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9月10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董征 美术编辑/赵燕杰

2323

本报讯（记者康瑞珍）一年前，

中国爱乐乐团交响音乐会奏响了

石家庄大剧院的开幕乐章，至今三

百余场演出活动给省会市民带来

了文艺盛宴。9 月 8 日，记者从石

家庄大剧院首届粉丝节暨周年演

出季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科幻舞台

剧《三体》、吕丽萍、孙海英主演的

话剧《独自温暖》、民族舞剧《昭君》

等重磅演出将亮相周年演出季。

开幕交响音乐会、话剧《平凡

的世界》、刘瑞琦“温暖的房间”

2018亚洲巡回演唱会、大型民族舞

剧《孔子》、原版音乐剧《猫》、王珮瑜

京剧巡回展·京剧清音会《老生常

谈》……过去的一年，诸多重磅演出

亮相石家庄大剧院，成为轰动一时

的文化事件。据石家庄大剧院总经

理杨百祥介绍，一年来，大剧院演出

300余场，包括城市戏剧节、南腔北

调系列、致敬古典系列、孟京辉经典

戏剧作品《恋爱的犀牛》等，全年剧

场使用率达80%，100多个剧组的落

地、3500名演员的对接，提升了城

市文化生活质感。

记者了解到，在周年演出季，诸

多全新剧目将继续上演。瑞士日内

瓦大剧院芭蕾舞团带来的《罗密欧与

朱丽叶》将于9月15日和16日连演

两场，以当代芭蕾再现感人至深的爱

情经典。文学朗读音乐剧场《一个陌

生女人的来信》将于9月21日亮相，

该剧首次以纯文学朗读和现场音乐

相结合的形式呈现，由演员朱琳与法

国大提琴家索妮亚·维德·安瑟顿联

袂演出。由方旭导演、改编自老舍六

篇短篇作品的话剧《老舍赶集》将于

10月中旬与观众见面。

备受关注的3D裸眼全息还原

科幻舞台剧《三体》2018纪念版以及

话剧《独自温暖》将于11月登陆石家

庄大剧院。据悉，舞台剧《三体》以

《三体》小说为载体，借助最前沿舞

台特效技术成果，带给观众剧场里

的“电影级体验”。话剧《独自温暖》

也是吕丽萍的话剧新作，她和孙海

英将携手破解都市困局，感受生活

的温暖。另外，四季剧团经典家庭

音乐剧《想变成人的猫》中文版、民

族舞剧《昭君》等也将精彩亮相。

石家庄大剧院周年演出季好戏连台

吕丽萍孙海英携手带来《独自温暖》

河北省戏曲类非遗传承与发展研讨会举行

小剧种如何唱出大传奇
“燕赵戏苑新天地，深泽坠子唱传

奇”。9月6日，河北省戏曲类非遗传承与

发展研讨会暨国家级非遗深泽坠子戏保

护成果展演活动在深泽县举行。一出出

精彩的剧目、一幅幅精美的图片展示了深

泽坠子戏的发展史与成就。在研讨会上，

省市戏剧行业专家学者就河北省戏曲类

非遗如何更好地传承与发展进行了探讨。

本次活动由河北省文化厅指导，河北

省非遗保护中心、河北省艺术研究所、石

家庄市文广新局、深泽县委、深泽县人民

政府主办，石家庄市群众艺术馆、深泽县

委宣传部、深泽县文广新局承办。

当天上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深泽坠子戏传承人崔彦生与徒弟张

超超共同表演的《夜审姚达》拉开了深

泽坠子戏保护成果展演的序幕，两人的

精彩演唱彰显了深厚的表演功底，现场

叫好声不断。随后马里中心学校的学生

带来了坠子戏《大爱无疆》，孩子们到位的动

作、精准的唱腔也令观众眼前一亮。张国玉、

张涛涛父子同台带来的《定计》也赢得阵阵掌声。

《知府赏宝》《刘三算卦》《快乐老太》《坠子赞》等新

老剧目接连上演，从师徒传承、家庭式传承、戏曲进

校园传承、群众文化传承等方面展现了深泽坠子戏

的保护成果，展示了深泽坠子戏的艺术魅力。

另外，“深泽坠子戏”图片展也吸引了不少观众

驻足，一幅幅精美图片与文字展示了“深泽坠子戏”的

发展史及近年来“坠子戏”的保护与传承成果。

深泽坠子戏第二代传承人，年近八旬的张正

平、段玉荣夫妇也来到现场，他们怀着激动的心情

讲述了深泽坠子的发展历程。深泽坠子戏起源于

上世纪三十年代，由活跃在深泽城乡的几家坠子书

说书艺人联合起来，模仿京剧，将人物分角色进行

化妆，衍化为登上舞台表演故事。到上世纪六十年

代，深泽坠子戏趋于成熟，群众看戏达到了痴迷的

地步，流传着“卖被子看坠子”的说法。段玉荣回忆

道，当年他们到处演出，很受欢迎。演出的海报一

经贴出，买票的人通宵排队，一票难求。上世纪八

十年代，深泽县坠子剧团作为当时全省唯一一家专

业坠子剧团，往返于保定、太原、榆次等地，经常连

续演出几个月，场场爆满。2008年，深泽坠子成为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据了解，近年来，深泽县坠子戏的传承保护工

作，获得了省、市文化部门的大力支持，将深泽坠子

戏列入了重点项目，支持深泽县组织力量修改完善

传统剧目剧本，重新编导、排演了传统连本戏《大宋

金鸠》《包公出世》等。近几年来，新创排的现代坠

子戏《故乡情》《人间真情》，小戏小品《跑驴》《初心》

等获得多项大奖。小戏小品《曹大傻卖羊》列入文

化部2017年度戏曲剧本孵化，现正在紧张排练中。

深泽坠子戏
保护成果展演赢掌声

戏曲艺术是中华文化的

瑰宝，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

绽放着夺目的光彩。河北是

戏曲资源大省。据统计，我省

现有戏曲剧种36个，位居全国

第二。我省在戏曲艺术抢救

记录、院团发展、人才培养、剧

目创作、演出传播等方面取得

了喜人成绩。但是，戏曲艺术

的发展也面临严峻考验，新作

力作匮乏、人才队伍青黄不

接、戏剧院团生存艰难等。

已经在坠子戏的舞台上

坚守了40余载的崔彦生告诉

记者，像其他戏曲一样，深泽

坠子也面临着新生力量不足，

一些演员面临退休，演员收入

偏低等困境。但近年来，随着

政府加大对深泽坠子的支持，

深泽县坠子剧团又吸纳了几

位新演员，目前剧团演员有20

多位，最年轻的演员23岁，还

有家庭多位成员同为剧团演

员的现象。

“深泽坠子多是连本戏，唱

词通俗易懂，唱腔优美动听，还

有一些耍碗、耍扇、耍髯口等特

殊技巧，特别受欢迎。”崔彦生

说，深泽县坠子剧团每年演出

三百五六十场。学习坠子特别

需要下苦功，流动演出也比较

辛苦，目前在演出旺季，仍然面

临着人手不足的问题。

为了培育年轻的观众，培

养新生力量，崔彦生和剧团的

成员们在演出时，也会在演出

活跃的地方寻找一些喜爱坠

子戏的青少年，由退休的坠子

戏演员教他们练习基本功，一

两年后如果有学得特别好的

孩子，再给他们分配专业的老

师进行培养。

近年来，深泽县也开展了

青少年传统戏曲教育活动。

马里中心学校音乐老师张芳

介绍，马里中心学校是深泽坠

子戏辅导基地，也是深泽县

“非遗”戏曲进校园的重点学

校之一。该县文化馆、坠子剧

团每周都派专业教师到学校

对小学生们进行坠子戏辅导，

先后编排了多个戏段，在省市

级比赛中多次获得奖项，既提

高了孩子们对“非遗”戏曲的

兴趣，又培养了一批坠子戏小

演员。

小剧种的坚守与
传承

根据去年我省进行的

“河北省地方戏曲剧种普

查”的结果显示，我省36个

戏曲剧种中，小剧种就占绝

大多数。由于小剧种往往

受众少、规模小，因此，生存

都相对比较艰难。在当天

召开的河北省戏曲类非遗

传承与发展研讨会上，省市

戏剧行业专家学者对于包

括深泽坠子在内的戏曲类

非遗如何更好地发展提出

了建议。

河北省戏剧家协会、评

论家协会副主席，河北艺术

职业学院院长庞彦强表示，

深泽坠子戏作为稀有剧种

能有今天的发展，离不开当

地政府的支持、深泽坠子人

的坚守以及深泽人民对深

泽坠子戏的热爱。他认为，

最生动活泼、最有生命力的

艺术在民间，对于剧种的创

新发展，需要在研究地方文

化、音乐、语音特点的基础

上，进一步提升剧种特色。

在剧目创新上，艺术创作不

应只提供正能量，还要有筋

骨和温度，一定要写身边感

人至深的人和事。另外，还

需加强人才培养和交流。

河北省艺术研究所所长蒋

国新认为，加大对剧作家和

音乐家的培养也很重要。

“戏曲发展不要‘贪大

求洋’。”省河北梆子剧院一

级编剧陈家和同样认为，不

同的戏曲都有自己的地方

特色，戏曲发展一定要坚持

特色，深泽坠子要坚持独特

的带有说唱艺术的唱腔，保

留耍碗等戏剧绝活。创作

剧目要在题材、语言风格上

接地气。

河北省艺术研究所戏

剧理论研究室主任王露霞

表示，根据剧种自身的艺术

特点和审美属性，创作能够

彰显自身优势的代表性剧

目也是小剧种进一步发展

的途径。“代表性剧目需要

立足本土文化资源，又能走

出地域局限，情感真实，主

题意旨与当代人产生强烈

的情感共鸣。”同时，她认

为，优秀的文艺评论和理论

研究对引领、指导艺术创作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发

展戏曲艺术还需要加强评

论和理论建设。

戏曲发展不能“贪大求洋”

本报记者 康瑞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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