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本版责编 程 竹 2013年 11月 22日 星期五

本报所付稿酬包括作品数字化和信息网络传播的报酬 网址：http//www.ccdy.cn 经营管理（010）64298584 本报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西工商广字第 8131号 订阅：各地邮局 零售每份 1．00元

■ 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主办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13 传真：（010）64208704 电话：总编室（010）64275044 新闻中心（010）64274856 通联发行（010）64298092 广告部（010）64293890

电话：010-64274856 E-mail：zgwhbtgb@163.com特别关注

这里，是中国近代第一支海军——

清朝北洋水师的诞生地；这里，是中日

甲午海战的主战场；这里，被英国强租

42 年，闻一多先生称之为威海卫的盾

牌。这里，是刘公岛。

日前，本报“美丽中国·海疆行”采

访组记者来到山东威海刘公岛，探寻那

段逝去岁月留下的历史沧桑。而一段

段优美动人的传说，则为这里增添了不

少魅力。

相传刘公乃汉少帝刘辩之子刘民，

为躲避曹操追杀，辗转来到了偏远荒僻

的胶东地区。他以出海打鱼为生，经常

到对面的海岛上垦荒种地，消暑纳凉，

因此这个海岛被人们称之为“刘氏别

业”，又称刘家岛或刘岛。公元 238 年，

一艘商船在附近海域遇风暴，数日不见

陆地，断粮断水；突然一名水手看见前

方火光闪动，众人奋力划桨，终于到达

这座海岛。岛上的一位老人站在崖岸

上，挑灯为船导航，众人感激不尽，叩问

老人姓氏，老人答曰姓刘，随即隐身不

见。众人深信是神灵救助，便叩拜再三

才离去。人们感佩刘公的善德，在岛上

建刘公祠，四时祭祀，从此该岛便被称

为“刘公岛”。

明朝时期，随着我国海运的复兴，

刘公岛上居民逐渐增多。刘公岛所在

的威海地处由于北方要冲，明初开始在

这里设置卫所，建筑军城以防备倭寇入

侵。刘公岛横踞海上，也成为北部海防

的重要前哨。

“这边岸上原有圣人的丘陵在。母

亲，莫忘了我是防海的健将，我有一座

刘公岛做我的盾牌。快救我回来呀，时

期已经到了。我背后葬的尽是圣人的

遗骸！母亲！我要回来，母亲！”闻一多

先生在他所作的《七子之歌·威海卫》

中，将刘公岛比作威海的盾牌。其实在

很长一段时间里，刘公岛不仅是威海的

盾牌，更是整个中国海域的盾牌。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受

到强烈震动。为抵御海上侵略，清政府

开始筹建现代海军。经过多年筹备，北

洋海军于光绪十四年（1888 年）在威海

刘公岛正式成军，初期拥有舰船 25 艘，

总吨位达 4 万多吨，居世界第四位，称

冠亚洲，按舰名时称“七镇八远一大康，

超勇扬威捎操江”。刘公岛成为北洋舰

队和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驻地。遥想

当年，刘公岛前，舳舻相接，旌旗蔽空，

可谓盛极一时。当时岛上先后设立工

程局、机械局、屯煤厂、电报局和电灯

台，建有海军公所、铁码头、麻井子船

坞，创立水师学堂、疗养院等，修筑了黄

岛、公所后、旗顶山、迎门洞、南嘴、东泓

六处炮台，驻扎北洋护军两营，成为防

务严密的军港要地。可是谁又能想到，

北洋海军成军仅仅 6 年之后，这支庞大

的舰队竟然全军覆没，樯橹灰飞烟灭。

一出码头，记者远远就看到一座造

型独特的建筑，犹如一位北洋海军将领

巍然矗立在一艘正要乘风破浪远行的

铁甲巨舰上——这里就是中国甲午战

争博物馆陈列馆。该馆共展出珍贵甲

午战争历史图片 650 多幅，展示了大量

甲午战争时期使用的武器装备，还原再

现了多个超写实人物塑像场景，如“金

州曲氏一家投井场景”“李鸿章在马关

谈判场景”等，通过大量史料对比 19 世

纪末中日政治军事力量，深度剖析甲午

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同时还通过 3D

影视、声光电等多媒体复合再现及巨幅

油画和巨型雕塑等多种形式，完整真实

地讲述 100 多年前那场震惊中外、改变

中国命运的战争。

在刘公岛西南侧海面，当年驻泊北

洋水师铁甲巨舰的“铁码头”静卧碧波

之上。这里也是威海一景：铁桥卧波。

铁码头建成于 1891 年，长约数百米，墩

桩全部用厚铁板钉成方柱，直径近 2

米，长约 20 米，中间灌入水泥，直入海

底。虽历经战火与岁月的洗礼，至今仍

坚固异常，涨潮时可停靠万吨巨轮。

记者看到，作为当时北洋水师最高

指挥机关的提督衙门，旧时雄风依稀可

辨。提督衙门中门高悬李鸿章所书“海

军公所”匾额。从署门拾级而上，进入

署院，当年丁汝昌就在此处坐镇议事。

现在署院里，展出了大量甲午海战的照

片和资料，从不同层面展现了甲午战争

时期的历史场景，既有召开紧急军事会

议的蜡像，也有展示海面作战部署、形

势以及进程的沙盘；从海里打捞上来的

克虏伯大炮，锈迹斑驳的铁锚、鱼雷，默

默地讲述着北洋水师将士英勇抗击日

本海军的历史。

“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

威。”爱国将士不畏强敌、保家卫国、视

死如归的民族气节，虽已过去了百余

年，至今思之仍令人心潮澎湃。“致远

舰”在炮弹全部用完的情况下，管带邓

世昌下令开足马力奋力撞向日方旗舰，

不幸被日方击沉，全舰将士壮烈殉国。

在刘公岛旗顶山炮台上远眺，四周松涛

阵阵，极目辽阔海疆波涛汹涌，处处散

发着一种凝重壮烈的气息，耳畔仿佛回

荡着将士们英勇杀敌的呐喊和隆隆的

炮声。邓世昌的英名广为人传颂，至

今，很多当地渔民都保持着“不祭海龙

王专祭邓世昌”的习俗。

这里还有北洋海军 3 所海军学堂

之一的威海水师学堂。威海水师学堂

总办由提督丁汝昌兼领，美国人马吉芬

担任教习。1891年，北洋海军还在威海

港南北岸各设一水雷营，并在南岸水雷

营附设水雷学堂，以培养其专业人才。

水雷学堂和枪炮学堂都聘用外国人任

教习授课。威海水师学堂专办驾驶班

以备补充北洋舰队驾驶副之缺。在甲

午战争中遭日军海陆夹击，威海卫及刘

公岛陷落，水师学堂亦毁于战火，仅存

东西辕门。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办公室主任

于晓明告诉记者：“近年来，博物馆投入

资金修复了水师学堂后，恢复了清代海

军学校的历史原貌。同时，利用水师学

堂的校舍建筑与甲午战争纪念地深厚

的文物资源，开设了青少年喜欢参与的

海军训练班，举办内容丰富多彩的夏令

营和冬令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海防

教育、海洋观教育及军事化训练，受到

青少年学生的欢迎。”

刘公岛百余年前发生的历史壮歌

和悲剧，虽已成为过去，却是一部中国

近代史的缩影，一个可叹可泣的历史教

训。沧海横流，惊涛拍岸，似乎还在默

默地吟唱着那支日渐远去的悲歌……

记者在陈列馆出口的留言簿上看到，

一位观众写下“历史已经过去，从历史

中得到的教训我们必须时刻谨记，以

此激励我们要努力学习，不断创新，为

建设强大的国家而不断地拼搏，只有

这样才能慰藉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英

烈 们 的 灵 魂 。 铭 记 历 史 ，警 钟 长 鸣 。

强我国防，兴我海权！”

近年来，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以爱

国主义教育为宗旨，以振奋民族精神为

己任，不断开拓丰富爱国主义教育的广

度和深度，每逢重要的节庆日和纪念日

都有大批青少年结队进岛接受爱国主

义教育。进岛的每一名炎黄子孙，都会

感受一次心灵的震撼，经受一次灵魂的

洗礼。人们怀着“走进历史，凭吊英灵”

的心情而来，带着“勿忘国耻、勇赴国难”

的豪情而去。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也先

后获得“全国文化工作先进集体”“全国

优秀社会教育基地”“全国青少年教育基

地”“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等称号。

在离开的渡轮上回望，刘公岛宛如

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碧波荡漾的威

海湾内，雄伟却又安详。甲午海战的风

云虽已随着岁月的流逝消散，刘公岛上

保存完好的遗址和遗物，却无一不在诉

说着北洋海军的兴衰与荣辱、甲午战争

的悲壮与惨烈，也时时警醒着我们：勿

忘国耻，发奋图强。

在刘公岛重温甲午海战史海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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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7 日，一套收录了湖北花鼓

戏名角——胡新中、李春华、孙世安、

吴培义等艺术家演唱选段的《湖北花

鼓 经 典 唱 腔 集 锦》“ 卡 拉 ok”DVD 光

碟 面 向 全 国 出 版 发 行 。 当 天 ，《花 鼓

戏 唱 腔 精 粹·杨 礼 福 作 品 选》也 与 读

者 见 面 。 它 们 填 补 了 传 统 戏 曲 花 鼓

戏 唱 腔 音 乐 研 究 史 上 缺 少 系 统 研 究

资料的空白。

此 举 对 湖 北 花 鼓 戏 而 言 尚 属 首

例。发起并实施这两项工作的是建团

至今 60 年来一直坚守在县级市——湖

北省潜江市的湖北省实验花鼓剧院。

沉甸甸的光盘和书籍，承载着几代湖

北花鼓戏人对传统戏曲保护传承的心

血和希望。

院团：出人出戏才能留住观众

谈起此次出版发行花鼓戏影音资

料和书籍，湖北省实验花鼓剧院党委书

记吴培艺感慨颇多：“楚剧、汉剧、花鼓

戏是湖北三大地方剧。其中花鼓戏最

接地气、最易传唱。但近些年，文化形

态和艺术载体在前行，传播渠道和方式

方法在更新，原本底气十足的‘土花鼓’

没能及时借助先进传媒工具和手段传

播。为了突破发展瓶颈，我们在经济基

础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出版了这套影音

资料和书籍，希望促进该剧种音响产品

的生产和推广，在全社会普及花鼓戏声

腔，促进地方戏的传承和发展。”

自 18 世纪以来，曾“沿门乞讨流浪

苦，穿街过市唱花鼓”的“沿门花鼓戏”

在走过了 200 余年的风雨后，如今已走

进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列。

作为本剧种的典型代表，湖北省实验花

鼓剧院唱得响亮、演得辉煌。正是这样

的一个地方戏剧院，拥有 1 位国家一级

作曲和 4 位国家一级演员，其中还有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仅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该 院 便 有《家 庭 公

案》、《原野情仇》、《生命童话》等 10 多

台精品剧目先后赴省进京、被选调全国

赛演，连续夺金摘银、斩获艺术大奖。

胡新中、李春华、孙世安、吴培义等花鼓

戏表演艺术家相继荣获文华表演奖、梅

花奖等各类大奖。

金灿灿的奖杯背后，带头人吴培义

功不可没。他二十年如一日、将全部身

心投入花鼓戏事业，以出人、出戏为根

本，让人才、剧目、剧团并行发展，不仅

让花鼓戏唱到了世界舞台，也将“潜江

市花鼓剧团”这一原来的县级剧团打造

成 了 如 今 的 省 级“ 实 验 花 鼓 剧 院 ”。

2011年，花鼓剧院又被确定为国有公益

性非遗保护传承机构——湖北省花鼓

戏艺术研究院。

政府：思想重视才能行动落实

多年来，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

花鼓戏的发展，加强湖北省实验花鼓戏

剧院的建设，加大花鼓戏剧目生产和人

才培养力度，成绩显著。

全国人大提案委原副主任、湖北省

政 协 原 主 席 王 生 铁 是 一 位 花 鼓 戏 戏

迷。6年前，他来潜江视察工作，在观看

了一场花鼓戏老艺人演出后，他对当时

的潜江市委书记和市长说：“花鼓戏是

宝贵的民族文化，你们如果把它搞丢

了，我要向你们问责。”2008 年，在王生

铁的倡导和推动下，湖北省政府在全国

率先颁发了《关于保护和发展湖北地方

戏曲的通知》，并设立了湖北地方戏保

护与发展专项资金。近 6 年来，该专项

资金先后资助了近百个地方戏项目，涉

及新剧目创作、传统戏整理改编、戏曲

人才培养，以及地方戏资料的搜集、整

理、研究等。据湖北省文化厅副厅长严

荣利介绍，湖北省文化厅连续 6 年举办

全省性的地方戏保护活动，如湖北地方

戏艺术节、花鼓戏艺术节、地方戏演员比

赛等。在此基础上，还选拔、推荐、评选

了一批传统戏曲类的非遗项目进行再保

护。此外，湖北艺术职业学院近 3 年来

连续开办了 6 个花鼓戏班，定向为湖北

省各地的花鼓戏剧团培养人才。

“只要你喜欢花鼓戏，不限区域、不

限性别，年龄在 70 岁以下的戏迷均可

报名参赛。”这是今年 7 月潜江市首届

“戏迷潜江”花鼓戏业余声腔电视大赛

的宣传语。在潜江，绝大多数的文化活

动都和花鼓戏有关，唱花鼓戏成为街头

巷尾的热议话题和当地最时髦的文化

生活。湖北省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

席刘永泽从“戏道”“戏制”“戏魂”“戏

才”“戏窝”“戏迷”6 个方面总结花鼓戏

发展的潜江经验：“各级领导的重视是

潜江花鼓戏发展的前提条件，在这样一

个‘戏窝子’里，‘唱响潜江’‘舞动潜江’

‘戏迷潜江’等与戏有关的文化活动数

不胜数。更为重要的是，一代代花鼓戏

人亲近民众、扎根本土，这就是花鼓戏

在潜江常演不衰的法宝。”

戏迷：看戏、爱戏、视戏如命

这些年来在很多地方，戏曲每每受

各种冲击而日益萎缩，最明显、最严重

的表现就是观众日益稀少。但在潜江

记者却看到了不一样的景象：这里的老

百姓看戏、爱戏、视戏如命，随处都能看

到花鼓戏演出。年节农闲、宗祠结社、

开业庆典要请上几台花鼓戏，平时宴客

酬宾的乐队也少不了来上几段。

在潜江，爱看戏的绝不仅仅是中

老年人，许多青少年花鼓戏迷自发组

织了“花鼓戏后援团”“戏迷帮”，他们

定期举办戏迷沙龙，还在各大网络论

坛里热烈讨论花鼓戏艺术、发布花鼓

戏演出信息等。

人们对花鼓戏的这份热爱，既来源

于“戏窝子”的历史传承，也和当地花鼓

戏人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培养观众密不

可分。

没有他们的坚守，就没有花鼓戏的

今天，一大批花鼓戏老艺术家几十年来

从未离开过舞台。11 月 16 日、17 日晚，

由胡新中、李春华、孙世安、吴培义、杨

礼福等花鼓戏名家联袂演出的名家名

段演唱会在潜江剧院连演 2 场。现场

观众爆满，不仅有来自潜江本地的市

民，也有来自天门、仙桃、监利、洪湖、荆

门等江汉平原城乡的观众，还有武汉、

上海、北京等城市的专家和戏迷。演至

精彩处，观众一句一鼓掌、台上台下齐

开唱，大家对花鼓戏名家的青睐，堪比

“粉丝”对影视名星的追捧……10 岁的

蔡米佳是湖北省艺术职业学院花鼓戏

班的一名学员，为了观看这场演出，她

和全班 27 名同学一起从武汉来到潜

江，高水平的表演更加坚定了她学好花

鼓戏、唱好花鼓戏的信念。“在学校每天

都要练功 6 小时，有时候累得站都站不

住，但不管多累我都不会再抱怨和偷

懒，因为将来我也要像台上的爷爷奶奶

那样唱戏给大家听。”蔡米佳说。

一批批花鼓戏新生力量正在成长，

定向培养演员等新机制保证了艺术人

才的不断代。2006 年，湖北省实验花

鼓剧院与华中师范大学和湖北省艺术

职业学院联合招收培养了一批花鼓戏

大学生青年演员。2010 年，以这批“80

后”“90 后”花鼓戏新秀为主演队伍，创

作演出的大型现代戏《生命童话》被选

调参加第九届中国艺术节，荣获文华优

秀剧目奖、文华编剧奖、文华导演奖、文

华舞美奖等多项大奖。其中年仅 21 岁

的青年主演丁明安成为“九艺节”年龄

最小的获奖演员。

专家：花鼓戏如何走向明天

群众的爱好只代表了普及，如果没

有提高，地方戏的生存状况还是会每况

愈下。花鼓戏人开始思考：花鼓戏如何

走向明天？

刘红上世纪 90 年代曾在原潜江市

花鼓剧团工作，现任上海音乐学院教

授、香港道乐团团长。在他看来，虽然

传统艺术面临冲击，但现代艺术、当代

艺术也同样面对生存问题，各艺术种

类都是平等的。“传统艺术不可妄自菲

薄，认为自己处于竞争的劣势。在当

前剧团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花鼓戏要

坚持自己原生态的音乐，要重‘土’，即

重视本土本乡的本真旋律，保持艺术特

色。”他说。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吴粤北十分赞

赏湖北省实验花鼓剧院出版发行花鼓

戏影音资料和书籍，他认为，声腔艺术

和音乐艺术是戏剧的支撑，是区别于

其他剧种的标志。如今想掌握这些精

髓必须依靠系统的教学，而不能仅靠

传统的口传心授。花鼓戏一直都缺少

成体系的乐谱，这套资料填补了业界

的空白，将成为花鼓戏学习和传承的

教材。他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地方戏剧

种的传承资料出现，还希望国内艺术

院校多开设地方戏专业。

湖 北 省 文 联 名 誉 主 席 、著 名 编

剧 家 沈 虹 光 也 是 一 位 花 鼓 戏 戏 迷 ，

她 对 花 鼓 戏 有 着 这 样 的 期 望 ：戏 曲

的 繁 荣 依 赖 于 民 间 的 广 泛 传 播 ，花

鼓 戏 要 秉 承 历 史 传 统 、研 究 市 场 发

展 新 特 点 ，始 终 关 注 基 层 和 民 间 ，唱

出百姓心声。

一个县级市的花鼓戏保护经验
本报记者 李珊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