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花花你就红来，杏花来你就白，爬山过岭

我寻你来呀，啊格呀呀呆……”山西省太原市，一

场民歌晚会正在进行。

85 岁的歌者刘改鱼，嗓音高亢醇厚，是左权

开花调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这首左权经典民歌

《桃花红杏花白》，是她的保留曲目。“这歌我从

15 岁开始唱，唱了近 70 年，越唱越有味道。”刘改

鱼说。

左权县是“歌窝子”。明万历年间所修《辽州

志》记述，“辽居太行山巅，万山深谷之中……商

贾不通，舟车不至……然虽穷乡僻壤，而比户弦

歌……”传统的左权民歌由大腔、小调、杂曲三部

分组成，左权开花调是小调中的一种，地方色彩

浓郁，颇受欢迎，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老歌”发新声。如今的左权民歌，在三晋大

地，越唱越有滋味。

““守住了乡音守住了乡音、、乡韵乡韵，，就就
守住了左权民歌的精髓守住了左权民歌的精髓””

约好早上 9 点采访，刘改鱼早早便等在楼

下。蓬松的卷发别在耳后，眉眼带笑，说话中气

十足。

“古调新声俱可听，民歌质朴更真情……”一

进门，南北两边墙上的四幅字画格外惹眼。窗台

上，摆满证书和奖杯。相册里，一张张演出照片

见证她从青丝缕缕到满头白发。

“左权开花调成就了我的艺术生命。”谈到民

歌，刘改鱼总有说不完的话，聊到动情处，便忍不

住唱上几句。

“开花调以‘开花’二字起兴，抒发情感。在

左权，你想到啥、看见啥，都能‘开花’。”刘改鱼清

清嗓：“玻璃开花里外明……油灯灯开花一点明，

小酒盅挖米不嫌你穷……”左权开花调有自己特

有的衬词：啊格呀呀呆。“它妙就妙在这个‘呆’

字。”刘改鱼解释道，“左权人开口闭口离不开

‘呆’，是一个常用的词。”

刘改鱼赶上了开花调兴盛的时期。当年，大

批文艺工作者随八路军总部机关来到左权县，和

当地民间艺人用老曲调填新词，创作了一大批以

团结抗日为主题的新民歌。刘改鱼整天跟在大

人后面，学得有模有样。她回忆：“热爱民歌的种

子就是那时候种下的。”

刘改鱼 15岁那年的元宵节，左权县城里闹社

火，她唱了一首《土地还家》，被县文化馆选送到太

原去比赛。后来，她又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全国

第二届群众民间音乐舞蹈汇演。这是左权民歌

第一次走进北京，刘改鱼一曲走红。1958 年，刘

改鱼调入山西省歌舞剧院，开启了艺术人生。

唱了一辈子，刘改鱼对唱好左权民歌有了自

己的体会：声美、情真、味足。她说：“守住了乡

音、乡韵，就守住了左权民歌的精髓。”

退休后，刘改鱼也闲不下来。她成为多所大

学的客座教授，参加各种公益演出。每隔一阵，

就有来自各地的民歌爱好者登门学习。不管是

谁，刘改鱼都倾囊相授。

几年前，刘改鱼开始系统收集、整理左权民

歌。一字一句，求精求实，刘改鱼梳理出从上世

纪 40 年代以来的 125 首左权民歌，于 2021 年出

版演唱集《桃红杏白杨柳青》。

如今，左权开花调有各级非遗传承人 70 人，

12 岁的王煜琪是其中最小的市级非遗传承人。

“从幼儿园开始，老师就教我们唱民歌，我特别喜

欢。”王煜琪听着民歌长大。除了学校有音乐课、

社团，县里还经常举办各种比赛，从小耳濡目染

的她表现出不俗的天赋，6 岁就成为左权开花调

县级非遗传承人，参加过近 50 场比赛和演出。

“希望能有更多年轻人喜欢左权民歌，把它传唱

到更广的地方、更远的未来。”刘改鱼说。

““作为专业团作为专业团，，必须走必须走
打造原创精品剧目的路子打造原创精品剧目的路子””

户外北风正劲，后台热火朝天。

左权县开花调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演员们

正在化妆、默词，工作人员忙着清点道具。再过

两个小时，原创民族歌舞剧《烽火家书》将在山西

平遥一所学校的报告厅开演。

28天巡演 23场。这天，行程已过半。高强度

的演出加上天气寒冷，不少演员身体有些吃不消。

今天舞台的主角是公司艺术总监、左权开花

调 省 级 非 遗 传 承 人 郝 利 宏 。 他 看 起 来 有 些 疲

惫，一站上台，又立刻精神抖擞起来。观众都是

附近村民，谢幕时，掌声足足持续了两分钟。

《烽火家书》围绕左权将军的 13 封家书展

开，全剧在音乐和唱腔设计上，吸收保留了左权

民歌的精髓。为了打造这部剧，他们邀请中国铁

路文工团的导演和作曲团队参与创作，历时一年

半，几经打磨，才搬上舞台。“作为专业团，必须走

打造原创精品剧目的路子。”郝利宏介绍。

打造原创剧目，挖掘红色文化。近年来，左

权县重点打造了《太行奶娘》《烽火家书》《战地黄

花》“抗战三部曲”。

第一部《太行奶娘》自 2012 年上演以来，巡

演近千场，反响热烈。左权开花调市级非遗传承

人王建芳还记得《太行奶娘》第一次进高校演出

的场景。“我们心里都没底。地方剧目，方言演

唱，年轻人会喜欢吗？”谢幕时，观众们的掌声一

浪高过一浪，王建芳湿了眼眶。

左权县开花调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前身左

权县开花调艺术团，组建于 2007 年，是自收自支

的事业单位。2021 年，艺术团和左权县融媒体

中心经营性业务整合，成立了现在的公司。“这么

多年，我们聚在一起，就是因为对民歌的热爱。”

郝利宏说。团里的每个人都能讲出一段与“热

爱”有关的故事。

32 岁的李波大学毕业后考入左权县开花调

艺术团，当年一起招进来 100 个人，现在只剩下

两个。欣慰的是，一些好的变化正在发生。改制

后，公司在商业演出、用人机制等方面更加灵活，

其他业务板块能带来一些收入支持。2022 年，

公司招了 20 多名新人，不少都是 00 后。按照郝

利宏的计划，未来多创排一些反映左权县风土人

情的原创短剧，让年轻人多上台，更快成长起来。

几十年如一日几十年如一日，，左权民左权民
歌成为照进生命的光歌成为照进生命的光

如今，在政策举措的扶持下，左权县活跃着

40 支文艺小分队。其中，盲人宣传队是最特殊

的一支。

见到盲人宣传队队长刘红权时，他刚从国家

大剧院演出回来。“2023 年值得纪念，既是盲人

宣传队成立 85 周年，也是盲人宣传队首次进京

演出 20 周年。”

盲人宣传队成立于抗战时期，是太行抗日根

据地的重要宣传力量。现在，这支队伍有 9 位盲

艺人，每年演出 200多场，唱遍了太行山坳。

刘红权 20 多岁就加入盲人宣传队，每天背

着铺盖下乡演出。他年轻时嗓子好，唱一天民

歌，第二天村民还让他接着唱。就这样，名声传

出去了，演出的地方多了，百姓对他们更加尊

重。2020 年，他们的故事被改编成开花戏《向天

而歌》，既在唱民歌，也是唱自己。几十年如一

日，左权民歌成为照进他们生命的光。

在左权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路俊华看来，要

推动左权民歌产业化发展，让百姓唱着民歌奔向

更好的生活。从 2019 年开始，左权县举办民歌

赛。来自全国的优秀民歌手和民歌爱好者齐聚

山乡，为左权县生态文化旅游聚人气、创品牌。

打造民间文艺采风基地是左权县的又一次

尝试。2023 年以来，左权县邀请十几所高校的

音乐学院院长，开了两次研讨会，研发针对培训

机构、高研班、研学等不同群体的民歌采风课

程。“我们很看好这种模式。”路俊华的底气来自

写生基地的成功。写生基地运营一年多来，与

10 个省份 95 所高等院校和 134 所艺术机构建立

合作关系，接待师生 7 万人次。

这几年，左权县越来越热闹。写生基地里建

起民歌小剧场，村庄里建起艺术馆，村民们开起

民宿……左权民歌正谱写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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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 20天的第十八届中国戏剧节在浙江省杭

州市落下帷幕。这场舞台艺术盛宴带给观众难忘

的艺术享受，也为业内人士的交流提升提供平台。

越剧《钱塘里》作为开幕大剧，在杭州运河大剧

院上演。该剧观照现实生活，让都市白领、外卖员

等成为越剧的主人公，在充满烟火气的叙事中塑造

时代新人形象，演绎平凡生活的真实况味。《钱塘里》

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建团以来首次排演现实题材

作品，在故事结构、舞美设计等方面精心打磨。

“本届戏剧节的入选剧目由全国各地推荐报

送，经专家评审组审看遴选后产生。”中国戏剧家协

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陈涌泉说，最终入选的

34部参演剧目和 1部特邀剧目来自 23个省区市，京

剧、秦腔、越剧、黄梅戏等 15个戏曲剧种和话剧、音

乐剧、芭蕾舞剧等戏剧艺术门类各显魅力。

艺术种类齐全多元，剧目题材“一剧一格”。以

戏曲为例，既有越剧《第一缕阳光》、台州乱弹《我的

芳林村》等现代戏，又有京剧《摘星楼》、秦腔《狸猫换

太子》等改编传统戏，还有黄梅戏《舞衣裳》、闽剧《过

崖记》等新编历史剧。话剧《寻味》《炉火照天地》分

别聚焦海峡两岸一家亲、工业建设等题材，甬剧《柔

石桥》、扬剧《郑板桥》、粤剧《三水女儿·红头巾》、藏

剧《次仁拉姆》则注重展现地域特色、挖掘本土文化。

本届戏剧节上，多部剧目出现观众争相购票观

看的情况。一位资深京剧观众说自己最喜欢新编

历史剧《纳土归宋》剧末韵味十足的钱俶大唱段。

这部戏讲述了吴越王钱俶的历史故事，传递对和平

安定的追求，吸引不少年轻观众。一位在杭州高校

读书的学生说：“演出非常新颖，舞美和伴奏都比传

统剧更加丰富，加入了西洋乐器，效果恢弘。”

“一戏一评”是中国戏剧节延续多年的传统，此

次戏剧节也通过举办剧目评论会，为参演剧目把脉支

招。“一剧一推介”线上直播，邀请剧目主创分享幕后

故事。“东方审美精神的现代表达”，是戏剧节期间在

杭州举办的新时代戏剧舞台美术创作论坛的主题，设

置了新时代舞台美术的创新与传承、数字技术背景下

的表演设计、中国特色的多样化戏剧空间等议题。

东方审美元素如何与当下舞台实践相结合，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助

力新时代戏剧艺术的发展，这个话题引起了业内人

士广泛热议。努力搭建艺术理论研究与作品展示

平台，才能更好地将立足时代的优秀作品源源不断

地奉献给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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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儿童正处于

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时

期，帮他们扣好人生

的第一粒扣子，戏剧

应当积极发挥作用。

这个过程应尊重少年

儿童的成长规律、贴

近他们的心理特点，

以“润物无声”的方式

实现。中国儿童艺术

剧院始终以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己任。近年来，

我们更加注重让孩子

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

体 会 作 品 的 思 想 内

涵。如儿童剧《送不

出去的情报》以历险

记式的故事结构，表

现杨靖宇将军、抗联

战士等革命先烈对孩

子们的一片深情。“你

是孩子，是未来，是希

望，是我们无怨无悔

牺牲的理由！”这样的

台词，打动了一颗颗

稚嫩的心灵。

在“演给孩子看”

的戏剧创作之外，我们

实施“新时代种子计

划”，以“写给孩子们来

演”的方式，将更多优

秀戏剧作品送到孩子

身边。“新时代种子计

划”的第一部作品是

《新安旅行团》。剧院

艺术家与 20多个小学

生一起，在舞台上呈现

抗战烽火中历时 17年

走遍大半个中国的革

命少年组织新安旅行

团的故事。

2023 年 7 月 ，我

们在河南省光山县举

办了首届“乡村儿童

艺术嘉年华”。中国

儿童艺术剧院先后有 230多人走进光山县，为孩

子们带去 53 场高质量演出。整个活动的“重头

戏”，是剧院艺术家们专门为当地孩子创作的两

部儿童剧。两部剧分别为《少年司马光》和《灯

火》，由当地中小学师生演出。《灯火》以鄂豫皖革

命纪念馆的一盏煤油灯，象征大别山英烈牺牲

自我换来新中国诞生的生命之光，也寄寓着戏

剧照亮未来的希望之光。“乡村儿童艺术嘉年华”

闭幕式上，当地中小学生和教师的演出令人惊喜

和感动。目前，光山县将这两个剧目纳入当地中

小学的艺术普及教材。这也正是我们举办“新时

代种子计划”的初衷：让艺术的种子在孩子的心

里生根开花。

只有深入体悟祖国的历史文化，才能更加热

爱自己的国家。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作品库

中，占比最大的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作品，包括建院首部

大戏《马兰花》、经典儿童剧《三个和尚》等。2023
年底，我们与故宫博物院合作推出歌舞剧《猫神

在故宫》。这部剧从一个侧面表现厚重的故宫

文化，激发小观众们的旖旎想象。希望可以由

此探索更多崭新的、艺术的、属于孩子的讲述方

式，带动更多戏剧院团将创作视野投向广阔大地

上的遗产、博物馆里的文物、古籍里的文字。

2022 年，我们创建了“‘绽放·启航’儿童青

少年舞台艺术作品孵化计划”，旨在探索儿童青

少年戏剧的更多可能性，发掘、培育更多不同风

格样式的青少年戏剧作品，为文旅融合、公共文

化服务、戏剧教育等新领域提供更丰富、更适配

的文化产品，为有思想、有情怀的艺术灵感的绽

放厚植土壤。目前，两季活动已孵化 20 多部戏

剧作品。

我们会牢记“一切为了孩子”的创作理念，

为培养中华民族优秀的未来主人公而不懈努

力，用更多更好作品浸润孩子们的心灵。

（作者为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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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守住了乡音、乡韵，就守
住了左权民歌的精髓。如今，
左权县活跃着 40 支文艺小分
队，他们既在唱民歌，也是唱
自己。几十年如一日，左权民
歌成为照进他们生命的光。

广播剧艺术诉诸听觉，而声音也可以具有

画面感，这就是“声中有画，画中有声”。过去，

我们常在广播里收听《电影录音剪辑》节目，从

人物的声音就能感受到人物性格，释放着广阔

的、自由的想象空间。全媒体时代，在视频牢

牢抓控着人的视觉神经的当下，不妨让眼睛休

息一下，听听广播剧。《没有翅膀的飞翔》是我

近日在飞机上听到的一个广播剧，非常感人。

《没有翅膀的飞翔》通过声音传达给听众

真实的生活体验，传递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从

呱呱落地的婴儿啼声到人们对这个有先天缺

陷孩子的议论声，从母亲坚持把孩子养大到这

个孩子在村支书和老师的帮助下上学……剧

中的主人公陈智勇不仅是一个自食其力、自立

自强的人，还能带领乡邻致富，造福一方。他

用双脚代替手臂，学会了各种生存技能，砍柴

割草，吃苦耐劳，帮助家里和邻里干活。他开

了一个网店，帮助乡邻卖土特产，赢得了乡亲

们的信赖，规模不断扩大。可以说，陈智勇创

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他获得了“中国青年五

四奖章”“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

该剧给人的启示，就是“奋斗”两个字。陈

智勇克服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付出超常努

力，书写了自己的奋斗人生。有尊严地活着，

就要自立自强。赢得更多人的尊重，就要努力

创造社会价值，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陈智

勇做到了！其实，人生来就是奋斗的，无论是

正常人，还是身体有缺陷的人。命运把这扇窗

户关闭了，可能开启了另外一扇门。就像剧中

主人公陈智勇，先天缺陷并没有折断他心灵的

翅膀，他迎着命运逆风飞翔，飞得更高。从剧

中，我感悟到的是生命的力量。人对尊严的不

懈追求，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作为广播剧，《没有翅膀的飞翔》在制作

上 达 到 了 较 高 水 准 ，声 响 效 果 逼 真 ，悦 耳 清

晰 ，人 物 对 话 声 情 并 茂 ，剪 辑 流 畅 ，起 伏 得

当。广播剧将听众带入了时代场景，带入了

人 物 的 生 活 现 场 和 人 物 关 系 之 中 ，真 切 朴

实，真实可信。

可贵的是，这部作品是湖北省巴东县的媒

体人创作出来的，取材于当地真人真事。反映

自己身边的生活，接地气，有巴东文化气息和

乡土味，是地地道道的来自乡间的艺术创造。

由此可见，文艺创作的活力和生气在民间，来

自民间的声音醇厚动人。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聆听醇厚动人的声音
张德祥

▲河南省光山县中小学师生演出的儿童剧

《少年司马光》剧照。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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