跃气氛的演员谢慧慧坦言，由于不习惯，大家多

少都出现了忘词、把地名说成人名等失误，连她

自己也脑子一片空白。

“我们不敢有太多期待。当时想，第一次直

播能有超过百人观看就很好了。结果当天最高

在线人数达到七八百人，大家都很兴奋。”一旁

的刘丽华忍不住插话。

此后，每晚 7 点半，剧团的青年演员们会

准 时 出 现 在 抖 音 直 播 间 。 她 们 身 穿 戏 服 、带

着 戏 装 ，在 专 业 表 演 和 愉 悦 互 动 中 ，把 一 段

段 或 经 典 或 冷 门 的 黄 梅 戏 唱 段 分 享 给 线 上

观众。

时常开播不到一刻钟，直播间就收获十几

万观众点赞。随着直播时间延续，观看人数持

续飙升，最高时接近 4 万人。源源不断的好评

更是占满了整个屏幕，不少戏迷评价“太好听

了”“唤起了我童年的回忆”“因为你们，我一个

00 后竟然爱上了黄梅戏”。

谈 起 直 播 间 的 热 闹 景 象 ，刘 丽 华 感 慨 万

分 ：“ 起 初 ，我 们 只 是 希 望 通 过 携 手 新 媒 体

平 台 ，让 剧 团 在 线 下 演 出 日 渐 稀 少 的 困 境

中 活 下 来 ，没 成 想 还‘ 火 ’了 一 把 ，甚 至 有 国

外 的 观 众 ，克 服 十 几 个 小 时 的 时 差 看 我 们

演 出 ！”

“我们的观众也从以前的爷爷奶奶辈变成

了更多的 80 后、90 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

我们这个团队，喜欢我们的黄梅戏。”负责直播

的左小伟，既是团里的台柱子，也是爱琢磨、有

点子的直播账号运营达人，“黄梅戏真是太有观

众缘了”。

网 络 直 播 让 剧 团 收 获 了 一 批 新 观 众 ，收

到 来 自 各 地 的 演 出 邀 约 ，增 加 了 收 入 渠 道 ，

也 让 年 轻 演 员 有 了 不 断 创 新 的 动 力 。 今 年 ，

线 下 演 出 市 场 逐 步 恢 复 生 机 ，刘 丽 华 表 示 ，

剧 团 会 继 续 把 直 播 好 好 做 下 去 。“ 戏 曲 要 有

人看、有人听，更多的年轻人加入，传承才更

有希望。”

从“一条扁担挑遍全县”到“直播间里唱响黄梅”——

怀宁县黄梅戏剧团的“青春密码”
吴 焰 李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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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

花灯戏在新时代绽放出独特魅力。近日与观

众见面的原创现代花灯剧《南疆丹娘》就是一

例，收获了观众情感共鸣的同时，展现出花灯

戏的艺术特质。

改编自真实事件的《南疆丹娘》，讲述在新

中国成立前夕的云南玉溪，年仅 21 岁的女共

产党员孙兰英为了革命事业不怕牺牲、视死如

归的故事。《南疆丹娘》是对革命英雄事迹的艺

术化再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民族独

立、人民解放不懈奋斗的理想信念。《南疆丹

娘》脱胎于“旧灯”、不拘泥于“旧灯”，除保留

歌舞小戏的特点之外，引入现代乐器和现代戏

剧元素，结构严谨，形式灵动，注重人物形象塑

造，呈现丰富绮丽的精神世界。

八幕戏剧将近两个小时，聚焦“黎明前最

后的战斗”，情节跌宕起伏，戏剧冲突张力十

足。创作者歌唱生命、歌唱青春，更歌唱超越

生命的信仰，“山茶花等春风满山开放，花丛中

笑看那胜利的曙光”。黎明前的曙光里，3 个

年轻生命在黑暗中闪耀出光芒，因为“我有信

仰似利剑，能为党献此身是我夙愿”。他们不

怕受酷刑，不畏坐牢笼，不惧上刑场。《南疆丹

娘》让他们的名字被永远镌刻在了为信仰而奋

斗的纪念碑上。

在人物塑造方面，孙兰英在挫折中成长，

闪烁着人物精神弧光。小说《丹娘》对少女时

代的孙兰英影响巨大，丹娘的精神一直激励影

响着她，也坚定了她为革命献出一切的决心。

在成长过程中，孙兰英曾经冲动、莽撞，但不断

成长成熟，面临生死抉择时勇敢无畏。牢笼的

折磨、敌人的劝降，挡不住她对信仰的坚守。

亲情的呼唤、生命的渴望，无法磨灭她宁死不

屈的理想。

在戏里，孙兰英的同学程光、继明的名字

寓意“承继光明”。他们构成了英雄的集体。

抓阄诈降的情节里，慷慨赴死是他们英雄人格

的集中体现。诈写悔过书也是他们为维护家

国大义作出的勇敢选择。“不能让那一张悔过

书——玷污了我的信仰”，忍辱负重的程光，其

挣破藩篱的行为，映射出革命者面对残酷现实

时的斗争智慧。

红色围巾是《南疆丹娘》在舞台上最抢眼

的道具。鲜艳炽热的红围巾反复出现如红旗

迎 风 飘 扬 ，昭 示 着 黎 明 前 的 曙 光 。 程 光 这 个

人物有一定的典型性。严酷的现实容不得程

光 表 达 个 人 情 感 ，他 的 追 随 是 无 声 流 淌 的 倾

诉 。 在 送 出 地 下 党 组 织 联 络 名 单 后 ，他 挺 身

就 义 ，为 这 部 质 感 硬 朗 的 剧 作 谱 写 出 感 人 肺

腑的一笔。

《南疆丹娘》将传统艺术形式和革命英雄

事迹结合，生动展现新的感悟、新的情怀。英

雄的名字，英雄的事迹，也通过艺术的讲述，让

我们永远铭记。

（作者为玉溪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

长、教授）

艺术再现英雄的事迹
时遂营

近年来，依托新技术、新

场景、新业态，一批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文旅融

合的视听文艺作品走进大众

视野。这些作品思想内涵深

刻，生动实现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滋养着新时代的文艺节目。

综艺节目《登场了！北京中

轴线》从地理空间入手，通过

“时空列车”这一创意，剧情

化呈现北京中轴线上的重要

景点与历史文脉。文化节目

《跟着李白看中国》，从李白

流传千古的经典诗词入手，

通过实地探访李白曾经旅居

过的四川江油等地，感受李

白笔下的美丽山河和人文风

情，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从古代到当代的传承发展。

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

目，以“网剧+网综”的形式

切入，探索古老文化习俗与

时 代 热 点 的 传 承 转 化 。 在

《2023 端午奇妙游》节目中，

45 分钟的文化典籍漫游，让

观众看到中华文明长河一路

奔涌、波澜壮阔。

一批反映乡村振兴、助

力 非 遗 活 化 的 文 艺 作 品 涌

现，以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

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

章。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九

季中的《黄陂——木兰故里

四季花开》呈现了湖北武汉

黄陂区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和民俗风情，从单一的农产

品种植，到利用非遗技艺发

展文旅融合，串联起乡村振

兴新图景。纪录片《沈从文

与湘西》从人与故土的视角

切入，通过对湘西秀美自然

山水的描述和对质朴厚重民

族文化的梳理，让观众看到

了湘西的悠长文脉。借助短

视频，贵州台江县“六月六”

苗族吃新节上的“村 BA”乡

村篮球赛引人关注。赛场之

外，“村 BA”旅游线路悄然形

成、文创产品持续涌现，各地

游客奔赴台江，沉浸体验黔

东南的地域文化。

城 市 发 展 也 受 到“ 影

视 + 文 旅 ”的 有 效 带 动 。

2023 年暑期档动画电影《长

安三万里》用动画形式呈现

繁花似锦的长安城，带火了

陕西西安的旅游，许多景区

一票难求，地铁站外大排长

队。《2021 七夕奇妙游》让龙门金刚名声大噪，河南

洛阳龙门石窟旅游持续升温。洛阳文旅集团发布的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8 月底，龙门石窟共接待游客

425 万人次，同比 2019 年增长 77.8%。景区内的沉浸

式特色旅游、研学活动、文创产品，成为满足青年游

客需求的文化大餐。

影视作品传播城市文化，同时，各具特色的城

市文化也在滋养着影视创作。例如，红瓦绿树、碧

海蓝天的青岛是青春校园片钟爱的取景地，影视剧

《天才基本法》《你好，旧时光》《送你一朵小红花》

均在这里拍摄。胡同、古建交相辉映的北京，助力

《梦中的那片海》《情满九道弯》《心想事成》等影视

作品演绎人间冷暖。“影视+文旅”新模式赋能城市

发展，需要取景地不断提升历史文化挖掘的真功

夫，以守正创新的责任担当，实现城市历史文脉的

高质量传承发展。

可以看出，文旅融合促进了人们对当地文化资

源的重新认识与深入挖掘。视听作品通过故事化表

达和艺术化呈现，将资源和传统转化为独特的文化

形式。期待视听领域涌现更多优秀的新作品，让文

化和旅游的双向奔赴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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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欣

《登场了！北京中轴线》节目视频截图。

武 欣供图

核心阅读

从 2012年开始，安徽怀
宁县黄梅戏剧团每年要送
70 场戏进校园。此外，剧团
每年还会开展 120 场“送戏
进万村”演出，以及各类公益
演出 60余场次。送戏之余，
剧团一直用心用情打磨作
品，更多更好的剧目是他们
参加各种交流演出的底气。

传统戏曲文化必须传
承 ，而 且 需 要 年 轻 人 来传
承。安徽怀宁县黄梅戏剧团
的演员，一半以上为 85 后，
90 后和 00 后青年演员已经
成了主力。剧团给年轻演员
创造条件，诚意留下那些真
正热爱黄梅戏的好苗子。

安徽怀宁县黄梅戏剧团团长刘丽华（左一）与戏迷对唱黄梅戏。 李俊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