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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戏剧节演艺“青春旋律”
本报记者 卢 旭 摄 郭人旗 文

◀ 来自北京演艺专修学院的北演剧社演出的是儿童剧《东东的玩具王国》。

演员们惟妙惟肖的表演和奇幻的灯光把全场观众带进了一个奇妙的玩具王国。

中元节又称“七月节”或“盂兰盆会”，也

有地方俗称其为“亡人节”“七月半”。民间

多在此节日以上坟扫墓、焚烧纸钱、放河灯

等方式怀念亲人，并对未来寄予美好的祝

愿。尽管在古代，中元节与除夕、清明节、

重阳节共属中国祭祖的四大传统节日，但

在北方大部分地区，中元节已经淡出了人

们的视野。

难得的是，有着 2500 年历史的河北古镇

胜芳至今仍完整保留着过中元节的传统习

俗。这个小小的古镇拥有“南音乐会”“胜

芳灯会”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8 月

13 日 至 14 日 ，跟 随 着 一 队 民 俗 学 者 的 脚

步，记者在这里寻找到了在许多地方已失

落 的 中 元 节 俗 。 与 从 前 主 要 为 超 度 亡 灵

为目的不同，这里的中元节如今多了些庆

贺丰收、百姓同乐的意味。

农历七月十四日晚，天刚擦黑，人们便

在镇内的中亭河撑起小船放起了荷花灯，两

艘挂着灯彩的大船随放灯的船队一路前行，

与水中星星点点的烛光、岸上高射的烟花相

映成趣。河岸和船上分别有一队乐手演奏

传统民乐，他们在当地被称作“音乐会”。

农历七月十五一早，当地观音堂的经师

们就开始演奏音乐，诵唱两个多小时的“北

派焰口”，这个本以为失传的乐谱居然被学

者在胜芳意外寻获。观音堂边按老例搭建

着斋棚，不同的是，镇上的秧歌队也加入到

了 庆 祝 中 元 的 行 列 。 下 午，东 公 平、同 仁

会、吉庆少林三个武术会在镇里的古戏台

上演了“全武行”，长拳、翻子拳、红缨枪、三

截棍纷纷上阵，或单打套路，或双镰对枪，

引得台下阵阵叫好。当地尚武，上台表演

的全是一二十岁的年轻人，六七岁的小孩

子也能耍上几下。晚上，胜芳最古老的花

会挎鼓会又进行了表演，会里新招收的 20

多名小学生已经成为这项有着 600 多年历

史的艺术的传承人。

寻找失落的传统
———亲历胜芳古镇中元节—亲历胜芳古镇中元节

本报记者 陈 曦 摄 焦 雯 文

胜芳挎鼓的孩子正在整理自己的演出服。挎鼓会新招收的孩子

最小的 8 岁，最大的 14 岁。

胜芳古镇上演“全武行”吸引游客驻足拍照，这里的孩子学武全部免费。

孟兰盆会放荷灯在胜芳古镇流传千年，有着非常丰富的人文内涵，是当地重

要的民俗文化项目之一。

胜芳花灯历史悠久。花灯的制

作过程是，首先用一支蜡烛将竹条烘

烤成型，然后艺人再运用不同力度，

随心所欲的编织。

由于化装间狭小，每次只能容纳一人化装，等在一旁的女同学提醒男

同学演出快开始了。

来自天津音乐学院的丁莹莹在排练中受伤，但她依然对演出充满信心。

本版责编 陈 曦 电话：010-64274856 E-mail：zgwhbsyb@163.com

8 月 6 日晚，顾钧带着 8 岁的女儿从北京 9 剧场出来，女儿拉着他的手不停的问：“爸爸，祝英台在二楼，站在一楼的应该是梁山伯啊，怎么成罗密欧了

呢？”顾钧笑着轻轻捏了一下女儿可爱的脸蛋说：“等你长大后就知道了”。

顾钧在北京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他和女儿刚刚看完 2011 年金刺猬大学生戏剧节的开幕演出——由浙江传媒学院学生社团 B&G 剧社排演的话剧《一

楼罗密欧，二楼祝英台》。剧目讲述民国年间一对男女在时代洪流中挣扎却终究擦身而过的故事：一个是依靠未婚妻家族的内心脆弱的公子，一个是家

世没落的交际花戏子，他们虽然毗邻而居，却像罗密欧与祝英台一样，无法真正相遇……“他们在表演的技巧规范方面还无法与专业演员相比，但在展示

年轻人富有的青春激情以及对社会的认识和思考方面却是更胜一筹。”顾钧说，这是他第一次看学生社团话剧，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由最初只是一个北京高校原创戏剧研讨会，发展到迄今为止共带动全国 400 余所高校的 150 多个剧目先后参演的大型节庆活动，大戏节已悄然走过

了十个年头。今年由北京戏剧家协会和北京 9 剧场联合主办的大戏节以“创和谐校园，扬青春旋律”为主题，从 8 月 6 日至 21 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

为观众带来了 19 个剧目共 35 场演出，包括话剧、歌剧、童话剧、音乐剧等多种形式。既有《一楼罗密欧、二楼祝英台》这样的佳构剧、《变形记》之类的短小

寓言剧，也有童话剧《东东的玩具王国》、把童话带入现实生活的《再见，彼得潘》，还有在形式上更为灵活的《找球儿》、表达上更为直接的《禁止呐喊》……

在这里，你可能看不到光怪陆离的戏剧场景，看不到奇异的表演风格，但这里却有着大学生的激情飞扬，有着青年人在开始面对社会时的真诚告白。

据了解，在坚守 10 年来一贯风格的基础上，今年的大戏节也努力进行了一些创新尝试：如增加音乐剧，使戏剧样式越来越多元化；增设大众评委等。

但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以“80 后”为主体的大学生戏剧团队，转变成了以“90 后”群体为主，这些有着不一样思想感情的创作者，把对戏剧艺术新的认识，带

进大戏节，大戏节也因为这些年轻的声音的加入，而不断出现新的色彩和新的脉动。

经过整理恢复的“北派焰口”观音堂音乐会是流传于北方寺庙里

的一种音乐。擅长器乐演奏，唱腔高亢、质朴且“难学易忘”。

北京 9 当代舞团演出的舞蹈《悲伤都市》，通过现代人的审美和独特视

角，运用肢体语言探讨现代都市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