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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具有悠久历史与深厚传统。全国政协委

员、石家庄河北梆子剧团团长刘莉沙，从传统戏曲剧目 《李慧娘》《杜

十娘》《嫦娥奔月》，到现代戏剧目 《女人九香》《吕玉兰》《百合岭》

《黎明前的星光》 等，塑造了一位位经典人物，演绎着一个个经典故

事，让传统艺术在新时代的舞台上熠熠生辉。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

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以戏曲艺术形式来传播中华

文化，推动传统戏曲特别是河北梆子的传承与发展，刘莉沙说这是她

始终坚守的职责与使命。

从延安走来 李延声

用艺术交融推动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

吴雨航 孙 萍

认识与思维
朱永新

在人民性中寻找精神力量
刘家成

让戏曲艺术“活”起来、传下去
刘莉沙 口述 本报记者 张丽 采访整理

■记者手记：

仙游画派及其
现代转型探论

刘北一

双枪姑姥姥
高洪波

嫁接的尺度
云德

增强传统村落的软实力
吴洪亮

书圣故事，余音缭绕
黄亚洲

▲刘莉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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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找到传统文化
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不断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多年
的艺术实践，也让刘莉沙深切感受
到，演绎戏曲艺术，表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并不是原汁原味地照搬
历 史 原 貌 ， 而 是 重 在 情 感 的 传 承 ，
以戏曲艺术形式，用现代语言、现
代人的表达来描述当下。戏曲艺术
传播上，刘莉沙认为得学会“两条
腿”走路，线上演出是一条重要路
径，而戏曲作为舞台艺术，剧场演
出更是不可废弛，还要尝试多开拓
小型剧场、折子戏，以灵活多元的

手段来推动戏曲艺术的传播。
“近几年，我们创作了 《吕建江》

《女人九香》《百合岭》 等一批现实题材
剧目，同时整理继承了 《钟馗》《响九
霄》《穆桂英挂帅》《新包公赔情》 等优
秀传统剧目，虽然取得了一点成绩，但
离党和国家的要求还有距离。”刘莉沙表
示，新时代的戏曲文艺工作者，承担着
记录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重要使命，
党的二十大报告则为文艺工作者明确了
目标与方向，“深入到人民中去，始终站
在文艺前沿，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努力创作出无愧于伟
大新时代的精品力作，不负党和国家的
期望。”

探寻传统文化
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

本报记者 张丽

一

每当在演出时听到看到基层百姓的叫好
声掌声时，我都备受鼓舞，内心不自觉地流
露着一种满足感与成就感。

我从小喜欢戏曲艺术，自12岁进入石家
庄艺术学校学戏后，开始正式步入戏曲领
域，从此走上了从事戏曲艺术工作的道路。
我之前接触京剧较多，被分到学校的河北梆
子科，是我第一次接触河北梆子。记得当时
听的是《龙江颂》中的唱段，立即就被它高
亢嘹亮、慷慨激越的唱腔所感染，心潮澎
湃，心绪久久不能平静，怎么会有这么昂扬
的唱腔！从那时开始，我逐渐喜欢上了河北
梆子这一古老的地方剧种。

学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石家庄河北梆子
剧团，排演了很多剧目，既有传统的，也有
现代的，每天不是在排练，就是在演出。剧
团去基层演出比较多，不光是在城市中演
出，还有大半时间是在乡村，平均每年下乡
演出200来场，一直从正月演到年底。

几十年下来，我几乎走遍了河北的各个
城区与村庄，深切感受到基层百姓对这种具
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戏曲艺术的喜爱。每当我
们唱《大登殿》等人们熟悉的唱段时，很多
台下观众都能跟着一起唱起来，很是一派热
闹的场景。去外地或者国外演出，总会有家
乡人走到后台站到我们身边，说听着河北梆
子，就会想起家乡的味道。是呀，地方戏
曲，何尝不是一种乡愁。

几十年的基层演出，我能真切感受到基
层百姓对文化生活的强烈需求。于是，百姓
在哪我们就到哪，只要百姓想看戏，我们就
搭台演戏。在十里八乡、田间地头，都能听
到河北梆子的声音。哪怕只有一位观众，我
们也会坚持基层演出。长年的基层演出让我
们有了很多老戏迷，他们的很多后代更是成
为我们的新戏迷。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农村发
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交通更加便利，很多农村戏迷为了多看
一场戏，甚至直接自己开车到城里观看演出。

戏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很多优秀传统剧目，都是经历了时间与实践
的历练。特别是随着河北梆子入选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做好优秀传统剧目的整
理与传承，也成为我们的重要职责。裴艳玲
先生曾演出的 《钟馗》《响九霄》，贾桂兰、
马金凤等先生演出过的 《穆桂英挂帅》 等，
这些经典剧目我们都一一整理出来，使之更
好地呈现在舞台上。比如《响九霄》，在京剧
《响九霄》 基础上我们改编为“京梆两下

锅”，京剧与河北梆子同台演绎，一经演出就
受到专家与观众的好评与欢迎，当时连演几
天场场爆满。这也可以看出，很多优秀传统
剧目都有着扎实的观众基础，是老百姓们所
喜闻乐见的。

二

戏曲在表现革命历史题材、弘扬革命文
化上也有着独特的优势。我生长在军人家

庭，从小就受到红色文化的熏染。《红灯记》
《铁道游击队》，还有河北革命题材的《地道
战》《地雷战》《雁翎队》 等，无论是小人
书，还是电影戏曲，都让我对革命题材故事
耳濡目染。这里有身边家人的故事，也有很
多革命先辈的事迹，让我始终对这些革命英
雄心怀崇敬。

我所在的城市石家庄，是解放战争时期
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解放的第一座较大城
市，并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
人民政权，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如何
深挖红色文化资源，以戏曲艺术形式更好地
推动红色基因的传承与红色文化的传播，成
为我的使命。近年来，我们根据真实故事，
整理并创作了《黎明前的星光》等讲述石家
庄解放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剧目。从去年开
始我专注于整理石家庄革命斗争中牺牲的第
一名共产党员高克谦的英雄故事，他大义凛
然、为国捐躯，牺牲时年仅19岁。都说剧本
是一剧之本，有了好剧本，才会有好故事；
有了好故事，才有可能创演出好剧目。

时代在进步，传承戏曲也要与时代同
步。用戏曲艺术来反映新时代新风尚，弘扬
主旋律、吹响新号角，作为文艺工作者，我
们义不容辞。艺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人
民。因为常年在农村演出，我们见证并参与

了乡村所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历程。于是我
们创作排演出《女人九香》，讲述了农村姑娘
九香带领村民走上致富路的故事。我在剧中
饰演九香，对这一人物角色没有太多生疏
感，因为感觉就是在演绎身边的人与事。我
演得熟悉，台下百姓看着也亲切。这部剧登
上 舞 台 后 ， 获 得 很 多 人 的 喜 爱 ， 并 获 得

“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奖”等。
这也让我体会到，戏曲的创新，在守正

基础上，还要观照当代人的情感。特别是当
作品演出结束、观众走出剧场时，仍能让观
众回味甚至引发思考，最终起到凝聚人心的
作用。进入新征程，我们正在创排一部有关
驻村第一书记带领村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努力建设新农村的剧目《山韵》。讲好中国故
事，讲好乡村振兴的故事，讲好与人民息息
相关的故事，可挖掘的可歌颂的好故事很多
很多，而如何发现、如何挖掘、如何用戏曲
艺术的形式演绎好，则需要我们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俯下身来深入人民、深
扎基层。

三

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戏曲是人
的艺术，河北梆子作为活态的文化形式，需
要有人来活态传承。作为戏曲表演工作者，
作为政协委员，我始终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
沉甸甸的责任，所肩负的党和人民的期望，
致力于戏曲的传承与传播。每年我都会走访
调研很多地方，去调研新时代戏曲人才特别
是地方戏曲人才的培养。其中怎样把人才留
住，怎样培养出更多的角儿，是我关注与思
考较多的问题。人才断层是戏曲传承发展所
面临的艰难局面，也是石家庄河北梆子剧团
所面临的难题。2021年，石家庄市河北梆子
剧团与石家庄艺术学校携手，创办了2021级
河北梆子委培班，招收了32名少年学员，这
些学生都在 10 岁至 15 岁之间。通过文化知
识以及专业戏曲表演和演奏的学习，这批学
生进步迅速，为剧团解决人才断档、青黄不
接的问题发挥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当然，戏
曲也是“角儿”的艺术，还要以演代训，积
极为青年演员提供当主角、挑大梁的机会，
让更多的青年人才坚守住戏曲这块文化阵地。

戏曲传播也需要活态化。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提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
旅游深度融合发展。近年来，我带领剧团积极
探索以文旅融合形式推动戏曲进景区。比如根
据河北井陉县于家村的历史文化创排戏曲作
品，获得很好的反响，下一步将以沉浸式表演
来反映这一传统村落的故事。景区景点，除了
美好的自然景观，还需要深厚的人文景观。好
景区还需要好故事，用一个个故事将一个个景
点串联起来，既有诗意又有远方，在文旅融合
中，更好地推动戏曲的传播。

▲河北梆子《穆桂英挂帅》剧照

▲河北梆子《嫦娥奔月》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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