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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华戏曲 识文化地图 ! 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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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阔的中华土地孕育
着多元文化，一方戏剧舞台
中折射出一方的风土人情，
借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在
沪举办的契机，5月15日
至5月31日，全国各地及
港澳台地区的51台参评参
演剧目将轮番在全市各个
剧场展演，其中不乏沪上
戏迷很少见到甚至第一次
听说的剧种。这些戏或传
统、或当代，或主题宏大、
或家长里短，在兼顾剧种
特色的同时为我们展现了
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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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出一方文化! 戏曲"是

遍及青山绿水#黄沙大漠#温情热土的各地域#

各民族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时代凯歌的精神

图谱! 顺着黔剧能听得贵州楷模的心声$循着

闽台地方戏能找到台湾与福建的亲缘$看到盱

河高腔演绎的%牡丹亭&不仅能'穿越(回 !""

年前的江西" 还能感受汤显祖的乡音))按

理"从贵州#福建#台湾一路兜下来到江西"不

仅旅途遥远"也未必能听得到当地好戏! 而十

二艺节"则把各地精华汇聚到上海"让我们通

过戏曲"识得神州大地文化地图! 这也是'文旅

融合(后的一大善举!

与昆剧似像非像的苏剧"已是'天下第一

团(***天下"仅有这一个团唱这一个剧种! 像

这样的团"还剩 #""多个"例如华阴老腔! 这些

都是历史沉淀下的稀有文化! 我们要加倍珍

惜"因为中华各地各民族的文化密码"就暗藏

在这些剧目的演出之中"舞台之上! 这也是一

种中华文明精神上的'地大物博("而即将到来

的十二艺节"正是一次集中展示"机会难得"不

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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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苏剧"国鼎魂#

由苏州的演员，演苏州的剧种，讲苏州的故事，苏剧《国鼎魂》将于 !月
"#日和 $%日在浦东群星剧场上演。
苏剧由花鼓滩簧与南词、昆曲合流而成，流行于苏南浙北城乡。该剧是

苏州市苏剧传习保护中心成立后的第一部作品，改编自苏州潘氏一族保护
并捐赠大盂鼎、大克鼎的真实故事。潘祖荫是清朝鼎鼎有名的收藏大家，他
对大盂鼎、大克鼎立下了“谨守护持，决不示人”的家规。此后 &%年间，潘府
历经战乱，屡遭逼迫，以潘达于为代表的潘氏一族谨守家规，严护古董。新
中国成立后，潘达于代表潘氏一族将大盂鼎、大克鼎无偿捐献给国家，描绘
了华夏子孙重礼崇文、守护文脉的精神，谱写出一曲“时代正气歌”。

湖北 荆州花鼓戏"河西村的故事#

湖北荆州花鼓戏原名地花鼓或沿门花鼓，迄今已有 $%%余年的历史，
是湖北省的主要地方剧种之一。曾风行全国的歌剧《洪湖赤卫队》的唱腔音
乐就是用湖北花鼓的腔调音乐改创而成的。

!月 $'日和 ((日，由湖北省花鼓戏艺术研究院与湖北省艺术研究院
联合创作的荆州花鼓戏《河西村的故事》将在大宁剧院上演。该剧围绕农村
虾稻产业发展这条主线，戏剧化地展现了两个家庭、两代人之间的情感纠
葛和人生故事，折射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乡村变化，是一台反映新时代、
新农村、新农业、新农民的现实题材优秀剧目。
剧中出现的 )(个人组成的女子舞队是该戏又一看点。舞队成员一会

儿是道具，一会儿是讲故事的人，衬托出这部戏的浪漫与活泼。

江西 盱河高腔$乡音版"牡丹亭#

盱河高腔源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昌孟戏，是江西省抚州市独有
的具有 !%%年历史的古老声腔。作为汤显祖故里、《牡丹亭》诞生地，抚州市
文化艺术发展中心于 (%"*年创排了盱河高腔·乡音版《牡丹亭》，力图再现
+,%多年前该剧初演时的古朴原貌。这部戏将于 !月 ()日和 ((日上演于
上海大学伟长楼剧场。主创团队遵循原著，巧妙地将古典美学与地方戏艺
术特色有机结合，并融入南丰傩舞等地方元素。音乐融合西洋乐器和传统
戏曲民乐，声腔慷慨激昂又婉转缠绵，整体呈现出诗意隽美、凝练大气的艺
术氛围，契合着《牡丹亭》至情至性的唯美爱情。

福建#台湾 闽台地方戏"阿搭嫂#

“阿搭嫂”是闽南人对那种爱凑热闹、古道热肠、好抱打不平、大大咧咧
的妇女的统称。闽台地方戏《阿搭嫂》中的阿搭嫂因救了受伤的肖秀才反被
认定为肇事者，为送迷路的孩童回家却卷进了一场绑童案，她想让肖秀才
为自己作证，反害了肖秀才入狱……该剧在轻松的喜剧娱乐中，给人启迪，
唤起人们对传统道德的珍视。这部戏由厦门市金莲陞高甲剧团和台湾戏曲
学院青年剧团共同合作演出，将高甲戏、客家戏和歌仔戏三个戏曲剧种融
合在一部戏中，演绎了一场充满喜剧色彩而又温馨感人的市井故事。该剧
由三位演员饰演同一角色，发挥各自剧种的特点。该戏将于 !月 )!日和
)&日在上海群众艺术馆星舞台进行展演。

贵州 黔剧"天渠#

黔剧是流行于贵州省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由流传在贵州的曲艺扬琴
于 )#!-年演变发展而成。黔剧在反映少数民族题材的剧目时，常常呈现出
少数民族音乐特色，如《阿多寨背水桶》唱段，就是在苗族音乐素材中提炼
创作出来的。此次贵州省黔剧院带来的《天渠》将于 !月 )!日和 )&日在浦
东群星剧场进行展演。该剧以“当代愚公”“时代楷模”黄大发为原型创作，
讲述了老支书黄大发带领村民历经 -&年绝壁凿渠引水，靠着锄头、铁锤和
双手，在绝壁上凿出一条长 #+%%米生命渠的故事，彻底改变了团结村祖祖
辈辈因缺水致贫的现状。整部戏由“一条故事线、一个矛盾点、三条感情线”
构成，塑造了一个不忘初心、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为人民幸福生活无私奉献
的党员形象。

云南 白剧"数西调#

白剧是白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理一张靓丽的文化名
片。白剧通过吹吹腔和曲艺大本曲发展而来，同时融进部分白族民歌、舞
蹈。)#+#年后形成了新剧种改称“白剧”。该剧将于 !月 (-日和 (+日在长
宁虹桥艺术中心展演。它讲述了清末民初，白族妇女周秀珠收养杀夫仇人
土匪铁姑的儿子阿亮后，两个恩仇交织的灵魂，终得救赎和重生，共同谱写
了一曲母子情深、人间大爱的“数西调”。《数西调》剧本唱词使用白族特有
的“山花体”格式，唱腔设计和舞美服装均保持原汁原味的白族风格，人物
心理和性格也具有典型的民族性。 本报记者 赵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