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俺包拯倒做了糊涂宰相，不由

本 相 我 暗 思 量 ……”河 北 省 石 家 庄

市赞皇县丝弦中心内，能容纳 800 多

人的剧场座无虚席，一场传统丝弦

剧《真假牡丹》正在这里精彩上演。

台上，苍劲古朴、激越悠扬的唱

腔让人回味无穷，耍帽翅、下高扑虎

等武戏动作令人目不暇接。剧情跌

宕起伏、场景精心布置，每到精彩之

处，剧场内便响起掌声和喝彩声。

丝弦是河北特有的古老剧种之

一 ，流 行 于 石 家 庄 、邢 台 、保 定 一

带。据记载，丝弦起源于明代万历

年间，清代同治以后渐渐成为具有

成熟声腔的舞台戏曲艺术。在发展

过程中，丝弦受当地风土人情和地

方 语 言 的 影 响 ，在 5 个 不 同 区 域 逐

渐形成风格流派相对独立的 5 个丝

弦 品 种 ，即 东 、西 、南 、北 、中 五 路 。

石家庄丝弦就是中路丝弦的代表，

是 石 家 庄 独 有 的 地 方 剧 种 。 2006
年，石家庄丝弦被列入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东路丝弦曲调明快，南路丝弦

音乐丰富，西路丝弦形态古老，北路

丝弦文武并重，而石家庄丝弦表演

热烈、火爆。”石家庄市丝弦剧团团

长刘如夺说。

“石 家 庄 丝 弦 为 板 腔 和 曲 牌 类

混 合 声 腔 系 统 ，有 传 统 剧 目 500 多

出，大部分为本剧种的剧目，也有相

当 一 部 分 是 从 昆 曲 、京 剧 、河 北 梆

子、晋剧、老调等剧种移植而来的。”

刘如夺介绍，像《空印盒》《白罗衫》

《小二姐做梦》《赶女婿》等，都是石

家庄丝弦的代表性剧目。

“石 家 庄 丝 弦 与 其 他 剧 种 的 最

大 区 别 就 在 于 它 独 特 的 唱 腔 和 音

乐。”石家庄市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

吴合利说，石家庄丝弦以真声唱字，

旋律向上大跳翻高，再用假声拖腔，

旋 律 顺 势 下 行 ，激 越 悠 扬 、慷 慨 奔

放。丝弦音乐属弦索声腔系统，唱

腔分官调、越调两大调式。其中，官

调曲牌多为长短句，越调曲牌多为

对偶句。丝弦乐队分文、武场，文场

乐器包括弦索、土琵琶、大三弦、小

三弦，即常说的四架弦。武场乐器

包括板鼓、大筛锣、大铙、哑钹等。

“石家庄丝弦具有朴实、热情又

大方的独特韵味。”刘如夺说，石家

庄丝弦的表演方式粗犷豪放，刻画

人 物 细 腻 传 神 ，动 作 夸 张 ，特 技 热

烈，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

和 许 多 传 统 剧 种 一 样 ，历 史 悠

久、底蕴深厚的石家庄丝弦也一度

面临传承困境。“剧团人才缺乏、演

员青黄不接、服装道具陈旧、各流派

之间交流不足等问题，导致很多地

方 剧 团 都 面 临 生 存 危 机 。”刘 如 夺

说 ，2006 年 起 ，在 政 府 的 大 力 支 持

下，剧团与石家庄市艺术学校合作

举办丝弦委培班，为丝弦传承培养

青年人才。如今，首批培训班的学

生 已 经 在 各 主 要 剧 目 表 演 中 挑 起

大梁。

“已经连续举办 5 届的‘东西南

北 中 ’五 路 丝 弦 优 秀 剧 目 展 演 ，也

给 各 路 丝 弦 提 供 了 同 台 献 艺 的 宝

贵机会，为丝弦在新时代进一步融

合发展奠定了基础，更让丝弦重新

走进了观众的心中。”刘如夺说，如

今 各 路 丝 弦 院 团 越 来 越 重 视 自 身

艺术水准的提高，彼此之间形成了

相 互 学 习 交 流 、共 同 发 展 的 良 好

氛围。

“这些年，在各方的努力下，丝

弦剧种迎来了发展的好时机，我们

肩负着传承创新的责任。我们会一

步一个脚印，将这一古老剧种发扬

光大。”刘如夺说。

石家庄丝弦—

苍劲古朴 慷慨奔放
本报记者 邵玉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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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的北京，春光明媚，绿意萌

动 。 一 场 文 学 的 对 话 ，同 样 生 机

盎然。

3 月 29 日到 31 日，中国作家协

会“万水千山总是情——欢迎港澳

作家回家”活动举行，40 余名来自香

港、澳门的作家和文化界人士通过

文学畅谈、创作研讨、名家对话、文

化 之 旅 等 活 动 ，深 化 交 流 ，增 进

情谊。

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介绍，

近年来，港澳与内地作家的交流日

益密切。开掘富有地域特征的本土

文化，记录一个时代的波澜壮阔，展

现一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与心灵

世界，正在成为广大作家的共同追

求。“当下文学发展呈现出全新的面

貌，我们可以在一部作品中看到各

类不同的元素，比如传统与现代、流

行小说元素和严肃文学主题，这就

是交融的体现。”阎晶明说。

“戏剧和文学的共同特点是讲

故事，文学可以用更广的视角，戏剧

创作则受限于一定的时空。”澳门文

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兼作家专委会

主任穆欣欣观察到，演艺新空间是

戏剧发展的新趋势，“新的戏剧模式

不仅要营造沉浸式体验，更需要有

文化内涵作为支撑，以戏剧的当代

表达回应观众的当代审美。”

当前，短视频受众颇广，人工智

能迅速发展，文艺创作该如何适应

时代发展？

“无论哪个时代，人们都需要深

度的阅读和思考。技术赋能会让文

字与影像的结合更具魅力，影视作

品往往会激发人们进一步去了解文

学作品。”国家广电总局港澳台办公室副主任燕旎说。

谈及今年初《人民文学》杂志走进直播间的尝试，《人民

文学》副主编徐则臣表示，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文学期刊

面临转型。“以前我们的工作在文章刊发后就结束了，现在

除了做好‘上游’的编辑出版工作，还要关注文学 IP 各类形

式转化的‘中游’和‘下游’，让更多优秀文学作品走向读

者。”徐则臣说。

近年来，“外卖诗人”等普通人的诗歌作品在网络走红，

进入大众视野。《诗刊》副主编霍俊明说，为适应时代变化，

2024 年全新改版的《诗刊》杂志开设了“数字诗界”栏目，从

新媒体平台发现更多的优秀诗人。

此次活动是“作家朋友，欢迎回家”中国作家协会作

家活动周今年的首场活动。近年来，中国作协联合港澳

作家组织、文学和文化机构，通过作家互访、举办作品朗

诵会、推出纪念专辑、开设文学营等多种形式，密切香港、

澳门与内地文学交往，深化交流合作。中国作协党组书

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宏森表示，“希望大家无论走到

哪里，都不要忘记中华文明之根，到祖国各地多走走、多

看看，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以自己的书写感受时代脉搏，

见证港澳发展、祖国繁荣的社会图景，以更加鲜活的创作

参与到新时代文学创造的伟大实践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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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月 1日电 （记者王珏）1 日，展览“紫禁城

与凡尔赛宫——17、18 世纪的中法交往”在故宫博物院开

展。该展览由故宫博物院和凡尔赛宫殿、博物馆及国家园

林公共机构联合主办，将持续至 6 月 30 日。

作为中法文化旅游年的重要项目，该展览以中法两国

外交、文化和艺术交流为主题，展出故宫博物院、凡尔赛宫

以及其他收藏机构的大约 200 件文物精品，展现 17 世纪下

半叶至 18 世纪的 100 多年间，中法双方在多领域往来交流

的历史。

该展览的开幕也标志着 2024 年“中法文化之春”在北

京正式启动。“中法文化之春”创立于 2006 年，旨在推动中

法两国艺术机构和艺术家之间交流对话，展现中法文化艺

术的创新与活力，增进两国民众间的了解和友谊。经过 18
年的发展，该艺术节已成为中法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紫禁城与凡尔赛宫”展览开幕

本报南京 4月 1日电 （记者姚雪青）日前，记者从南京

大学获悉：该校物理学院教授杜灵杰团队在量子物理研究

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们通过自主设计的极低温强磁

场共振非弹性偏振光散射系统，在砷化镓量子阱中对分数

量子霍尔效应的集体激发进行了测量，首次观察到了引力

子激发（引力子模）——引力子在凝聚态物质中的新奇准粒

子。3 月 28 日，相关论文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

据介绍，引力子和引力波对应，引力波已经被实验证

实，而引力子此前尚未被直接观察到。如果能证实引力子

的存在，可能有助于实现广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理论两大

理论的统一。

近年来，有理论物理学家提出，凝聚态物质中可能存在

着引力子激发，也被称为“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引力子”。由

于它的行为规律与引力子类似，被形象地称作引力子在凝

聚态物质中的“投影”。

2019 年，杜灵杰团队在分数量子霍尔效应中发现了一

种新的集体激发，这一结果被理论物理学家们认为可能是

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引力子存在的证据，并提出了检测该引

力子的关键自旋测量方案。

杜灵杰团队用 3 年多时间组装了一台新的设备装置，

主要测量参数、指标经过测试，都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通

过这一装置，杜灵杰团队在砷化镓量子阱中成功观测到分

数量子霍尔效应引力子，并分别从自旋、动量、能量三个角

度确认了相关实验证据。

据悉，这是引力子概念被提出以来，首次在实验中观察

到它的“投影”，为在凝聚态物质中研究量子引力相关物理

问题开辟了新的视野。

我科学家首次观察到引力子“投影”

本版责编：肖 遥 曹雪盟 陈世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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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舞台剧《帅孟奇》中，幕与幕

之间的常德丝弦说唱，串起了帅孟奇

波澜壮阔的一生。

“在这部四幕剧中，先后有 7 段

常德丝弦登场。你听这段板腔，是

‘ 川 路 一 流 ’，这 段 曲 牌 是‘ 渭

腔’……”常德丝弦名家、湖南省级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胡楠说起风格各异

的板腔和曲牌，如数家珍。

《帅孟奇》采用了常德高腔和常

德丝弦相结合的方式，用常德高腔演

绎人物故事，用常德丝弦说唱人物生

平。其中常德丝弦部分的编曲和导

演，正是胡楠。

“常德丝弦的曲牌很丰富，我有意

识地使用了很多比较冷门的曲牌。很

多观众听了之后都说，原来常德丝弦

还有这么丰富的曲调。”胡楠说。

“常德丝弦是一种以唱为主、以说

为辅，说、唱交替穿插的艺术，目前拥

有传统曲目 100多种。”胡楠介绍，从音

乐结构的分类上看，常德丝弦可以分

为曲牌体、板腔体和过场音乐三大类。

曲牌体是常德丝弦演唱中常用

的一种形式，曲调来源于民歌和小

调，经过艺人们不断加工提炼，形成

了具有常德地方特色的说唱曲调。

“曲牌体时长一般为三五分钟，难

以表达较为复杂的剧情。百年来，丝

弦艺术家们逐渐发展出时间上不受限

制的板腔体，这让常德丝弦可以表演

情节更复杂的‘丝弦戏’。”胡楠说。

常德丝弦还有一种过场音乐，用

于前奏、引子以及乐句之间。“今天我

们看到的常德丝弦，就是把曲牌体、

板腔体和过场音乐有机结合，形成的

复杂多样的曲目。”胡楠说。

常德丝弦是如何起源的？与常

德本地的人文底蕴、风土人情有什么

关系？

“常德是五省通衢的重要商埠，

江浙一带的乐师、表演者来到这里，

带来了当地的时调小曲，与常德的风

土人情和方言融合后，逐渐演变成独

具风格的常德丝弦。”湖南文理学院

教授、常德丝弦研究专家佘丹清说。

“常德丝弦讲究腔从字出、音随韵

转，旋律活泼俏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

色。”佘丹清介绍，常德丝弦在传播中，

有一个逐渐从雅到俗的演变过程。

佘丹清介绍，常德丝弦成形于茶

楼与酒肆，成为当时官宦商贾、文人雅

士、殷实人家喜闻乐见的“雅乐”。经

过数百年发展，常德丝弦逐渐成为群

众喜闻乐见的曲艺形式，如今依旧活

跃于常德各地的庙会、晚会等场合。

与多种艺术形式相融，也是常德

丝弦的特色。一方面，常德丝弦将大

量常德方言写入剧本，让常德丝弦的

唱词、对白有了独特的地方韵味；另

一方面，常德方言属于西南官话，与

普通话接近，各地观众都能听懂。“这

也让常德丝弦很容易与电影、电视

剧、通俗歌曲相融合。近年来《马马

嘟嘟骑》《湖南 YOUNG》等年轻人喜

爱的具有丝弦元素的作品，就体现了

这一点。”佘丹清说。

“首先要坚守丝弦艺术的特色，

要把更多的丝弦文献、丝弦表演用

现代化的手段保存下来，另外要在新

的时代条件下将这门艺术创造性地

发扬好。”佘丹清建议，要加强培育新

人的力度，并促进南北丝弦交流，让

丝弦艺术更好传承发扬下去。

常德丝弦—

音随韵转 说唱人生
本报记者 孙 超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扎实

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

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

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石 家 庄 丝 弦 、常 德 丝 弦 ，京

剧、昆曲、豫剧，苏绣、苗绣、潮绣，

竹编、棕编、柳编……我国地域辽

阔，山川锦绣，悠久的历史文化、

多彩的风土人情，滋养了丰厚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称看似相同

的非遗项目，在各地往往呈现出

不同风貌。不同剧种传唱着人们

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精巧手

艺 沉 淀 着 中 华 儿 女 的 勤 劳 和 智

慧。本版今起推出策划“辽阔的

大地 多彩的非遗”，呈现广袤土

地上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

时 代 的 传 承 发 展 中 绽 放 迷 人

光彩。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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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弦，从字面意思看，首先指

传统拉弦、弹拨类乐器所用的一种

弦，其次也作为此类传统乐器的代

称。在我国，以丝弦命名的艺术形

式主要分为戏曲和曲艺两大类，前

者以河北省的石家庄丝弦为代表，

后者以湖南省的常德丝弦为代表。

从 两 者 的 音 乐 和 表 演 形 态

看，南北丝弦之间并无必然的关

系。从起源及形成过程来看，南

北丝弦具有相似性，都是由元明

小令、小曲与各自地方音乐结合

发展而来。

作为传统戏曲形式的丝弦，

又名弦索腔、弦子腔、小鼓腔、女

儿腔、罗罗腔等，流行于河北省中

南部地区、山西省晋中东部以及

雁北地区。

早期的丝弦，伴奏乐器有三

弦、弦索等弹拨乐器。清光绪初

年，老调戏的剧目、音乐、表演等

传入丝弦班，自此丝弦与老调同

台演出。合班之后，主奏乐器改

为板胡、曲笛、笙等，唱腔以长短

句式的曲牌体为主，后逐渐演化

为曲牌与板式混合体。舞台表演

的主要特点是，剧中角色以第一

人称演故事，伴以歌舞，使用相应

的服装、道具等。

作为曲艺的丝弦，大约形成

于明末清初，由江浙一带传入湖

南的时调小曲和湖南本地的民歌

融合发展而成。主要流行于湖南

的常德、长沙、邵阳、衡阳等地区，

其中以常德地区的沅水、澧水一

带最为繁盛。

湖南各地的丝弦，演员采用口

头语言“说唱”故事，一人多角、跳

进跳出。演唱时用胡琴、扬琴、琵

琶、三弦等丝弦类乐器伴奏。因其

用当地方言进行演唱，艺人和观众

习惯以地名来称呼各自的曲种，如

长沙丝弦、常德丝弦、辰溪丝弦等。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曲

艺研究所研究员）

丝弦是曲艺也是戏曲
赵 倩

图①：石家庄丝弦《杨门女将》

剧照。

图②：石 家 庄 丝 弦《宗 泽 与 岳

飞》剧照。

图③：石家庄市的丝弦委培班

上，老师在指导学员。

图①至图③均为齐泽众摄

图④：常德丝弦演员在弹琵琶。

图⑤：演员们在常德丝弦广场

上弹唱。

图⑥：常德丝弦演员在弹三弦。

图④至图⑥均为欧阳建强摄

⑥⑥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辽阔的大地 多彩的非遗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