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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戏剧家协会助力戏剧进社区

漯河市豫剧团缘何“派头”十足
本报驻河南记者 陈关超 通讯员 岳闪闪

“全国豫剧常派艺术研修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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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驻 河 南 记 者 张 莹

莹）豫 剧 大 师 常 香 玉 创 立 的 旦 行

“常派”艺术，在豫剧各大流派中首

屈一指，豫剧界有“无旦不学常”之

说。为传承常派艺术、弘扬“香玉

精神”，近日由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中 原 文 化 艺 术 学 院）主 办 ，河 南

豫 剧 院 协 办 ，河 南 艺 术 职 业 学 院

戏曲系承办的 2016 年度国家艺术

基 金 资 助 项 目“ 全 国 豫 剧 常 派 艺

术 研 修 班 ”在 河 南 艺 术 职 业 学 院

举行。

“全国豫剧常派艺术研修班”

课程总体上分为 30 天集中培训，回

团舞台实践，带着实践中遇到的难

题回班和毕业汇报演出 4 个阶段。

通过对常派声腔艺术和传统经典

剧目的学习，使学员都能深层次掌

握常派艺术的真谛,并继承弘扬常

香玉先生“戏比天大”的敬业精神

和职业操守，努力成为德艺双馨的

文艺工作者，更好地为人民歌唱，

为时代抒怀。

培训班共有八省一市的 35 名

学员参加，他们都是国内专业豫剧

团的骨干力量。此次研修班的师

资力量强大，由常香玉先生的女儿

常 小 玉 、常 如 玉 、陈 小 香 ，常 香 玉

先生高徒——豫剧表演艺术家高

玉秋、孙玉菊、王希玲、虎美玲，河

南 省 导 演 学 会 会 长 、著 名戏曲导

演罗云等各界专家组成强大的教

师队伍，他们分别从常派艺术的基

本理论、声腔、表演、身段等方面进

行教学，并为学员排练常派传统经

典剧目。

河南淮阳作为羲皇故都所在

地，是伏羲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

化中心，伏羲时代的许多重大发明

创造活动以这里为基地进行。伏

羲文化是一项重要的文化资源，伏

羲具有广泛的民族代表性和强烈

的民族认同感。在大力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的今天，弘扬伏羲文化对

凝聚中华各族、孕育民族精神推进

民族复兴意义深远。

伏羲与他所建立的伏羲部落

的历代先哲们，创造了亘古弥新的

伏羲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源头的伏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

本源和母体，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源

头和民俗文化的宝库。在政治经

济方面，太昊伏羲氏赋予了中华民

族“龙”的徽号。龙图腾的形成象

征着中华民族主体血脉的汇聚和

文化的奠基，开始了网捕式渔业、

原始锄耕农业、畜牧业、建筑业、交

通 业 、文 化 业 和 原 始 社 会 生 产 分

工，使原始先民由自然采集生活转

变到农耕和狩猎时代。

伏羲“制嫁娶”，以俪皮为礼，

使人类由原始群婚杂居向夫妻家

庭制度转移，是中国社会由蒙昧进

入文明时代的大飞跃。中华民族

从伏羲正姓氏之始，近亲不婚渐成

共识，从此姓氏开始产生。姓氏作

为“远禽兽、别婚姻”的符号，成为

了 人 类 社 会 进 入 文 明 的 重 要 标

示 。 伏 羲 作 为 饮 食 文 化 的 创 始

人 ，为“ 变 茹 腥 之 食 ”而“ 钻 木 取

火”，开始了人类饮食卫生健康的

新纪元；“作历度，定节气”，总结人

们对自然的最初认识，形成了四季

八节的中国历法基石；“制琴瑟，作

乐曲”，使中国礼乐文明曙光初露；

“尝百药，制九针”，中华医药研究

和针灸之先河从此开创。

伏羲文化包含善待自然、爱惜

万物的价值取向。伏羲思想的道

家学说有着丰富的生态学思想资

料，这些深具生态学意蕴的观念在

今天这样一个生态危机的时代具

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伏羲氏“一画

开天，始画八卦”，中华民族文化之

源从此开启。《周易》《史记》等典籍

都记载着伏羲“作八卦”的重要贡

献。伏羲八卦中所蕴含的“天人谐

和”的整体性、直观性的思维方式

和辩证法思想，是我们民族思想方

式的基础。伏羲画八卦形成了中

华 哲 学 发 展 演 变 的 一 条 文 化 主

脉。由八卦而《周易》并由此形成

的易学思想与体系，是中华民族解

释世界、认识自然、规范社会人伦

的钥匙与百科全书。

作为伏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的龙文化和根文化在中华民族

的心灵深处有着不可替代的牢固

地 位 ，无 论 何 时 何 地 ，“ 龙 的 传

人 ”称 号 始 终 是 海 内 外 中 华 儿

女 团 结 奋 进 的 黏 合 剂 。 龙 的 精

神 和“ 根 ”的 观 念 是 维 系 中 华 民

族 众 志 成 城 的 精 神 纽 带 ，成 为

民 族 传 统 、民 族 感 情 、民 族 精 神

的 集 中 体 现 。 弘 扬 伏 羲 姓 氏 文

化 ，有 利 于 我 们 继 承 优 秀 的 文

化 传 统 ，从 传 统 文 化 中 发 掘 思

想 道 德 教 育 资 源 ，强 化 社 会 道

德 意 识 。 弘 扬 伏 羲 文 化 教 人 敬

祖 重 孝 ，讲 爱 心 ，报 本 返 始 ，饮

水 思 源 ，不 忘 祖 先 。

黄河 流 域 是 伏 羲 文 化 资 源

的 拥 有 地 ，要 在 学 术 研 究 、活 动

组 织 等 方 面 携 起 手 来 ，紧 紧 抓

住 国 家“ 一 带 一 路 ”的 战 略 机

遇 。 让 伏 羲 文 化 辉 煌 永 驻 ，让

伏 羲 精 神 代 代 相 传 ，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共识、

汇聚力量。

中原文化纵议

最近，漯河市豫剧团几乎天天连

轴转地演出：舞台艺术送农民、中原

文化大舞台、商演、戏曲进校园……

短短几年光景，该团就成为河南省戏

剧院团学习的对象，演出车队有道

具车、餐车、淋浴车、大客车、舞台车、

商务车等近 10 辆，派头十足；平均年

龄 20 多岁的阵容，清一色的迷彩服，

军事化管理散发无穷活力；更重要的

是，他们能文能武，尤其是武打演员

简 直 成 了 全 省 戏 剧 界 的 宝 贝 ，常 被

“借”走演出。

创新管理方法

团长宋德甲是一名退伍军人，不

会演戏却十分喜欢戏。因为跑台口

锲 而 不 舍 ，人 送 外 号“ 穿 山 甲 ”。

2009 年 接 任 漯 河 市 豫 剧 团 团 长 书

记，他研究一套“用部队的管理方法

管理剧团”的新思路：半军事化管理、

制度化保证、家长式关怀。

漯河市豫剧团的管理制度相当

严 格 ，罚 则 极 多 ，却 有 几 个 显 著 特

点。第一是制度定得实在具体，可操

作性强。第二是持之以恒。制度能

否发生有效作用，关键在于执行。

剧团演职员大多是二十来岁的

年轻人，每逢过节，不能回家的“孩

儿们”把宋德甲家挤得满屋满院，宋

德甲乐呵呵地下厨房，烹调煎炒，其

乐 融 融 ，像 是 一 个 大 家 庭 。 家 长 式

的 关 怀 ，让 演 员 感 到 温 馨 。 有 不 少

剧团想到漯河豫剧团“挖演员”，但

宋德甲自信地说：“我的演员，他们

挖不走！”

漯河市豫剧团的演员都是一身

兼多职，大家忙得都像个陀螺。团里

没有专职的行政人员，全是兼职，副

书记是一位琴师兼任，副团长是一位

须生兼任，会计是一位琵琶演奏员兼

任，食堂大师傅是汽车司机兼任，书

记兼团长的宋德甲，还兼任着外联。

装备舍得投入

演出舞台光鲜亮丽，演员们活力

四射。最吸引观众的还有该团全省

领先的装备。“大餐车和淋浴车是漯

河剧团独有的设备，很好地解决了演

员的吃饭问题，保障下乡演出时每天

中午和晚上不得少于 6 个菜。吃完

饭有专人负责清理，演员不用自己刷

盘子！”团长宋德甲说。

流动餐车俨然是一个流动职工

食堂。餐车内的每一个管道、排气孔

都精心设计，实用、方便、卫生。而另

外一辆淋浴车，能供四男四女使用，

打 开 几 分 钟 就 可 以 流 出 哗 哗 的 温

水，“以前洗澡都是在住的地方的厕

所里，很脏，但是没办法，男同志还

好，女同志更加不方便。”

由于剧团队伍庞大，外出演出一

辆大巴车很难兼顾，4 月底又新添置

了一辆 45 座大巴车，还有自己的服

装 设 计 工 作 室 ，专 门 独 立 为 团 里 设

计、制作各个戏的服装造型。至此，

漯河市豫剧团已经拥有了包括 1 辆

商务车、2 辆大巴车、2 辆道具车、2 辆

舞台车、1 辆餐车、1 辆洗浴车在内的

9 辆车的庞大车队，外出演出，每到

一地都是一道亮丽风景，车上的红丝

带也成了漯河市豫剧团的一个代表

性标识。

擦亮金字招牌

漯河市豫剧团是豫剧沙河调的

主要传承保护载体，沙河调以文武大

戏见长，依据这一定位，他们主攻两

个类型的剧目生产：一是乡村百姓喜

爱 的 、广 泛 流 行 的 豫 剧 经 典 名 剧 如

《清风亭》《蝴蝶杯》《大祭桩》等；二

是 文 武 并 重 的 征 战 大 戏 如《五 世 请

缨》《樊梨花》《战洪州》。

河南省文化艺术研究院著名戏

曲评论家刘景亮说：“豫剧本来是地

方大戏，过去以征战戏、袍带戏为主，

但长期以来，豫剧的“武戏”不断减

少，而漯河市豫剧团行当齐全，在演

出市场上拥有独家经营的优势。”

最近几年，漯河市豫剧团在艺术创

作上硕果累累，接连排出《三娘教子》《战

洪州》《贾湖笛声》等戏，叫好又叫座，引

起全省戏剧界的极大关注。在不久前

由河南省委宣传部、省剧协主导举办的

“全省戏剧院团漯河经验交流会”上，全

省数十家院团学习该团管理经验及

先进成果，并在全省院团推广。

今年首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围绕“文化遗产与一带一路”的主题

河南博物院开展了六大板块 10 余项

公众可参与的文化惠民活动。近年

来，河南博物院依托深厚的传统文化

底蕴，策划和实施系列宣传教育及惠

民活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重要性

在观众心中生根发芽。

广泛参与 激发活力

“每年‘文化遗产日’都可以参加

知识竞答，获奖者除获得由组委会颁

发的证书及奖品外，还能参加现场抽

奖，今年就抽取了 8 部华为 P10 手机

大奖，现场参与者情绪高涨，这的确

是 激 发 全 民 参 与 文 化 保 护 的 好 办

法。”第五届“中原文物网上有奖竞

答”颁奖活动于 6 月 8 日举行，来自中

国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网络安全学

院的大学生王莉说。

本届网上有奖竞答历时 60 天，引

发近 310 万名网友关注，来自国内 20

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加拿大

的 1.2万余人次参与。

河南博物院新任党委书记万捷、

新任院长马萧林出席颁奖仪式。竞

答题来自河南博物院网《每周一品》

栏目，针对网友、中小学生和军人、普

通观众等不同受众群体分别设置不

同类型的题目，选题具有广泛的社会

文化基础。

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有奖竞

猜和品鉴活动中来，工作人员充分利

用“互联网+”的优势，采取网站答题、

微信答题、纸质答题和展厅机器答题 4

种方法。除河南博物院的重点文物

外，特别推荐与中原文化传承和“一带

一路”主题紧密相关的文物藏品，引发

读者强烈的参与和积极的讨论。

中原文物网上有奖竞答活动自

2012 年开始，至今已连续举办 5 届，积

极探索了文化传播的新形式，进一步

增强利用现代信息化手段对华夏文

明知识传播的广度与深度。5 年来，

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对所有

答卷进行严格筛选、评审，选出竞猜

达人、最佳老人奖、最佳童趣奖、最佳

畅想奖等 5个奖项。

文化创意 推陈出新

当前，在博物馆着力发展教育职

能、努力实现社会化的大背景下，河

南博物院在河南省文物局、河南省美

术家协会及河南省博物馆协会的支

持下，培育出“河南省博物馆文化产

品创意设计大赛”教育服务品牌，已

连续组织实施 5 届大赛，具有引领性、

持续性、探索性与创新性等特点。

“2011 年 初 河 南 省 举 办 首 届 博

物 馆 文 创 大 赛 ，共 征 集 来 自 省 内 参

赛 作 品 202 件套。第二届大赛着重

努力提升效果，征稿达 601 幅。第三

届大赛开展新的探索，共收到全国参

赛作品 1601 件套，是前两届大赛作品

总数的两倍。”河南博物院党委副书

记丁福利说。

文化创意大赛是河南博物院在

新领域的探索之路。经过不懈努力，

又接连举办第四届、第五届。“百汇地

杯”第五届文创（陶瓷主题）设计大赛

在总结前 4 届经验基础之上，尝试由

文化公司进行专业化大赛宣传和运

营，进一步拓宽博物馆文创事业社会

化发展的路子，影响力波及河南、山

东、天津、北京、辽宁等 15 个省和直

辖市。

第 五 届 大 赛 持 续 创 新 ，设 立 了

“概念类”与“产品类”两种奖项，让公

众有更多选择，成为参赛者。大赛至5

月 18日截止，历时近 3个月，经权威部

门相关专家的论证和评审，共产生 106

件获奖作品，评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产品类、概念类各 2名，三等奖产品类、

概念类各3名，产品类特别奖2名，优秀

奖产品类、概念类各 10名，网络人气奖

产品类、概念类各 10名。此外，郑州轻

工学院易斯顿美术学院、郑州航空工

业管理学院和郑州大学还获得了团体

奖。首次设立的 20 名网络人气奖是

大赛在评审上的推陈出新，采用占有

一定权重的新媒体网络评选方式展

现博物馆文创发展的新面貌。

培育品牌 扩大影响

河南博物院有中原历史文化宣

讲团、华夏古乐展演、中原国学讲坛、

历史教室等一系列的教育品牌。

中原历史文化宣讲团是河南博

物院“年龄最大”的教育品牌，几十年

来 ，他 们 以 各 种 形 式 送 展 览 走 进 校

园、企事业单位、军队，在推广博物馆

服务理念、帮助公众深入了解传统文

化精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6 月 8 日，宣讲团应邀做客郑州

轻工业学院，宣讲团专家团员徐蕊和

宣讲团讲解团员共同为师生们送上

了“大汉霓裳—— 汉 代 服 饰 的 研 究

与 展 演 ”专 题 讲 座 。 徐 蕊 向 同 学

们 介 绍 了 这 个 时 期 服 饰 考 古 资 料

的 发 现 情 况 ，汉 代 服 饰 款 式 、形 成

及 发 展 变 化 等 知 识 ，通 过 结 合 汉

代 社 会 背 景 启 发 同 学 们 对 中 国 传

统 服 饰 文 化 精 髓 的 理 解 ，感 悟 汉

代 服 饰 的 艺 术 魅 力 。 讲 座 强 调 阅

读 历 史 文 献 的 重 要 性 ，而 其 关 于

中 国 服 饰 考 古 学 研 究 的 方 法 更 是

吸 引 了 同 学 们 ，让 大 家 对 中 国 古

代 服 饰 研 究 产 生 了 浓 厚 兴 趣 。 讲

解 团 员 结 合 汉 唐 历 史 背 景 精 心 编

排 的 舞 台 剧《画 中 仙》，语 言 通 俗

幽 默 ，表 演 精 彩 传 神 ，让 在 场 的

大 学 生 惊 叹 ：“ 原 来 博 物 馆 教 育

活 动 这 么 有 趣 ，古 老 且 时 尚 ，我 们

闲 暇 时 又 多 了 一 个 可去的地方。”

华夏古乐展演也是河南博物院

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教育品

牌。6 月 10 日 ，华 夏 古 乐 团 推 出 了

“ 丝 绸 之 路 与 中 原 ”主 题 公 益 专 场

展 演 活 动 。 骨 笛 的 清 越 渺 然 、陶 埙

的如泣如诉、青铜编钟的庄严 肃 穆

……一件件凝聚古代和现代智慧结

晶 的 复 原 古 乐 器 让 观 众 领 略 了 中

国 古 代 音 乐 的 深 邃 ，而《瑞 鹧 鸪》

等 曲 目 则 再 现 了 唐 代 包 容 开 放 的

盛 世 之 音 ，让 现 场 观 众 真 切 感 受

到 了中原音乐与西域文化的完美融

合。“如果不是亲耳听到，很难相信

8000 年 前 的 河 南 音 乐 水 平 如 此 之

高。”演奏会现场，几位来自新疆的

观众交口称赞。

“文化与自然遗产日”宣讲团进校园

近日，许昌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非遗主场活动之“名师出高徒”——许昌

市第四届钧瓷烧制技艺项目传承人授徒

技艺大赛暨许昌市第二届传统工艺展演

展示在许昌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这次展演展示活动分为手拉坯技艺

大赛、“钧瓷烧制技艺”传承人优秀作品

展、国家级非遗项目越调展演、非遗传统

工艺项目展演展示、非遗知识宣传进校

园五部分。

图为手拉坯技艺大赛现场。

张 帆 文/图

本报讯 （驻 河 南 记 者 张 莹

莹）6月 16日，河南省戏剧家协会与

河南省社区教育服务指导中心在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签约。今后，河

南戏剧家协会将充分发挥戏剧艺

术在社区教育中的独特作用，通过

艺术演出、学术交流、专家授课等

多种形式，丰富社区教育尤其是老

年教育内容，提升社区教育水平，

开创河南社区教育新天地。

河南是戏剧大省，河南省戏剧

家协会多年来助力河南推出了《程

婴救孤》《常香玉》《红旗渠》《焦裕

禄》等一批精品力作，实现了中宣

部“五 个 一 工 程 ”奖 九 连 冠 ，国 家

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

八 连 冠 、文 华 大 奖 六 连 冠 。 河 南

省社区教育服务指导中心的全部

授 课 都 在 河 南 广 播 电 视 大 学 ，河

南广播电视大学作为一所以开展

学 历 教 育 和 非 学 历 继 续 教 育 、社

区 教 育 为 主 的 成 人 高 校 ，具 有 覆

盖 城 乡 的 完 整 办 学 系 统 、成 熟 的

远程教育经验和丰富的学习资源

优 势 ，是 服 务 全 民 终 身 学 习 和 学

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

河 南 省 戏 剧 家 协 会 副 主 席 、

秘 书 长 陈 涌 泉 希 望 通 过 双 方 合

作 ，共 同 打 造 河 南 老 年 教 育 的 试

点 基 地 。 根 据 协 议 ，双 方 将 本 着

责 权 一 致 的 原 则 ，将 河 南 省 戏 剧

家 协 会 的 影 响 面 广 、戏 曲 教 育 实

体教学经验丰富等优势与河南广

播 电 视 大 学 的 系 统 优 势 、远 程 教

育技术和硬件优势、资源优势结合

起来，开展戏剧教育相关业务合作

多样化、多层次学习需求，共同推

动河南省社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