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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音铿锵，余韵悠长。七月中旬，

由兰州戏曲剧院主办的“兰州之夏”秦

腔演出季在兰州金城剧院如期举行，

为广大戏迷带来了独特的艺术享受。

戏 曲 是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的 重 要 载

体，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占据着重

要的位置。秦腔，在金城兰州有着广

泛的群众基础。无论是在散布城区的

茶社，还是在依河而偎的公园，常常有

秦腔戏迷票友的身影，蟒袍水袖，舞动

人间浪漫美好；生旦净丑，比兴世事百

态千姿。他们热情如火的观演、乐在

其中的享受，无不彰显着秦腔独有的

艺术魅力，也为生活添上一道美丽的

风景。

兰州戏曲剧院是甘肃乃至西部地

区一个具有百年演变历史的专业艺术

表演团体。近年来，剧院勇于探索、大

胆创新，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并不

断探索创新发展之路。随着戏曲演出

市场的日渐活跃，剧院从以往演出经

营活动中不断总结积累经验，认真分

析城市戏曲市场受众特点，在充分准

备的基础上，推出了这次演出活动。

为了充分满足观众的需求，这次

演出活动在内容上精心准备，组织了

2 个折子戏专场和 1 台本戏场。折子

戏专场由许扣、何应虎、晁花兰、苟宝

龙 、王 新 、王 鸿 斌 等 近 年 来 在 甘 肃 戏

剧 红 梅 奖 大 赛 和 黄 河 流 域 红 梅 大 赛

中获得金奖的演员担纲，他们拿出自

己 的 看 家 本 领 ，倾 情 演 绎 了《穆 桂 英

大破洪州》《王三宝开荒》《宋江杀惜》

《挂画》《打镇台》等传统经典折子戏，

这 些 戏 生 、旦 、净 、丑 行 当 齐 全 ，唱 、

念 、做 、打 功 夫 并 重 ，还 包 括 了 抢 背 、

梢 子 功 、吹 火 、水 袖 、帽 翅 功 等“ 吃 功

夫”的“难”戏。

戏谚有云：“台上一分钟，台下十

年功”“一日不练手脚慢，两日不练减

一半，三日不练门外汉，四日不练瞪眼

看”，一个优秀戏曲演员的成就，无一

不是“夏练三伏，冬练三九”、随时随地

苦练不辍的累积。

参加这次演出的演员们还有剧院

组织的业务考核中的佼佼者。由晁花

兰主演的剧目，其中的“吹火”是秦腔

中最难掌握的特技之一。晁花兰的表

演胸有成竹、收放自如，显示出坚实的

实力。由许扣主演的《穆桂英大破洪

州》把穆桂英这个中国民间广为传颂

的巾帼英雄柔美和多情、智慧和英武

的性格特点完美融合，塑造了一个令

人喜爱的艺术形象。文武须生王鸿斌

主演的《打镇台》用帽翅功表现王镇矛

盾的心理状态，同时，他的行腔干脆利

落，对人物情绪把握准确，博得现场观

众一阵阵叫好声。

大型秦腔历史剧《廉吏于成龙》取

材 于 被 誉 为“ 天 下 廉 吏 第 一 ”的 于 成

龙 。 该 戏 成 功 地 塑 造 了 一 个 廉 洁 奉

公、勤政爱民的古代官员形象。兰州

戏曲剧院创排的秦腔版《廉吏于成龙》

根据上海京剧院同名京剧移植，由国

家二级演员、著名老生蒲建民，国家二

级演员、著名青年花脸演员姜甲利领

衔主演。

秦腔版《廉吏于成龙》不仅仅延续

了京剧版的精彩，更增添了秦腔艺术

的神韵。整台戏剧情构思精巧，主题

鲜明，人物形象丰满，剧情平中见奇，

特别是情节富于生活化，接地气，充满

正能量，易于和观众产生共鸣、共情，

是兰州戏曲剧院的招牌剧目。

于成龙的扮演者、兰州戏曲剧院院

长蒲建民以浑厚的戏曲功底和精准的

人物塑造能力，把人物饰演得有血有

肉、有情有义。特别是在“斗酒”一折

中，蒲建民饰演的主角端起酒碗一口一

口由慢至快的喝酒动作富于韵律、暗含

机趣，生动地表现了于成龙为了百姓利

益被迫饮酒的无奈、本来善饮的沉着以

及为争胜而无法掩饰的急切，“把戏演

活了！”这是观众对他的评价。

秦腔版《廉吏于成龙》富于趣味的

剧情、精彩的唱腔和道白、真挚朴实的

情感、稍微加快的节奏，使秦腔基于传

统的美学观念和现代社会的审美习惯

不断融合，从而使该剧成为更多年轻

观众的所爱。蒲建民介绍：“为了把更

好的艺术精品回馈给广大观众，兰州

戏曲剧院针对下乡演出需要，在演出

品质不减的前提下，特地将该剧舞美

进行了简约设计，使该剧在农村地区

演出广受欢迎。”

酒 好 也 怕 巷 子 深 。 在 活 动 开 始

前，兰州戏曲剧院通过微信公众号等

多种线上方式进行广泛宣传，同时，这

次演出采取商演售票模式，剧院在充

分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了亲民票价，得

到了广大戏迷观众的理解和接受。有

观众表示，花钱看戏是对戏曲艺术和

演员的尊重，他们觉得应该改变“赠票

看戏场场爆满、花钱看戏耿耿于怀”的

心态，这样才能推动演出市场良性发

展。这次演出场场爆满也说明兰州并

不缺乏钟情于戏曲的观众。

随时令而动，兰州戏曲剧院近年

立足演出市场，服务广大观众，相继推

出“ 金 城 之 春”“ 金 城 之 夏”秦 腔 演 出

季，为兰州市民奉上一道道精彩的戏

曲大餐，树立了很好的口碑。

“好戏还在后头。”蒲建民介绍，剧

院准备在这次演出的基础上，邀请相

关秦腔名家参与，持续推出相关演出，

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

需要，使“金城之夏”秦腔演出季成为

展示兰州文化形象的新名片。

(本文配图均由兰州戏曲剧院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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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味浓郁的唱念、优美婉转的曲调、生动

细腻的表演，优秀青年戏曲人才持续涌现……

平凉戏曲“青春”正当时。

历时 3 个月的平凉市 2024 年“盛世梨园

颂党恩”秦腔大赛经过预赛、决赛，于 7 月初落

幕。120 多名选手在展现精湛技艺的同时，也

展示了平凉各界涵养传统戏曲艺术生态取得

的良好成效。

一

《下河东》《跑坟》《打銮驾》《白逼宫》《斩窦

娥》《司文郎》《斩秦英》……秦腔名段轮番上

演，本次大赛通过秦腔清唱和折子戏的形式，

全面展示了近年来平凉市的秦腔艺术成果。

参赛选手中既有名师名家，也不乏后起之秀，

各年龄段齐上阵，唱念做打间，在舞台上演绎

出一段段精彩绝伦的故事。

获得专业组一等奖的景莉娜，2014年进入

剧院从事专业表演。她为这场秦腔大赛准备了

《锁麟囊》中的“寻亲”一折，饰演的角色是薛湘

灵。决赛中，景莉娜以灵动的眼神、飘逸的水袖

使其塑造的人物形象更加生动、饱满，并运用

“苦音”悲切唱法，将角色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时间观众掌声雷动，整个现场为之沸腾。

获得专业组一等奖的演员周眉生，表演的

是《清风亭》中的“追子”一折。他用心体会张

老汉一路跋涉、艰辛寻子的无助和悲痛，把情

感和思想融入角色表演中，在悲吟时如泣如

诉，在激愤时嗓音撕心裂肺，塑造出了一个感

人至深的艺术形象。

专业组的获奖选手来自平凉市泾河艺术

剧院、平凉市青年秦剧团、华亭市曲子戏传承

发展中心等，这些本地艺术院团及文旅企业是

平凉市的秦腔主力演出团体，拥有一批坚持长

年演出、勤于事业、艺有专长的优秀演员。

华亭市东华镇西关村农民王希学、静宁城

关中学教师温亚辉分获业余组优胜名次。王希

学带来的秦腔清唱《铡美案》粗犷豪放，形神兼

备，气贯长虹，给人以震撼和力量。温亚辉带来

的秦腔清唱《红灯记》行腔流畅，吐字轻巧，表演

沉稳、熨帖而精细动人，赢得戏迷的一片叫好。

“参加比赛不是为了名次，而是为了向各

位老师学习，可以说是收获满满。”温亚辉说，

“我将以这次大赛为契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让更多孩子也爱上传统戏曲。”

二

平凉是戏曲荟萃之地，除了秦腔艺术外，

曲子戏、灯盏头、碗碗腔、眉户等戏曲剧种都在

这片土地上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展现了平凉

丰厚的文化底蕴。

丰硕的戏曲成果源于良好的戏曲生态。

传道授业，“小戏骨”梨园追梦。平凉十分

重视戏曲人才培养工作，通过戏曲进校园、戏

曲社团建设等，为戏曲发展储备人才力量。戏

曲艺术家走进校园，演绎戏曲故事，普及戏曲

知识，生旦净末丑，手眼身法步，以娴熟高超的

表演技巧、节奏分明的情感拿捏、丰富多彩的

人物造型，带领孩子们进入戏曲天地，让孩子

们爱上戏曲，推动戏曲事业的传承与革新。

搭建平台，青年人才快速成长。近年来，

平凉市组织多场戏曲演出，为戏曲爱好者提供

展示的舞台和学习的机会，从文旅夜宴百日惠

民演出，到千场文化惠民演出……种类繁多的

文化演出潜移默化地提升着戏曲爱好者的艺

术素养。

培 养 名 角 ，形 成 扎 实 的 人 才 培 养 机 制 。

各个院团除了注重以师带徒、口传心授的人

才培养方式外，不断拓宽思路，推出“秦腔演

员个人专场”，为青年演员提供更多“实练实

战”机会，让青年人才的表演技巧稳步提升，

形 成 衔 接 有 序 的 老 中 青 人 才 梯 次 结 构 。 同

时，各院团根据自身不同的情况加大戏曲人

才培养，为青年人提供更多、更灵活、更高端

的平台来充电学习交流，为青年演员的全面

发展鼓足后劲。

深度挖潜，戏曲创作更上层楼。一方面

保留传统剧目，让一批鲜见于舞台的剧目得

以挖掘整理，一些彰显特色的代表性作品得

到 有 序 传 承 ，剧 目 体 系 更 加 完 备 ，舞 台 样 貌

更 加 丰 盈 ；另 一 方 面 创 排 新 剧 目 ，与 全 国 各

院团及名家进行艺术交流，把好的经验和精

品文化更好地融入戏曲创作中，《崆峒山下》

《月照无眠》《作画》等一批与时俱进、群众喜

闻乐见的精品剧目相继出炉，不断为平凉戏

曲事业的繁荣助力，也为戏曲人才打开新的

发展空间。

高水准的秦腔大赛对平凉市秦腔事业的

发展和地方特色文化的传承起到了积极的推

动作用，从选手们扎实的表演中，人们看到了

梨园薪火相传的希望。平凉市文化艺术研究

所所长陈路亚说：“本次比赛整体水平较高，选

手们唱念做打非常出色、让人惊喜，这表明秦

腔艺术人才辈出、后继有人。希望所有戏曲爱

好者把戏曲比赛作为难得的学习机会，取长补

短，在作品打磨中提升艺术修养，在艺术探索

中精进业务技能，争取将来取得更好的成绩，

在更大的舞台上绽放光彩。”

□ 柳 娜

戏曲“青春”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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