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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记者张思思）12 月 5 日,

纪念京剧“四小名旦”之一宋德珠诞辰100

周年演出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

行。会上宣布，宋派京剧专场演出，宋派

艺术研讨会将分别在北京举行。宋德珠

之女、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宋丹菊等出席

了发布会。此次活动由河北省文化和旅

游厅主办，河北艺术职业学院承办，北京

京剧院、北京长安大戏院、中国京剧艺术

基金会等单位共同协办。

宋德珠是中国京剧“四小名旦”之一，

京剧史上武旦挑班第一人，他开拓了一代

京剧“武旦、刀马旦之新风”，形成独具一

格的“宋派”表演艺术。他的武戏具有

“美、媚、脆、锐”的艺术风格，其“多学、巧

练、精研、善择”的艺术经验让人敬仰。宋

德珠晚年在河北省艺术学校（河北艺术职

业学院前身）任教十年，治学严谨，爱惜人

才，倾其所学悉心传授后人，教育和指导

了一大批优秀戏曲人才。发布会上，河北

艺术职业学院院长庞彦强介绍，“此次活

动共有三项内容，一是举办宋派京剧专场

演出。12 月 11 日、12 日 19：30，将在北京

长安大戏院举办两场宋派经典剧目演出，

演出剧目包括《金山寺》《改容战父》《战金

山》《霸王别姬》《杨排风》《扈家庄》《青石山》

等；二是举行宋派艺术研讨会。12月12日，

我们将邀请京津冀等地的艺术家和学者齐

聚北京，研究研讨宋派艺术，深刻总结宋德

珠先生的艺术教育思想，进一步弘扬宋先生

‘脚尖上横了心’的艺术精神；三是演出、研

讨活动结束后，我们将出版宋德珠诞辰100

周年纪念活动图文集，作为纪念活动的历史

和学术资料。”

庞彦强透露，为纪念宋德珠先生 100

周年诞辰，由国家艺术基金资助、河北艺

术职业学院承办的2017年度艺术人才培

养“京剧宋派表演人才培训”项目于 2018

年 1 月 4 日在学院开班授课，来自全国各

地院校、院团的40余名学员分两期参加受

训，学习传承了京剧宋派表演艺术，为京

剧宋派艺术注入新的活力与生机。2018

年7月13日、14日，学员们在石家庄举行

了两场宋派艺术专场汇报演出，再现了宋

派艺术风貌，展示了新一代宋派艺术传人

的艺术风采，进一步扩大了宋派艺术在全

国的影响。此外，今年1月份，河北艺术职

业学院在石家庄主办了纪念宋德珠先生

100周年追思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宋

派传人围绕宋派艺术进行了研讨，追思缅

怀宋德珠的艺术精神，进一步做好京剧宋

派艺术的传承弘扬。

发布会现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宋丹

菊对活动的组织单位表示感谢，她回顾了父

亲的艺术人生历程，总结了宋派京剧艺术特

点，并介绍了演出活动筹备情况。她表示自

己将在宋派京剧专场演出中为观众带来《改

容战父》这部戏，“《改容战父》(原名《蝶恋

花》),戏中有‘椅子功’‘翎子功’‘趟马’等多

种技巧，也有大段清脆爽利的京白和丰富多

变的绝技表演，该剧的另一大特色是‘改容

战父’部分，演员戴上面具，在反串武生并与

旦角间‘跳进跳出’，极具戏剧性，深刻展现

宋派的艺术特点。”宋丹菊感叹，京剧的传承

十分重要，要把好的东西传给下一代。“我

将把自己所学和六十余年的舞台经验以

及父亲留下的戏曲艺术精髓，全部倾囊相

授，希望这些‘宋派’学生能青出于蓝而胜

于蓝，不断发扬中国戏曲文化艺术。”

本报讯（记者康瑞珍）12月5

日、6日晚，由省河北梆子剧院演

艺有限公司新创排的大型河北

梆子《大青衣》在省会河北会堂

首次亮相。扣人心弦的剧情、慷

慨激越的唱腔、美轮美奂的舞台

效果都让观众叫好声不断。

“人生路似彩虹充满憧憬，

一朵花一片叶蕴含真情。每一

缕晨风吹万物苏醒，每一回月西

坠迎来黎明……”在一幅幅具有

年代感的戏牌亮相后，伴随着穿

着飘逸的“花仙子”翩翩起舞，

《大青衣》演出在“刘喜奎”演唱

的一曲《新茶花》中拉开帷幕，讲

述了民国时期轰动京城的河北

梆子女演员刘喜奎坎坷而传奇

的一生。该剧再现了这位绝代

佳人视戏如命，在乱世中始终坚

守尊严，不畏权贵的高尚品质以

及自尊、自爱、自重的艺人气节。

该剧保持了河北梆子本体特

色，唱腔醇厚地道，板式、节奏、运

腔、段落的布局讲究，人物感情抒

发得淋漓尽致。水墨画般的舞台

布景营造出诗化的氛围，舞台呈

现简练写意并富有意蕴。另外，

一件件艳丽的服装，一段段精彩

的舞美设计也惊艳了观众。个别

片段还运用了影视化的手段，回

忆场景同场再现，引人入胜。

特别是剧中刘喜奎的扮演

者、中国戏剧“二度梅”获得者许

荷英，在剧中不仅演唱河北梆

子，还演唱了京剧、昆曲，即“京、

昆、梆”三下锅，并在京剧演唱中

反串老生，惊艳现场，掌声此起

彼伏。《新茶花》《武家坡》《牡丹

亭》《大登殿》选段……剧中多个

经典的戏中戏片段也让戏迷过

足了戏瘾。

演出结束后，观众意犹未尽，

久久不愿离去。“在这一部戏中不

仅听到了河北梆子、京剧、昆曲，还

听到了这么多戏中戏，真的很享

受。演员功力深厚，舞台效果和舞

美也很有现代感。”特意从平山赶

来看戏的刘先生说，通过这出戏更

感受到了河北梆子老艺术家刘喜

奎将毕生精力致力于戏曲艺术事

业的崇高精神以及高尚的人格，正

如唱词所说，她“把灵魂都附在这

一件件戏装上，把生命都融入在一

个个角色里。”（相春霞/摄）

本报讯（记者康瑞珍）12月6日，“河北

与国学那些事儿”——《国学河北简明读本》

座谈会在省会呈明书店举办。河北省文联

党组书记、副主席解晓勇，《国学河北简明读

本》主编郑一民，河北省著名文学评论家杨

振喜以及河北省著名史学家夏自正，河北省

著名文化学者、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梁勇

作为《国学河北简明读本》编纂者代表与到

场读者畅聊国学文化与河北的历史渊源。

《国学河北简明读本》由河北省文联、省

文学艺术发展基金会联合创意策划，郑一民

主编，郑一民、何香久、夏自正、梁勇等八位

相关专家共同编写，今年5月由河北人民出

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包括河北的地脉与文

脉、燕赵历史与先贤凝练的国学之光、国学

名家掌故与名言选粹、历代国学名家简介、

弘扬国学须知等五部分，从多个方面阐释了

中华国学的博大精深，用一个个鲜活生动的

人物和事件符号诠释国学文化内涵，旨在发

掘国学精髓，展现河北对中华五千年文明的

独特贡献。

座谈会上，到场嘉宾围绕《国学河北

简明读本》一书的成就、价值、意义，以及

该书的编纂体例、学术突破和创新进行了

精彩发言。“构筑‘三玄、四书、五经’圣典

的先贤们虽非河北人，但河北却是炎、黄、

蚩三族开创‘千古文明开涿鹿’的圣地；战

国时代集诸子百家之大成、兼具儒法两家

大师的巨儒荀子的故乡；西汉时代首倡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巨儒董仲舒的故

乡；实践国学的巨子、开创盛唐和经济强

国的唐宗宋祖的故乡；宋代‘程朱理学’创

建者程颢与程颐的故乡；明末清初大儒孙

奇逢的故乡；清代巨儒、《四库全书》总纂

官纪晓岚的故乡；清末洋务运动派首领、

首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的故

乡；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故乡

等。他们所凝练和承载的国学之光，感动

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子孙，开拓进

取、筑梦图强。”郑一民表示，该书选择河

北在中华文明史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

的人物与事件，从不同角度给予科学解

析，意在发掘国学精魂所在，为读者提供

认识河北的别样画卷，推动国学的普及和

弘扬。

与会嘉宾认为，该书立足河北阐释国

学，用国学体现河北历史文化，角度新颖、立

意深刻，既抓住了时代特点，又具有河北特

色，推出了许多河北研究国学的新思维、新

探索、新成果，具有独特的意义，并且图文并

茂，通俗易懂，可读性强。

在读者互动环节，嘉宾就现场读者及网

友提出的“在解读历史文化中应注意哪些问

题，怎么样才能掌握国学文化的真谛”等问

题，给出了精彩解答。

“这部由多位学者参与编纂的、从国学

角度认识河北的书，是河北学者探索国学与

河北关系的最新成果。”解晓勇表示，接下

来，河北省文联将围绕该书开展多项活动，

用国学故事讲述河北的精彩与影响。活动

现场，解晓勇代表主办单位河北省文联、省

文艺发展基金会，向河北省图书馆、河北师

范大学图书馆、呈明书店等单位赠书。

立足河北阐释国学
《国学河北简明读本》座谈会

省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康瑞珍）12月4日

至6日，由石家庄市文联主办的“庆

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石家庄市青

年文学创作会议”在石家庄举行，来

自全市的150名青年文学作家代表

参会。

据悉，这次会议是继2009年在

西柏坡召开的青创会之后，又一次

面对石家庄市文学青年召开的专题

创作会。本次会议旨在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实际行动落实

十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回顾改革

开放四十年来石家庄市青年作家坚

守的创作理想，总结首次青创会至

今九年的主要成就，探讨青年文学

队伍发展壮大的新举措，明确新时

代青年文学工作者应肩负的新使

命，推动石家庄文学事业走向新的

繁荣。

近年来，石家庄市文联围绕“出

人才，出作品”为青年人才脱颖而出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取得显著成

效。据不完全统计，2006年以来，石

家庄市作家在《人民文学》《中国作

家》《十月》《收获》《人民日报》《光明

日报》等全国报纸期刊上发表作品

600余件，其中青年作家作品400多

件；公开出版文艺类图书百余部，获

得省和全国各类奖项500余次。本

次会议为更多的青年文学作家提供

了学习、交流的机会。

在会议期间，青年文学作家观看

了专题片，并进行了创作经验交流，

展开了分组讨论。河北师大教授郭

宝亮以《现实主义的永恒魅力是怎样

炼成的》为题作了专题讲座，就“为什

么现实主义具有永恒魅力，这种魅力

又是如何炼成的”等问题进行详细解

读。省作协副主席刘建东、河北省政

府参事孙万勇也分别以《质疑与宽

容》和《品读石家庄的创作体会和感

悟》为题作了精彩的演讲。

石家庄市
青年文学创作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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