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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亚杰

生旦净末丑，好戏连台；唱念做打
舞，掌声不断。这个夏天，对于水城的
广大戏迷朋友们来说真是“过足了瘾”。

7月14日—25日，2023第二届黄河
流域戏曲演出季在我市举办，12 天时
间，18场演出、22个剧种，来自沿黄九省
区的98位优秀中青年戏曲演员集体亮
相，共赴“黄河之约”，带来了一场馨香
四溢的戏曲盛宴。

此次黄河流域戏曲演出季由文化
和旅游部艺术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
厅、聊城市人民政府主办，聊城市文化
和旅游局、山东地方戏联盟、山东省柳
子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承办，分为优秀
中青年戏曲演员展演和优秀剧本改稿
会两大板块。一名名戏曲新秀、一位位
传承英才联袂登场，曼妙的身段，优美
的唱腔让场场演出座无虚席，叫好声连
连。

大河奔流，蜿蜒曲折。千百年来，
黄河作为母亲河，滋养着沿岸人民，并
诞生了绵延千年的黄河文化。丰富多
样又独具特色的黄河流域戏曲剧种，通
过艺术的表现形式，绘声绘色地讲述着
黄河岸边的故事，折射着黄河文化的内
涵。

青海省，是黄河的发源地，戏曲剧
种繁多，有平弦戏、秦腔、眉户戏、花儿
剧等。其中，平弦戏的曲调优美，唱词
典雅，是青海地方戏中的阳春白雪。舞
台上，青海省演艺集团平弦剧团的优秀
青年演员沈佩瑶带来的平弦戏《白蛇
传·断桥》选段，一开场就让观众啧啧称
叹。扮相俊美的青衣，圆润饱满的唱
腔，余音袅袅，回声嘹亮，让人欲罢不

能。
川剧，俗称川戏，主要流行于中国

西南地区川渝云贵四省市的汉族地区，
是融汇高腔、昆曲、胡琴、弹戏和四川民
间灯戏五种声腔艺术而成的传统剧
种。褶子功、鬼狐步、提假人、甩水发，
舞台上，由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四川省青
年团的优秀青年演员刘城成带来的川
剧《活捉三郎》选段，让台下观众看得如
痴如醉。

京剧，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戏曲剧
种，被称为“国粹”艺术，以二黄、西皮为
主要声腔。甘肃省京剧团青年演员潘
钰带以敦煌文化为底蕴、讲述丝绸之路
上悲欢离合的京剧《丝路花雨》，让国之
瑰宝尽情展现着它独特的魅力。

黄河九曲终入海，在山东戏曲的百
花园里，有格外芬芳艳丽的一枝，那就
是山东最古老的剧种——柳子戏。戏
曲史上四大声腔“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中的“东柳”指的就是柳子戏。山东省
柳子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的优秀青年
演员刘海霞带来的柳子戏《失子惊疯》
选段，时而唱念做打，时而水袖上下翻
飞，唱腔婉转动听，无不散发着六百年
柳子戏的魅力。

二人台，是流行于内蒙古自治区中
西部及山西、陕西、河北三省北部地区
的戏曲剧种，因其剧目大多采用一丑一
旦二人演唱的形式而得名。内蒙古艺
术剧院的一级演员、市级二人台非遗传
承人武燕妮为大家带来的二人台剧目

《喜上喜》笑中有泪，泪中有情，引发台
下观众的强烈共鸣。

……
文化的繁荣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百

花齐放。演出季期间，既有京剧、豫剧、

川剧、秦腔等全国知名剧种，也有吕剧、
晋剧、二人台等地方重要剧种，更有柳
子戏等“天下第一团”剧种，剧种门类繁
多、风格各具特色，让广大戏迷过足了
戏瘾。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闭幕式
上，30 名优秀中青年戏曲演员被授予

“2023第二届黄河流域戏曲演出季表演
艺术传承英才”荣誉。汗水和荣誉，共
同见证了舞台上铿锵有力的青春模样。

演出季期间，我市还举办了优秀剧
本（剧目）研讨会、“名角在聊城”视频拍
摄等一系列丰富的活动，多维度展示灿
烂的黄河文化，立体化呈现黄河流域戏
曲文化繁荣的新气象。演出季期间平
均上座率超90%，大大丰富了人民群众
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了戏曲传播力和
影响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
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
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
使命。”2023第二届黄河流域戏曲演出
季的举办恰好为新时代戏曲艺术的传
承发展、戏曲人才的培养储备打下坚实
基础，彰显了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
信。

戏曲，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承载着
丰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魅力。弘扬中
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中国戏曲，我辈
责无旁贷。“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
丢掉这门艺术；认真听戏、用心欣赏戏
曲之美，更好地薪火相传老祖宗创造的
艺术瑰宝，我们才能进一步增强文化自
信自觉。”台下，接连看了十余场演出的
老戏迷陈应生说。

共赴“黄河之约”共飨文化盛宴
——写在2023第二届黄河流域戏曲演出季闭幕之际

黄河岸边“大合唱”
■ 本报记者 刘亚杰

“娘娘有旨，陈琳进宫……”7月18
日晚，在聊城市京剧院，来自宁夏演艺
集团秦腔剧院的中青年演员送上的秦
腔盛宴，让水城戏迷朋友直呼过瘾。热
烈而又细腻的表演风格，也让观众对秦
腔这一特色剧目有了更多的了解。

“演员装扮独具特色，剧情故事
精彩纷呈，舞台表演细致到位，让我
们大开眼界。”50 岁的戏迷刘孟福目
不转睛，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的瞬
间。

京剧、秦腔、吕剧、柳子戏、山东梆
子、蒲剧、豫剧、川剧、陇剧、平弦戏、曲
剧、越调，演出季十余天的时间，20余个
剧种在江北水城上演了新时代的“黄河
大合唱”。

戏曲是“活态”的传统文化，是传承
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的重要载体。本次演出季，不仅有脍炙
人口的京剧《霸王别姬》《杨门女将》《锁
麟囊》，吕剧《红丝错》、晋剧《祭桩》、豫
剧《斩御史》、秦腔《鬼怨杀生》、陇剧《孟
姜女》、川剧《活捉三郎》、二人台《顶
灯》、平弦《挡马》等名家名段，而且还囊
括了历史悠久、风格独特的稀有剧种，
如柳子戏《失子惊疯》、弦板腔《哭簪》、
孝义皮腔《丑配》等。一出出优秀的传
统折子戏，集中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
特色和精粹。

“这次我带来的剧目是宁夏秦腔剧
院的原创剧目《拷寇》中的一折，我在剧

中饰演陈琳。”舞台上，80后青年演员马
斌在剧中不仅要快白，而且还有唱、棍
花的表演，唱念做打文武并重，简短的
20分钟，他已经满头是汗。

“我们远道而来，就要尽最大努力，
用最完美的表演让水城戏迷朋友认识
秦腔，喜欢秦腔。”他细腻稳重的表演技
巧让台下观众掌声不断。

作为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山
东戏曲历史悠久，焕发着时代光辉。山
东戏曲传承工作扎实，发展成果丰硕，
近年来持续推出了京剧《燕翼堂》、柳子
戏《老青天》、吕剧《一号村台》等一批享
誉全国的精品剧目，“好戏山东”艺术品
牌影响力不断提升。

“很荣幸能够参加此次黄河流域戏
曲展演，此次展演可以说汇聚了黄河流
域的各个剧种，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
都精彩纷呈。”山东省京剧院优秀青年
演员吴雪靖表示。

“今年再次来到聊城，就像是回家
一样，聊城人民真的是非常热情。”来自
内蒙古艺术剧院二人台艺术团的演
员武燕妮带来了二人台传统戏《压
糕面》改编的《喜上喜》片段，她在
剧中扮演“马大娘”，剧目中所表
现的“关爱老年人情感”主题让
观众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我们这出戏不仅融合了
京剧中的唱念做打，还融入了
独具地域特色的反弹琵琶、
长绸水袖等敦煌元素。”来自
甘肃省京剧院的青年演员潘

钰，一上台就让戏迷朋友感
受到了浓浓的地域风情。

行当齐全、群英荟萃、亮
点纷呈，本次演出季，98 位优
秀中青年戏曲演员站在江
北水城的舞台上，集中展
示了沿黄流域戏曲剧种
特色和新时代戏剧演
员的艺术风采，也奏
响了黄 河 流 域 戏
曲 繁 荣 的 新 乐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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