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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的奇葩

枞阳腔是明清以来兴起于安徽枞阳、石牌一
带的戏曲声腔，因用笛子或唢呐伴奏，又名吹
腔。此外，还有石牌腔、吹拨腔、安庆梆子、芦
花梆子等称谓。

有关枞阳腔的最早记载见于清乾隆四十三
年，严长明所著《秦云撷英小谱》，其云：“弦索流于
北部，安徽人歌之为枞阳腔（石牌腔，即吹腔），湖
广人歌之为襄阳腔；陕西人歌之为秦腔。”

作为徽班、徽戏的主腔之一，清初以降，枞
阳腔随徽班辗转，几遍天下，在一路传演中，又
被各地戏班争相“截留”并冠以新名，进而成为
多地戏曲的组成部分，一直流传下来。

“枞阳腔是中国戏曲的奇葩，300多年来不绝
如缕，至今许多地方剧种的吹腔依旧保留着原初
风貌，有惊人的一致性，在‘世之腔调，三十年
一变’的戏曲发展史上是罕见的。”中国艺术研

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王馗表示。

挖掘、整理、创排剧目

枞阳腔历经时代更迭、戏曲兴替，虽然至今还
依存于50多个剧种中，但在今天的铜陵和枞阳却
难以觅其踪迹。

“以铜陵市艺术剧院为例，以前主要表演黄
梅戏、京剧，很多戏曲演员对枞阳腔并没有什么
了解。”铜陵市艺术剧院院长、国家一级演员王
丽娟说。

王丽娟师承徽剧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遗
项目徽剧代表性传承人章其祥，为其吹腔戏的
亲传弟子，现为首批枞阳腔市级非遗传承人，
也是铜陵市艺术剧院传承枞阳腔艺术的领军人
物。由她带领的铜陵市艺术剧院，目前正着手
开展枞阳腔表演人才培养计划，进行枞阳戏的
恢复和编创工作。

近年来，除了对演员进行戏曲理论知识和表
演培训，铜陵市艺术剧院还通过搜集、整理其它
剧种中的吹腔选段，复排了 《贩马记》《昭君出
塞》《醉卧长安》等6出戏。这些剧目都以尽可能
恢复古时枞阳腔的表现形式为目标，同时在这个
基础上进一步创新。

“我们主要在乐队组成、乐器编配和表演方
式上，尽可能恢复古时枞阳腔的样式。”王丽娟
进一步说明，“不过由于时间久远，这些作品在
语言上已经融入当地方言特色，所以复排时会根
据枞阳等地的语言习惯调整，用枞阳方言和安庆
官话来表现。同时，根据历史资料，我们对表演
和身段也进行重新编排。戏剧服装则根据戏画像

《同光十三绝》，在色彩上进行了重新设计。”
据介绍，未来 5年，铜陵市艺术剧院将争取创

排3至4台小型折子戏、1台古装大戏，创作枞阳腔
新作品。

打造戏韵流芳的吹腔艺术

“铜陵希望将枞阳腔打造成戏韵流芳的吹腔
艺术。”铜陵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徐
常宁说。

近年来，铜陵市文化和旅游局在中国艺术研
究院戏曲研究所、安徽省艺术研究院支持下，制
定了 《枞阳腔传承保护和振兴发展工作手册》，
同时安排专人赴枞阳县及周边地区摸排大鼓书、
老戏班、民歌手中的民间老艺人，收集整理民间
戏剧的故事原本、剧本和曲谱，邀请声腔艺术专

家根据枞阳腔的声腔艺术特色，创新改编曲调形
式，挖掘整理唱段，积极推动枞阳腔传承保护和
振兴发展。

为了更好地普及枞阳腔，铜陵市还将其纳入
“戏曲进校园”“送戏进万村”等活动。“首先要
让本地群众特别是孩子们了解枞阳腔，让他们从
小感受到中华戏曲艺术的魅力，了解并喜爱上枞
阳腔这个古老声腔。”徐常宁说。

“枞阳腔不仅是铜陵的独特遗产，更是中国
戏曲的宝贵财富。传承保护好这一历史文化遗
存，是每一代铜陵人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铜
陵市长孔涛说。他表示，今后铜陵将继续挖掘、弘
扬、普及、创新枞阳腔，加快整理复排传统曲段，创
作排演大型剧目，编辑出版理论丛书，发掘培养中
青年后备人才，构建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非遗
生态体系，使枞阳腔这支流传了 300多年的戏曲
薪火相传，更好地展示于当代、流传于后世。

“希望经过此次挖掘整理，枞阳腔能在铜陵
完成跨越时代、跨越地域的戏曲文化传承。”王
馗说。在他看来，这是一次文化基因再生再造的
实验，不论成败，都会为今天的非遗保护、戏曲
传承发展，提供独特的实践路径。

用昆曲演绎现代人物，怎样才吸引人？近
日，由北方昆曲剧院创排的大型原创昆曲《林徽
因》在北京首演，以典雅灵动的舞台呈现、诗化
写意的表演风格、酣畅淋漓的唱腔唱段赢得现场
观众的好评，为中国古典戏曲艺术创新现代题材
表现手法再做探索。

林徽因是现代杰出的建筑师、学者、诗人、
作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
主要设计者。作为我国第一代女建筑学家、建筑
史学家，她与梁思成一起成为该学术领域的开拓
者，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
础。近年来，许多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从不同侧面
讲述过林徽因的故事，但把她的经历改编成戏曲
作品的却并不多见。

昆曲 《林徽因》 由颜全毅执笔、杨小青执
导、顾卫英主演，全剧通过“英伦岁月”“佛光

寺”“李庄苦难”“人民英雄纪念碑”“拆城之
争”等林徽因的多个人生重要节点，构织戏剧情
节，细腻深入地描写了林徽因致力于建筑与美术
事业，并为此付出一生心血的传奇人生，表现了
一个现代女性在时代风云和巨大转折中的人格养
成和情感发展，抒写了林徽因、梁思成相濡以沫
的夫妻情感以及深沉厚重的爱国情怀。

用昆曲表现现代女性是一个新课题，主创团
队为此投入大量精力进行创新和融合。饰演林徽
因的闺门旦演员顾卫英表示：“昆曲演的是古代女
子，尤其是旦角儿，四功五法、唱念做打，都是传统
程式化的表演，而《林徽因》是现代戏，演的是现代
人，表演系统要有所选择地取用、重组。”

如何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融合？《林徽
因》在尊重昆曲艺术核心特色的同时，有意识地
将现代诗歌、当代审美融入剧目中，突出主题意
蕴的现代挖掘和人物情感的艺术表达，力图为观
众呈现出一个清新优雅的文化名人形象，还原一
个真实生动的林徽因。

“林徽因温文尔雅、安静婉约的人物形象与

中和雅正的昆曲之美，具有天然的契合。”顾卫
英说。在她看来，林徽因自身的文化积淀、对文
化的坚守和对事业的执着，非常契合昆曲从古到
今的传承精神。这种古与今的融合、文化与人的
融合，让戏曲艺术在传承与创新中很容易找到共
通点，也令观众很快就能产生共鸣。

山河动荡、家国变迁是昆曲艺术常见的题
材，昆曲 《林徽因》也很好地继承了这一传统，
并吸收了当中的精华。剧中再现了日寇侵华大
背景下，林徽因夫妇为国家命运发出“仓皇样貌
重重叠叠现，雨中无助昏昏沉沉站”的悲叹，在
颠沛流离中始终坚持对建筑事业的热爱。新中
国成立后，他们放弃去美国发展事业的机会，
选择留下来建设新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徽、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做出重要贡献。

“我们创排这部剧正是要将林徽因、梁思成
等具有爱国精神的时代人物搬上舞台，用昆曲诗
情画意的舞台去展现家国情怀，引领时代风向，
让传统文化浸润更多当代年轻人的心灵。”北方
昆曲剧院院长杨凤一表示。

安徽铜陵市挖掘恢复枞阳腔

沧海遗珠焕发新生机
本报记者 徐 靖

安徽铜陵市挖掘恢复枞阳腔

沧海遗珠焕发新生机
本报记者 徐 靖

“提起我的苦来苦煞
人，家住在汉中府褒城县，
邻友里居住马头村……”舞
台上，女演员唱腔悠扬婉
转，男演员唱腔沉雄豪迈，
现场乐队中没有京胡和二
胡，一名笛子演奏演员十分
显眼。这是中国传统戏剧
《贩马记》的选段，京剧、昆
曲等剧种的重要作品，然而
说它是京剧，不完全一样，
说它是昆曲，也不完全一
样。它就是中国戏曲江湖
上“失传”已久，却一直“存
在”的唱腔——枞阳腔。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工 作 的 意
见》，为非遗的保护传承带来极大
助力。作为非遗的典型代表，中医
药非遗是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精
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
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发
展好中医药非遗是坚定文化自信、
建设文化强国、健康中国的重要途
径。我们要主动担当，积极作为，
共同擦亮中医药这块金字招牌。

当前，中医药非遗在保护制度
构建、保护名录编制、人才队伍培
养、走出去等方面取得较大成绩，
但仍有一些需要提升的空间。例
如，目前中医药非遗项目和传承人
数量相对较少，如何进一步完善保
护制度体系，加大对弱势项目的支
持力度是保护工作的关键。相关部
门应尽快开展专项调查工作，进一
步掌握保护传承现状，开展后续跟
踪工作；建立相关古籍与传统知识
保护数据库，推进活态传承；加强
传承人培养，提高代表性传承人的
社会地位，支持符合条件的代表性
传承人依法取得医师资格。

老树欲发新枝，缺乏创新性发
展则难以为之。中医药非遗要更
大程度地探索医教研企机构协同
创 新 ， 构 建 完 善 产 业 链 、 服 务
链 、 创 新 链 生 态 。 创 新 性 发 展 ，
科技助力不可或缺，人才活力亟
待激发。可以探索建设科技创新
平台，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
科 技 创 新 体 制 机 制 ， 开 展 多 学
科、跨领域的研究。

中医药非遗在卫生、经济、科
技、文化和生态等方面有很大的潜
在价值，对相关价值予以挖掘和激
发，能够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可以探索中医药非遗融入现
代生活的路径，使其转化为民众能
够用得上、用得好，具有鲜明时代
特征和民族特色的健康产品。寻求
中医药非遗与市场经济的新结合
点，用现代产业理念和市场经济法
则进行转化开发，形成一批高质量
品牌。

中医药非遗要实现高质量发
展，理应更大程度地实现跨界融

合。从当前广大群众的实际需求
和积累的经验来看，“+旅游”“+互
联网”“+养老”“+康养”等备受瞩
目，中医药非遗特色小镇、特色
园区、文创街区、旅游度假区等
综合体前景广阔。通过相关类型
的跨界融合，有助于实现科技创
新、产业创新，培育新业态，重
塑新格局。

传承与传播是非遗保护的两个
翅膀，缺一不可，中医药非遗同样
需要多渠道、多方面、多层面的传
播。可以广泛利用现代传播手段，
如网络直播、短视频、VR 等；推
进中医药非遗进校园、进社区；引
导开发一批有价值有影响的音频视
频节目、电视剧、电影、专题片、
动漫作品；推进活化展示，建设运
行中医药非遗古籍和传统知识数字
图书馆、博物馆；兴建中医药非遗
馆、研习所、体验基地等。同时，
中医药非遗也须积极“走出去”，推
进建立国际交流与合作机制，创新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方式和途径。

（作者单位为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协会中医药委员会）

本报电（杨文瑛） 10 月 20 日至 29 日，珠海
民族管弦乐团携大型民族管弦音乐会《乐从大湾
来》、何占豪经典作品专场音乐会以及大型民族
交响组曲《簕杜鹃与金莲花》晋京展演，献礼澳
门回归祖国22周年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
此次展演由中共珠海市委宣传部、中国对外文化
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珠海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中演演出院线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承办。

珠海民族管弦乐团成立于2019年，乐手平均

年龄不到26岁，是全国最年轻的民乐交响乐团。
此次展演带来的精品剧目展现了乐团扎根岭南的
艺术特色及演奏实力。其中，《乐从大湾来》 通
过改编《赛龙夺锦》《思乡曲》《娱乐升平》等广
东名曲进行民族管弦乐队演奏，演绎了珠海的历

史文化、风俗民情、人文传说；《簕杜鹃与金莲
花》以民族音乐的表现形式，阐述了1999年澳门
回归祖国后，在“一国两制”伟大实践中，在粤
港澳大湾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背景下，
珠澳两地人民情同手足、融合发展的依存关系，
谱写珠澳一家亲的和谐华美乐章。

此次展演获得热烈反响。珠海演艺集团艺术
总监邹建红表示，作为珠海演艺集团成立2周年
之际推出的特区文化新品牌，珠海民族管弦乐
团晋京展演不仅让年轻院团在首都接受观众检
验，而且展现了岭南民乐新国潮和粤港澳大湾
区文化事业发展的新气象。未来演艺集团将继
续推出更多有高度、有品质，反映中国气派、
时代精神、岭南特色、珠海风骨的文艺精品，
为加快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和粤澳文化融合
发展增益添彩。

本报电（李红艳） 10月18日至
26日，大型京剧交响套曲 《京城大
运河》 在上海、杭州、南京、扬
州、南通、宁波和苏州 7 个城市进
行巡演。这部“北京大戏”由北京
市文化和旅游局出品，北京文化艺
术基金资助，北京交响乐团、北京
京剧院联手打造。

《京城大运河》 是我国第一部
以京城大运河为题材的舞台艺术
作品，以传统京剧与西方交响乐

融合的形式，描摹大运河北京段
历史发展脉络，彰显北京城独树
一帜的历史文化风貌。这部作品
包 括 序 曲 和 《一 支 塔 影 见 通 州》

《天上的星星郭守敬》《漂来的北
京城》《致敬大运河》 4 个乐章，
综合舞美、灯光、服装、多媒体
等多种舞台元素呈现，由北京京
剧院、北京交响乐团、北京音协
合唱团联袂演出，阵容庞大，气
势恢宏。

《京城大运河》七城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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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登上昆曲舞台

展现时代巨变中的文化坚守
本报记者 郑 娜

▲大型昆曲《林徽因》舞台照▲大型昆曲《林徽因》舞台照

上图：枞阳腔（吹腔）《昭君出
塞》选段 表演者：王丽娟

下图：枞阳腔（吹腔）《徐策跑
城》选段 表演者：范奕兵

珠海民族管弦乐团携

精品剧目晋京展演

▲《乐从大湾来》演出现场

近日，教育部、中宣部联合
发布了 《第 40 批向全国中小学生
推荐优秀影片片目》，包括供小学
生看的 《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
的 家 乡》《最 可 爱 的 人》《鹭 世
界》《忠爱无言 2》《彩云深处》，
供中学生看的 《金刚川》《奋斗吧
中华儿女》 等 8 部电影。这些影片
题 材 丰 富 、 类 型 多 样 、 内 容 活
泼 ， 兼 有 娱 乐 趣 味 和 教 育 价 值 ，
很适合孩子们观赏。

爱祖国、爱家乡是爱国主义
教 育 的 基 本 内 容 。《我 和 我 的 祖
国》 聚焦于大时代中的 7 个普通
人，见微知著地展现了中华民族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辉 煌 历 程 。《我 和 我 的 家 乡》 以

“脱贫攻坚”为叙事轴线，讲述了
发生在我国东西南北中的 5 个小故
事。两部作品将厚重的时代主题
沉潜于畅快的视听形象中，生动
反映了全国各地日新月异的新变
化以及全国人民努力奔小康的新
风貌。

《最可爱的人》（动画片） 再
现了杨根思、邱少云等烈士的感
人事迹。《金刚川》 描写了志愿军
赴汤蹈火的英雄气概。这些作品
彰显了先辈们捍卫和平的壮志豪
情，也凸显了由战争造成的惨痛
创伤，从而印证了和平与发展才

是人类的永恒主题。
引导孩子们去关心环境、关爱

他人，培养他们的同情心、同理
心和社会责任感，是中小学品德
教育的真谛所在。《鹭世界》（纪
录片） 以黄河中游的一只小苍鹭
作为银幕焦点，让孩子们真切感受
到大自然的美好与脆弱，由此增强
了环保意识。《忠爱无言 2》 描写了
一位自闭症儿童与一只小狗相互陪
伴的点点滴滴，刻画了人与动物的
真挚情感。《彩云深处》讴歌了一位
退休教师在山区义务支教的奉献精
神——这种不恋安逸、造福社会的
品格，无疑应当成为“祖国未来”
的人生底色。

美育对熏陶中小学生的精神气
质有重要作用。《奋斗吧中华儿女》
是我国首部 4K 音乐舞蹈史诗影片，
它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文艺晚会作为表现主体，采用声
乐、舞蹈、朗诵、情景表演、影像
史料等多种形式，呈现了中华民族
的百年沧桑与发展成就。

迄今为止，教育部和中宣部已
向 中 小 学 生 推 荐 了 40 批 优 秀 影
片，社会反响良好。这项事业在
未来仍有广阔的探索空间，期待
有更多反映时代精神、体现社会
需求的优秀影片出现在中小学生
的观看片单中。

中小学生推荐影片再增8部

在影像中触摸时代脉动
史博公 官雪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