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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家庭演绎戏曲曲艺盛宴：

传统文化在家风中传承
本报记者 赵若姝

首届平遥文化遗产国际交流周举办

9 月 7 日、8 日，2019 多彩贵州

百 姓 大 舞 台 非 遗 周 末 聚“ 中 秋 专

场”在贵 阳 举 行 。 苗 族《踩 鼓 舞》

《反 排 木 鼓 舞》、彝 族《撮 泰 吉》、

瑶 族《猴 鼓 舞》、仡 佬 族 傩 戏《开

路 先 锋》等 节 目 表 现 了 贵 州 省 多

民 族 的 团 圆 、相 逢 等 内 容 ，现 场

很 多 观 众 举 家 前 来 欣 赏 ，感 受 传

统节日的氛围。此次活动由贵州

省 委 宣 传 部 、贵 州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多 彩 贵 州 文 化 产 业 集 团 等 单

位共同主办。

图为苗族《踩鼓舞》表演。

董金黄 颜兴彩/文 王为杰/摄

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故

事 ，没 有 故 事 或 不 会 讲 故 事 的

城 市 ，似 乎 缺 乏一些内在的吸

引力。

前几日，笔者住在苏州古城

区 一 处 环 境 相 对 清 幽 的 酒 店 。

店里藏着一座有 200 多年历史的

藏书楼，距历史文化名街平江路

也仅有几十米之遥。

酒店位于菉葭巷内，巷名是

两个比较生僻的字，笔者遂问询

酒店的服务人员。菉，是因为这

条巷子里曾经住过一个姓陆的

大 户 人 家 ，所 以 取“ 菉 ”之 谐

音。那“葭”呢？漂亮的苏州小

妹 一 脸 骄 傲 地 说 ，取 自《诗 经》

里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啊！

从中，亦可窥见当地人对家乡的

热爱。

让人遗憾的是，前些年随着

城市改造，许多老地名从苏州的

地图上消失了。幸好在一些学

者的建议下，苏州启动了吴文化

地名保护工程，一些自然地理实

体、行政区域、道路与桥梁、名泉

和 名 井 的 名 字 都 得 到 了 保 护 。

而列入保护名录的这些名字，不

能轻易变动，如要变更和调整都

须经过严格审核。

文化学者冯骥才曾说过，城

市的生命密码藏在地名中。特

别是在当今“城改”大潮中，历史

街区被大片铲去，地名便成了一

息尚存的历史。地名折射出一

个 城 市 的 历 史 ，藏 着 久 远 的 传

说 ，也 是 一 个 城 市 向 后 人 诉 说

的 凭 据 、外 来 游 客 了 解 城 市 的

窗 口 。 譬 如 ，苏 州 城 里 有 一 条

巷 名 为“ 剪 金 桥 巷 ”，源 自 吴 王

和 西 施 的 故 事 。 传 说 ，一 日 吴

王 与 西 施 出 游 ，见 桥 头 有 一 卖

花 女 叫 卖 鲜 花 ，吴 王 便 从 头 上

取 下 一 只 金 簪 ，命 宫 女 剪 下 一

截，将所有的鲜花买下，供西施

晓 妆 之 用 ，后 人 遂 将 此 地 命 名

为“ 剪 金 桥 ”。 听 完 这 个 故 事 ，

你 会 不 会 觉 得 吴王也是一个可

爱之人？进而想在这个城市里

流连，寻觅更多的古迹？

笔者下榻酒店的藏书楼由

清代藏书家黄丕烈的旧居改建

而成，名为“百宋一廛”。从楼名

便 能 窥 得 ，黄 丕 烈 一 生 挚 爱 藏

书 ，在 自 己 居 所 里 构 筑 了 一 个

宋版书的王国。这家酒店的负

责 人 对 这 段 历 史 颇 为 珍 视 ，不

但 完 好 保 留 了 原 有 古 建 ，更 邀

请现代私人藏书家韦力等撰写

了 园 内 的 匾 额 ，将 藏 书 的 故 事

续 写 到 今 天 。 改 造 后 的 酒 店 ，

庭院深深，走廊迂回，假山湖石

点缀，茂林修竹成荫，集中体现

了 苏 州 的 城 市 特 色 。 在 苏 州 ，

像这样擅长讲故事的经营者并

不 鲜 见 ，他 们 自 觉 地 践 行 保护

优先、合理利用的原则，延续着

城市文脉。

历史如同一条奔涌而去的

长河，将很多过往裹挟而去，留

下 来 的 记 忆 便 显 得 弥 足 珍 贵 。

城 市 的 角 落 里 、街 巷 中 藏 着 这

些历史的片段，镌刻在地名中，

等 着 游 人 放 慢 脚 步，读其中的

故事。

九月秋阳中，广西壮族自治区博

物馆的讲解员萧潇再次仔细斟酌她

的讲解词，为即将举行的第二届全国

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广西选拔赛做

准备。这次她带来的是该博物馆收

藏的一面红旗背后的故事。

“这面红旗非常简单，却意义非

凡。”萧潇所说的红旗由两块红布拼

接而成，旗面上只有一颗五角红星，

再无其他纹饰或文字。红旗已然有

些 破 旧 ，旗 面 上 还 有 缝 补 的 针 脚 。

红旗是当年红军长征过桂北时一名

战 士 留 下 的 ，后 由 灌 阳 县 村 民 黄 合

林祖孙三代守护了 45 年。“红旗不仅

见证了中央红军在长征中浴血奋战

的 历 程 ，也 浓 缩 了 军 民 间 深 深 的 鱼

水情。”萧潇说。

1934 年 冬 ，中 央 红 军 在 突 破 第

三道封锁线后继续西进。当年 11 月

底 ，湘 江 战 役 在 广 西 兴 安 县 、全 州

县、灌阳县打响，红军战士与国民党

军苦战五昼夜，最终强渡湘江，突破

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中央红

军 也 付 出 了 惨 重 的 代 价 ，由 长 征 出

发时的 8.6 万多人锐减至 3 万余人。

在灌阳县内发生的新圩阻击战

是 湘 江 战 役 三 大 阻 击 战 的 首 战 ，也

是 最 惨 烈 、最 关 键 的 一 战 。 红 三 军

团 第 五 师 与 敌 人 激 战 了 三 天 三 夜 ，

确保了中央纵队和红军主力顺利渡

过湘江左翼。

战争中，新圩阻击战前线枫树脚

村农民黄合林救助了一名大腿受伤

的红军战士，并把他带回家藏好，为

他 疗 伤 。 其 间 ，国 民 党 桂 系 军 阀 入

村 搜 查 受 伤 红 军 时 ，黄 家 人 不 顾 民

间 禁 忌 ，将 受 伤 战 士 藏 在 未 出 嫁 女

儿 的 蚊 帐 里 。 伤 愈 临 别 时 ，红 军 战

士将一面红旗和几件物品交到黄合

林手里：“这面红旗比我的生命还重

要，你先替我保管，等到革命胜利时

我回来看你，再跟 你 讨 ！ 红 军 一 定

会胜利的！”

为 保 护 好 这 面 红 旗 ，黄 合 林 专

门 做 了 个 小 木 箱 ，藏 于 家 中 隐 秘

处 。 在 黄 合 林 去 世 前 ，他 将 红 旗 交

给 儿 子 黄 荣 青 和 孙 子 黄 光 文 ，叮 嘱

他 们 一 定 要 好 好 保 存 。 在 战 乱 年

代 ，为 藏 好 这 面 红 旗 ，黄 家 人 经 历

了 无 数 个 提 心 吊 胆 的 日 日 夜 夜 ：把

红 旗 藏 在 老 人 的 棺 材 里 ；在 国 民 党

军 搜 查 时 ，将 红 旗 绑 在 8 岁 的 黄 家

小 儿 身 上 ；为 躲 避 日 军 ，黄 家 人 将

所 有 家 产 都 舍 弃 了 ，唯独把红旗带

在身边……

黄 家 人 日 日 盼 、月 月 盼 、年 年

盼，盼望红军战士回来取红旗，但遗

憾的是，红旗一代代传下来，那位红

军 战 士 却 一 直 没 有 出 现 。 1979 年 ，

在 黄 光 文 带 着 遗 憾 病 逝 后 ，他 的 儿

媳 将 这 面 红 旗 捐 给 了 灌 阳 县 武 装

部 ，最 终 辗 转 入 藏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博物馆。

“ 在 老 百 姓 眼 里 ，红 旗 就 是 红

军，保住红旗，就是保护红军，保护

他们的救命恩人。”枫树脚村原支书

黄荣高说，红军长征经过广西期间，

有 2000 多名红军战士负伤失散在桂

北地区。红军在这里播下了革命的

星 星 之 火 ，也 留 下 了 一 个 个 鱼 水 情

深的感人故事。

今年 5 月，在玉林市举行的 2019

年广西“十佳红色故事讲解员”评选

活动中，萧潇为大家讲述了这个《红

旗飘飘耀八桂》的故事。她说：“我

们 的 岁 月 静 好 ，只 因 有 人 在 替 我 们

负 重 前 行 。 虽 然 现 在 是 和 平 时 期 ，

但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征路。”萧

潇告诉记者，重温长征精神，是为了

更 珍 惜 今 天 的 美 好 生 活 ，激 励 人 们

在 面 临 困 难 时 也 能 咬 牙 坚 持 ，为 祖

国的明天继续奋斗。

近 年 来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博 物

馆通过多种方式向公众展示和介绍

这 面 旗 帜 。 以 红 旗 为 切 入 口 ，该 博

物 馆 在 今 年 设 计 了“红 色 故 事 主 题

课堂”，把湘江战役的历史故事带到

中小学生的课堂上。

如 今 ，在 灌 阳 县 新 圩 阻 击 战 陈

列馆前的广场上，矗立着 祖 孙 三 代

保 红 旗 的 雕 塑 ，以 纪 念 这 段 守 护 红

旗 的 故 事 。 年 复 一 年 ，前 来 灌 阳 县

学 习 长 征 精 神 、接 受 爱 国 主 题 教 育

的 人 络 绎 不 绝 ，黄 荣 高 在 退 休 后 主

动 请 求 担 任 了 新 圩 阻 击 战 陈 列 馆

的管理员，为游客免费讲解。“要让

更 多 人 了 解 这 段 历 史 ，将 红 色 故 事

传承下去，把红色精神发扬光大。”

黄荣高说。

今年暑期 对 京津冀的百余个家

庭 而 言 有 些 不 同 ，在 过 去 的 几 个 月

里，这些家庭纷纷登台献艺，度过了

一个传统文化氛围浓厚的夏天。8 月

30 日，“亮底蕴 颂传统 扬家风——

天津市第十届家庭文化艺术节第二

届 京 津 冀 家 庭 戏 曲 曲 艺 展 赛 ”在 天

津 市 第 二 工 人 文 化 宫 剧 场 落 幕 ，从

展赛中脱颖而出的几组优秀选手和

多位戏曲、曲艺名家联袂登台，轮番

演绎传统经典佳作，再现了今夏的精

彩瞬间。

“戏迷之家”齐登台

此次展赛由天津市河东区文化

和旅游局、天津市群众艺术馆、北京

市文化艺术活动中心、北京市西城区

文化和旅游局、河北省群众艺术馆、

天津市非遗保护协会主办，自今年 3

月启动以来，共吸引京津冀三地百余

个家庭千余名选手参与。

母亲和嫂子登台唱戏，父亲吹唢

呐，舅舅吹笙，哥哥拉板胡，自己表演

河北梆子……在此次 展 演 中 ，来 自

河北衡水的司卫涛一家六口以节目

《戏 迷 之 家》诠 释 了 戏 迷 家 庭 的 文

娱 生 活 。 司 卫 涛 出 生 于 曲 艺 世 家 ，

父 亲 和 母 亲 退 休 前 都 从 事 曲 艺 工

作，耳濡目染中，司卫涛从小学戏、

爱 戏 。 他 告 诉 记 者 ，父 母 退 休 以 来

便 不 再 登 台 演 出 ，但 戏 曲 和 曲艺仍

然是家中日常生活的重要话题。“我

一 直 想 为 家 人 举 办 一 场 专 场 演 出 ，

重 圆 他 们 的 舞 台 梦 。”司 卫 涛 笑 着

说，“展赛让我提前实现了愿望。”

在京 津 冀 地 区 ，像 司 卫 涛 一 样

的“ 戏 迷 之 家 ”不 是 少 数 。 京 津 冀

是 我 国 北 方 著 名 的 曲 艺 重 镇 、戏 曲

之乡，三地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

域 一 体 、文 化 一 脉 。 作 为 京 津 冀 戏

曲 、曲 艺 作 品 展 示 和 交 流 的 平 台 ，

此 次 展 赛 要 求 选 手 以 家 庭 为 单 位

参 赛 ，母 女 、父 子 、夫 妻 、兄 妹 、祖

孙 等 组 合 纷 纷 上 场 ，集 中 演 绎 了

京 剧 、评 剧 、京 东 大 鼓 、河 北 梆

子 、河 南 坠 子 、单 弦 、快 板 等 多 个

门 类 的 戏 曲 、曲 艺 作 品 ，一 批 以 庆

祝 新 中 国 成 立 70 周 年 、传 承 中 华

好 家 风 等 内 容 为 主 题 的 原 创 作 品

应 运 而 生 ，在 丰 富 京 津 冀 三 地 群

众 文 化 生 活 、推 动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传 承 与 发 展 方 面 发 挥 了 重

要作用。

文化基因代代相传

家庭文化建设在天津有深厚的渊

源 。 1987 年 ，天 津 市 河 东 区 举 办 了

“金龙奖”家庭戏曲大赛，为天津戏曲

艺术的传承奠定了坚实基础。32 年

来，天津市河东区深挖家庭文化，将家

庭文化艺术节培育成天津市群众文化

品牌项目。此次展赛正是天津市第十

届暨河东区第十二届家庭文化艺术节

的重要子项目之一，让传统文化在家

庭文化建设中代代相传。

8 岁的天津女孩冯煊雅已是第二

次参加京津冀家庭戏曲曲艺展赛。4

年前，受母亲冯小红影响，冯煊雅开

始学习评剧。每天两小时的基本功

练 习 ，让 冯 煊 雅 功 力 日 渐 深 厚 。 如

今 ，她 已 在 多 项 戏 曲 比 赛 中 斩 获 佳

绩，在此次展赛中，她和妈妈一起表

演《夸手》。在准备的过程中，冯煊雅

更像个小老师，全方位给妈妈做起了

辅导。“一个眼神、一个动作达不到她

要求都不行，这股韧劲儿正是学戏带

给她的。”冯小红说。

国粹情结，风雅见微。传统艺术

给予人精神 的 滋 养 ，也 赋 予 人 文 化

传承的力量。来自北京的郭磊和 6

岁 的 儿 子 郭 一 杉 ，出 演 了 父 子 档 双

簧《不 当 小 皇 帝》。 该 作 品 是 郭 磊

根据他的师父、相声作家马贵荣 20

年 前 创 作 的《我 是 家 中 小 皇 帝》改

编 的 ，如 今 和 儿 子 同 台 演 出 ，对 于

郭 磊 有 着 特 殊 的 意 义 ：“ 我 像 儿 子

这 么 大 的 时 候 开 始 和 师 父 学 艺 。

如今我长大了，师父已年近七旬，我

想 将 所 学 到 的 传 承 给 孩 子 ，让 他 从

中受益，也让传统曲艺生生不息。”

群众文艺成果普惠大众

据京津冀家庭戏曲曲艺展赛项

目 负 责 人 、天 津 市 河 东 区 文 化 馆 馆

员 李 笑 介 绍 ，此 次 活 动 特 别 邀 请 到

中 华 曲 艺 协 会 会 长 、曲 艺 理 论 家 常

祥 霖 ，中 国 曲 艺 家 协 会 副 主 席 、梅

花 大 鼓 表 演 艺 术 家 籍 薇 等 名 家 为

选 手 及 市 民 进 行 了 4 场 专 题 讲 座 ，

讲 授 戏 曲 曲 艺 基 础 知 识 、传 统 文 化

的 传 承 与 发 展 ，还 开 展 了 现 场 互 动

教 学 ，使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在 群 众

中生根开花。

籍薇说：“展赛搭建了一个宣传

普 及 戏 曲 曲 艺 知 识 、引 导 戏 曲 曲 艺

发 展 的 平 台 ，尤 其 促 进 了 中 华 优 秀

传统文化的家庭传承，它使戏曲、曲

艺 在 年 轻 人 心 中 扎 下 民 族 艺 术 的

根。”从评审到公益讲座，籍薇全程

参与了此次展赛。通过与参赛选手

交流，籍薇表示：“戏曲和曲艺是民

族的魂。它在民间有顽强而持久的

生 命 力 ，有 民 众 在 ，这 一 民 族 艺 术

就 不 会 消 亡 。 我 们 要 在 坚 守 传 统

的 基 础 上 与 时 俱 进 ，增 强 戏 曲 和 曲

艺 作品的文化底蕴，不断为社会带

来正能量。”

曲音已尽，余音未了。据悉，随

着展赛的落幕，京津冀三地巡演已经

开启，从展赛中脱颖而出的优秀表演

奖和十佳表演奖获奖选手将陆续加

入公益巡演队伍，促进群众文艺成果

进一步普惠广大群众，让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在回馈大众的过程中焕发时

代光辉。

本报讯 （驻 山 西 记 者 郭 志

清 杨渊）9月 2日，为期一周的首届

平遥文化遗产国际交流周在山西

平遥古城举办。

交流周以“走向公众的遗产保

护”为主题，在平遥古城吉祥寺、电

影宫举办了平遥国际工作坊学术

交流、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学术交

流、平遥城乡文化遗产设计创意展

3 场活动，除了精彩的学术论坛，还

有泥塑、木雕、砖雕、斗拱、壁画以

及建筑彩绘等古建传统技艺的展

示活动。

依托 2018 年 5 月成立的“平遥

县城乡文化遗产保护与国际发展

工作坊”，来自国际国内的 10 支团

队和同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

学、复旦大学等 30 余所高校科研机

构一年来走进平遥、研究平遥，形

成了一批高质量、有一定社会影响

力的学术成果和设计成果。本次

活动中，“区域·线路·集群—文化

遗产的整体关联性探讨”“回归城

乡一体的历史结构”等科研成果以

讲座报告、图片展示等形式在吉祥

寺活动区集中进行展示交流。

本届交流周由平遥县人民政

府、中国文物学会等单位联合主办。

“这面红旗比我的生命还重要”
本报驻广西记者 郭凯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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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 日，由河北博物院、河南博物院联合主办的“鼎立中原 豫

地瑰宝”展在河北博物院北区展厅开展。此次展览精选河南博物

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博物馆、三门峡虢国博物馆、南阳

市博物馆等文博单位收藏的文物精品 146 件（组），其中一级文物 29

件。展览分“帝国形成”和“匠作技艺”两部分，从政治、礼制、技艺等

方面再现了河南古代文明诞生、演变、发展的历程及繁荣祥和、包容

大气的面貌。

此次展览将持续到 10月 31日，免费向广大市民开放。

图为河南永城芒砀山僖山 1 号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由 2008 块

青玉组成，属于西汉晚期某位梁王。

范海刚/图 本报驻河北记者 李秋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