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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甘肃省文旅厅、甘肃省文联和第七届黄

河流域戏剧红梅大赛组委会主办的第七届黄

河流域戏剧红梅大赛日前在白银市会宁县举

办，来自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

陕西、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13 家省级戏剧家协会选送的 145 名

参赛选手同台献艺，500 多名演职人员齐聚一

堂，30 多个剧种及器乐演奏节目交相辉映，成

就了一场异彩纷呈的戏剧艺术竞技演出。

因“河”而起的浪漫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是中

华文明的发源地，绵长的历史和广袤的山川，

孕育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戏剧资源。

黄河流域戏剧红梅大赛以戏剧艺术为纽带，联

系起沿黄地区多个剧种，逐渐成为深受观众喜

爱的舞台、戏剧演员交流技艺的平台、各剧种

争奇斗艳的擂台。

以戏剧艺术的形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推动中华戏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第七

届黄河流域戏剧红梅大赛的基本宗旨。本次

大赛自 6 月发布通知以来，沿黄各省级剧协积

极行动，初选参赛演员，审看参赛作品。初选

竞争激烈，也因此成就了此次大赛的高起点、

高水平。

本次大赛在黄河支流祖厉河流域的甘肃

会宁举办，缘自会宁极其浓厚的戏剧氛围。本

次大赛既是甘肃戏剧工作者充分展示自身才

艺、向外界同行学习的绝好机会，也是外界更

好了解甘肃戏剧艺术的良好契机。

因“剧”而成的瑰丽

地方戏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形式，具有鲜明的地

域性，深刻反映着当地人民的生活、情感和思

想，是地方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一地

历史和文化的浓缩，更是民族智慧、情感和价值

观的艺术再现。每种戏曲都蕴含着独特的文化

内涵和地域特色，如京剧的雍容华贵展现了恢

宏的气派和厚重文化，川剧的变脸展示了巴蜀

人民的机智幽默，秦腔的粗犷豪放便是大西北

人民情感的真实抒发。地方戏通过舞台上的唱

念做打，将历史故事、民间传说、风俗习惯等以

通俗易懂、充满趣味的方式传递给观众，同时也

让传统美德和价值观以美的形式深入人心。

除京剧、秦腔外，本次大赛荟萃了“百戏之

祖”昆曲、唱不够的评剧、“跳”“舞”不歇的商洛

花鼓、用“西皮”和“二黄”武装的汉调二黄、燕

赵文化的杰出代表石家庄丝弦，还有河北梆

子、枣梆、北京曲剧、弦板腔、北路梆子、山东梆

子、陇剧、阿宫腔、四股弦、二人台、蒲剧、吕剧、

上党梆子、眉户等，让观众们“看着舒坦、听着

过瘾、想着受用”。不同剧种风格不同，特色各

异，但一扮一演中表达着热爱和自信，无论是

选手精致的妆容，还是优美的唱腔、华美的服

饰都传递着一种积极向上、各美其美、美美与

共的审美共识。

在比赛剧目限定的短短 9 分钟里，演员们

通过一段段耳熟能详的故事和形象典型的人

物，尽情传递戏剧的情感深度和文化价值，传

递着人间温暖，传递着做人的哲学和人生的智

慧，让观众通过角色和故事探索自我，理解生

活的真谛，实现个人成长和自我超越。

“笑有笑的规矩，哭有哭的艺术。”来自甘

肃省敦煌艺术团的马强在京剧《法门众生相》

中饰演的贾桂，句句念白声情并茂，把一个“在

主子跟前是奴才、在奴才面前是主子”的太监

的生活状态、人生况味表现得十分到位。来自

天津的侯佩志，在京剧《时迁偷鸡》中饰演时

迁，用点燃的纸代替鸡肉，通过当众“吃火”展

示了咀嚼间口喷火焰而不致燎泡的绝技，烟火

吞吐之间，是火焰的灼热和鸡肉的香醇之间

“像与不像”的极大反差，观众无不为之惊叹。

此次大赛中，作为国粹的京剧有来自各地的 19

折作品参赛。

流行于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地

的秦腔，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本次大赛有来

自上述地区的秦腔折子戏 52 折，分别在第一、

第二、第三场集中演出。从参赛剧目来看，传

统折子戏占多数。秦腔《昭君出塞》《访寒窑》

《三娘教子》《鬼怨》《寻亲》等通过正旦、青衣唱

做工并重的戏，很好地表现出演员的功力和风

采。平凉泾河艺术剧院的王洁在秦腔《鬼怨》

中的表演，以轻盈舒缓的台步，在时顿时进中，

熟练运用抛、撒、收、转和高抛低按、托挑甩抹

的水袖功夫，间以突出腰功和腿功的“慢卧鱼”

特技，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李慧娘内心的跌宕错

落，把一个复仇女性的柔情、恨意表现得淋漓

尽致。兰州文理学院张春燕表演的秦腔《三娘

教子》，质朴、沉稳，把一个十年来呕心沥血、为

抚养倚哥成人受尽艰辛的王春娥的灰心、绝

望、悲愤继而又权衡、包容、谅解、平复的心理

刻画得惟妙惟肖。

豫剧《花妈妈昨日来对我言讲》表现了一

个少女在期待美好婚姻时急切、慌乱和对未来

最美好的期待。由青海省演艺集团平弦剧团

许仲远带来的青海平弦戏《武大郎卖饼》运用

“矮子功”把一个“身不满五尺，面目丑陋，头脑

可笑”的武大郎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青海

藏剧团完么吉在安多藏戏《玉镜》中饰演金城

公主，让人耳目一新。安多藏戏是在民歌、民

间说唱、民间舞蹈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将

歌剧、舞蹈、哑剧糅合在一起，用多种手段塑造

艺术形象和展开剧情，唱腔按民间说唱、民歌

等素材提炼而成，娓娓道来的安多方言，把观

众带入了神奇而优美的藏乡。陇剧《龙宫借

宝》中钟声把孙悟空猴急躁敏捷的动作特点、

敢于战斗的叛逆性格、神的变化莫测有机融

合，准确表现出孙悟空的独特一面。尤其是他

设计的迎空接剑堪称一绝：一把宝剑高高抛

起，剑锋垂直而下，“孙悟空”则不慌不忙，一个

转身，右手执着剑鞘，空中的剑锋恰巧合到鞘

内，险而又准……

从众多折子戏的表演中，观众看到了戏剧

人传承的坚定和笃行。多剧种同台竞艺，不仅

是时空上的物理交汇，更是在戏曲程式、风格

审美、表现手法等方面互相碰撞和交流借鉴，

有助于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因爱而兴的梦想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甩发、抢背、

“僵尸倒”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诠释着戏曲演

员用智慧、勇敢所铸就的戏曲荣光，也昭示着

戏曲演员勤学苦练所寄托的艺术梦想。第七

届黄河流域戏剧红梅大赛，为有梦想的戏剧人

搭建了舞台。在短短的 5 天里，观众既共同见

证了众多优秀年轻演员的成长，也感受到戏剧

艺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强大力量。从二十

岁到四十岁，参赛演员用最美的年华传承戏曲

文化，台上互动，台下交流，成功的喜悦、失败

的沮丧、技艺的得失、对人物的理解和创造，都

成了他们之间的话题。借助媒体平台全程录

制比赛实况，并开辟第二现场和比赛演员实时

互动，使很多年轻演员的风采得以充分展示，

不断彰显着戏剧的审美价值。

通 过 此 次 大 赛 ，感 受 戏 剧 人 的 责 任 和 使

命，我们内心升腾着因为拼搏而兴起的美好梦

想，憧憬着传承创新的美好未来。

（本文配图除署名外，均由周新刚拍摄）

——第七届黄河流域戏剧红梅大赛综述

□ 石小军

以 戏 为 媒 编 织 美 好 未 来

秦腔是流行于陕、甘、宁、青、新等地的地

方剧种，它深深植根于高原沃土，源远流长，有

“梆子戏鼻祖”之誉。1936 年刊行的《辞海》“秦

腔条释文”指出：“秦腔明代中叶以前，在陕西、

甘肃一带的民歌基础上形成，发展过程受到昆

曲、弋阳腔、青阳腔等剧种的影响，音乐板腔

体，明末清初流行全国各地，对许多剧种有不

同程度的影响，而成为梆子系统的代表剧种。”

从现有历史资料可以看出，秦腔是陕西、

甘肃一带（古秦地）的一种土生土长的民间艺

术，它是在民歌、舞蹈、说书和劝善调等讲唱文

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劳动人民用以表现

封建时代宫廷斗争和民间生活故事为主要内

容的一种戏曲艺术形式。

1924 年，鲁迅先生在西安看了秦腔之后，

亲笔写了四个字“古调独弹”，赠给易俗社。显

然，鲁迅先生首先看到的是秦腔古老的一面。

秦腔是历史悠久的剧种，其最早可追溯到

三千年前的先秦时期。秦腔的历史尽管相当悠

远、漫长，但它的形成，大致可分为秦风—秦声

—秦腔三个阶段。秦人用秦乐、秦声歌唱《诗

经》中的《风》。所以，历史上把先秦的这段弦歌

时期称为秦风时期；从先秦到魏晋六朝，是秦声

时期，秦腔即将入室登台；由金元院本发展而

来，至明清时期，秦腔的发展已十分完备，成为

中国“四大声腔”之一。清人徐珂《清稗类钞·秦

腔戏》中称：“乾隆中叶，秦腔大昌于京师。唯秦

中梆子，则无间生旦净末，开口即黄钟大吕之中

声……盖出于天然……及乾隆中叶……秦腔应

运而生，雍容圆厚，所谓治世之音者是也。”

“昆调秦腔换羽商，百钱随意坐伶场。”这

是“秦腔大昌于京师”的真实写照。

秦腔班与“徽班”长期同台演出，相互取长

补短，最终形成了现代京剧。

中国戏剧理论家齐如山先生早在 20 世纪

30年代就在其论文《中国戏曲源自西北》一文中

指出：“国人若想研究戏曲，非到西北去不可；世

界人想研究中国戏剧，非到西北去不可。”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也说：“秦腔

跟京剧有密切的关系，除腔调之外，剧本、表演

等方面，也都有相似的地方。”

秦腔特别强调剧目的道德教化功能。“寓教

于乐”“高台教化”的“人师”戏道，渗透在民众的

生活之中，对人们的道德、情操、伦理、观念给予

深远的影响。戏剧的高台教化不是干巴巴的说

教，而是通过典型人物的命运表达出来的，让观

众有感同身受的感觉，在喜闻乐见的娱乐中潜

移默化地演绎着。很多人因此而了解历史文

化，明晓“礼义廉耻”。戏曲故事恰恰又是把历

史演进、朝代兴替、人情物理、为人处世尽收囊

中。看似粗粝、倔强的秦腔，是来自华夏古风和

民间文化的汩汩流动声，是深沉、强劲的生命呐

喊。不信你看，在无数个乡村舞台前，只要演秦

腔，就有黑压压簇拥在一起看戏的人群；只要大

幕拉开，即使满街泥泞、细雨纷纷，抑或天寒地

冻、大雪飞扬，也不缺无视雨淋、顶风冒雪的看

戏人，他们每个人完全把自己的心情融入台上

剧中人的喜怒哀乐之中。台上角色哭，台下观

众泪流不止；剧中人欢天喜地，观剧者则欢呼雀

跃。在观看戏剧的过程中，人们知良善、辨忠

奸、识美丑、弃忤逆、明孝道……秦腔戏曲的高

台教化，使观众能从中得到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文艺工作

者曾用秦腔形式，创作、演出《血泪仇》等现代

剧，对于革命宣传和艺术改革都起了积极作

用。凡此种种，秦腔这一古老剧种对启迪人们

心智的作用不言而喻。

著名戏剧家尚长荣曾说著名戏剧家尚长荣曾说：：““秦腔作为梆子秦腔作为梆子

戏的鼻祖戏的鼻祖，，其剧目内容古老丰富其剧目内容古老丰富，，文化底蕴深文化底蕴深

厚厚，，表现形式慷慨悲壮中不失委婉细腻表现形式慷慨悲壮中不失委婉细腻，，是中是中

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 杨映华

话说秦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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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回荆州》剧照

秦腔《杨门女将》剧照 京剧《天女散花》剧照 杨友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