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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了，他们的足迹几乎遍及燕赵大地每一个乡村
——河北省心连心艺术团扎根基层演出纪实

本报记者 李 琤 文/图

这里没有华丽的舞台，有的只是

临时搭建在田间地头、百姓家门口的

简易流动舞台车；

他们经年累月日夜兼程奔走在

山间小路上，赶赴不知名的小村镇；

30 年走乡串村，平均每年转战几

万里，为基层群众公益演出年均 150

多场，他们的足迹几乎遍及河北省的

每个小村小镇；

这支驰骋于燕赵乡间的“文艺轻

骑兵”，面向农村找准为人民服务的

方向，“接地气”“走基层”，在老百姓

中 留 下 了 一 个 响 亮 而 亲 切 的 名 字

——河北省心连心艺术团。

生活变好了，文化需求增多了

10月 9日、10日，国庆长假刚刚结

束，河北省心连心艺术团就从石家庄

急行 200 多公里，来到了保定市阜平

县骆驼湾村和顾家台村，为当地村民

带来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

“演出在 9 点，装台时间还得往前

赶，大伙儿都加快速度。”10 月 10 日早

7 点，心连心艺术团的演职人员已经

吃完早饭，从阜平县平石头村出发，

乘坐当地的电瓶车前往 3 公里外顾家

台村。

“2013 年 8 月，我们就曾来到骆驼

湾村和顾家台村演出，当时的骆驼湾

村 还 没 有 通 公 路 ，基 础 设 施 非 常 落

后。我们的舞台车停在 2 公里外的公

路上，演员化完妆后，抬着道具步行

到村头，在泥地上搭起舞台演出。”6

年前的场景，对河北省心连心艺术团

团长汪娟来说仍历历在目，“如今，村

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百姓真

的过上了好日子。”

经过帮扶改造的骆驼湾村和顾

家台村与 6 年前大有不同，早已是旧

貌换新颜。村内全部实现了道路硬

化 、街 道 亮 化 、环 境 绿 化 和 安 全 饮

水 。 村 里 还 建 起 幸 福 院 、文 化 广

场、大戏台、农家书屋、银行网点和

公 共 厕 所 ，实 现 了 基 本 公 共 服 务 设

施 全 覆 盖 。 依 托 秀 美 的 自 然 风 光 ，

骆 驼 湾 村 成 为 远 近 闻 名 的 热 门 旅

游目的地。

“现在大家住进了新房子，追求

更加美好的生活，而‘心连心’正好

把 大 家 爱 看 的 表 演 送 到 了 身 边 。”

骆 驼 湾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顾 瑞 利 说 。

在 演 出 之 余 ，汪 娟 抓 紧 时 间 给 当 地

的 文 艺 爱 好 者 进 行 艺 术 专 业 指 导 ，

现 编 现 学 的 群 众 舞 蹈 也 被 当 地 的

文艺骨干搬上演出舞台。

10 日中午演出结束后，艺术团立

马收拾行装转战衡水、雄安的基层村

镇。这样密集的工作安排只是每年

150 多场演出中的一个片段，也是“心

连心”人的工作常态。

百姓的真情，用金子也换不来

是什么让河北省心连心艺术团

的演职员们 30 年如一日地坚持扎根

在农村演出？他们的回答简单而朴

实：是农民群众渴望的眼神。

“无论走多远，只要看到乡亲们

脸上洋溢的幸福笑容，我们就无怨无

悔，农民群众太需要我们了。”心连心

艺术团执行董事罗洪亮说，“越是群

众文化活动匮乏的地方，百姓越盼着

我们去。我们要把舞台扎根在农村

广场上。”

“演出一走就是十几天，早就习

惯了聚少离多。”演员赵兵伟虽然进

团不到两年，但是同事们下乡演出的

热情感动了他，父老乡亲们对文化活

动渴望的眼神和纯朴的真情打动了

他，“把节目演好”是他对自己最基本

的要求。

没有光鲜的舞台，一年里有七八

个月要奔走在田间地头，迎风雪、冒

寒暑更是家常便饭。

“30 年来，我们不管路途远近，有

任务随时出发；不管观众多少，节目

演出不降质；不管场地大小，必须保

证演出效果好。只有把群众放在心

上，群众才会把你放在心上。”汪娟已

经陪着“心连心”走过了二十几个春

秋，“在张家口市张北县小二台村演

出时，两位老人挎着两篮鸡蛋走上舞

台，非要我们收下鸡蛋。这样的事经

常发生，小小物品都有百姓的真情，

这是用金子也换不来的。”

“沉下去”，从生活中“捞金子”

据统计，2018 年，河北省心连心

艺术团走进 150 多个基层村镇演出，

行程 4 万多公里，惠及百姓 30 万人次

以上，这支“文艺轻骑兵”，始终活跃

在燕赵大地，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

台，在太行山深处、燕山脚下、坝上草

原、渤海岸边、广袤平原上，用脚步丈

量着父老乡亲们的文化梦想。

如此高频率、贴地气的下基层演

出，也练就了“心连心”人俯下身子，

从 百 姓 生 活 中“ 捞 金 子 ”的 创 作 功

底。“常年行走在河北省基层村庄，我

们对乡村的变化感受最深。”演员甄

苗苗说，“村里黄土地变成了水泥路；

从破陋的小舞台变成了遮风蔽雨、设

备齐整的大舞台。村子在快速发展，

农民的生活越过越红火。”这些变化

也写进了“心连心”的节目里。

这些年来，“心连心”像一台文化

的播种机，围 绕 着 宣 传 党 的 十 九 大

精神、讲述扶贫干部的驻村故事、关

注 雄 安 新 区 建 设 进 展 、讴 歌 塞 罕 坝

精 神 等 主 题 ，第 一 时 间 创 排 出 了 音

乐快板《阔步新时代》、舞蹈《盛世欢

歌》、小品《一个都不能少》、歌曲《走

进 塞 罕 坝》《中 国 时 间》《心 中 的 雄

安》《向往》、歌伴舞《不忘初心》《共

筑中国梦》等节目，用喜闻乐见的方

式 传 递 到 老 百 姓 心 中 ，激 发 基 层 群

众建设美好家园的信心和决心。

“幸福不会从天降，好日子是干

出来的。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小品《一个都不能少》以扶贫干部立

足 精 准 扶 贫 ，找 准 贫 困 户 的 贫 困 根

源，以真心鼓励、帮扶贫困户脱贫的

故事为素材，深深地打动着村民们；

“ 雄 安 新 区 位 置 好 ，空 间 布 局 更 优

良，地处华北平原上，西望山川有太

行 ……”建 设 雄 安 新 区 正 是 发 生 在

老百姓身边的事情，“心连心”创作

的音乐快板《千年大计》第一时间为

基层群众传递和解读有关党和国家

政策。

为了寻找更多创作灵感，“心连

心”到基层演出的同时，还会安排采

风活动，收集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感

人故事。比如，倡导孝老敬老之风的

小品《孝心》，其素材就来自村里的真

人真事。团里的队员常说，只有“沉

下去”，才能够让与百姓心贴心的好

节目“浮上来”。

本报讯 （驻江西记者伍文珺）

10 月 20 日至 11 月 11 日，由文化和

旅游部艺术司、江西省文化和旅游

厅 、抚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共 同 主 办 的

2019 年全国高腔优秀剧目展演在

江西省抚州市举办。

本次展演传承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坚定文化自信，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不断推进剧种

建设和院团发展，促进戏曲艺术全

面繁荣。

展演期间，观众将观看到全国

保存有高腔剧种的 11 个省区市 17

个院团的 19 个优秀剧目。参演剧

目分别在抚州市汤显祖大剧院、抚

州幼专剧场演出。此外，还将召开

以“ 古 老 声 腔 文 化 如 何 更 好 走 出

去”“戏曲如何焕发新时代光彩”等

为主题的专家研讨会。

本报讯 （记者罗云川）王致

和臭豆腐“ 臭 ”遍 北 京 ，但 许 多 人

不 知 道 其 背 后 的 传 奇 故 事 。 10

月 17 日 ，北 京 市 曲 剧 团 新 作《王

致和》在北京剧院首演，将王致和

在北京的臭豆腐创业史呈现在观

众眼前。

始创于 1669 年的“王致和”品

牌 已 有 350 年 的 历 史 。 2008 年

“王致和腐乳酿造技艺”被列入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名 录 。

王致和的故事积淀了深厚的文化

基 因 ，也 充 满 了 戏 剧 性 。 北 京 曲

剧《王致和》展现了民族品牌的创

业 史 及 老 字 号 的 诚 信 敬 业 、大 国

工 匠 精 神 ，具 有 时 代 意 义 。 剧 中

清 朝 康 熙 年 间 ，安 徽 举 子 王 致 和

满 怀 信 心 来 到 京 城 参 加 会 试 ，其

后 落 榜 ，困 顿 于 京 城 。 在 会 馆 杂

役韩氏父女的帮助下，他“脱去长

衫换短衣”，重操祖业做起了豆腐

生意维持生 计 ，准 备 再 次 参 加 会

试 。 最 终 无 缘 功 名 ，但 王 致 和

找 到 了 新 生 活 的 支 点 ，意 识 到

了 从 商 养 儒 的 徽 商 精 神 的 真

谛 ，在 北 京 前 门 外 开 起 了“王致

和南酱园”。

《王致和》编剧为张永和、总导

演为凌金玉、作曲为戴颐生。作为

北京地方剧种作品，曲剧《王致和》

坚持京味儿，并且尝试生活化与戏

曲化相结合。当晚的演出，北京市

曲剧团青年演员胡优饰演王致和、

演员郭曾蕊饰演会馆杂役韩崇礼

的 女 儿 韩 冬 雪 、青 年 演 员 洪 嘉利

饰演王致和的结发妻子曹春雨，和

其他演员共同演绎了一出带有轻

喜剧色彩的大戏。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苏锐）

10 月 17 日，国家艺术基金 2019 年

度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山东菏

泽弦索乐表演人才培养》成果汇报

音乐会在山东省会大剧院举办。30

名项目学员在老一代弦索乐艺术

家的带领下，与其他民族器乐工作

者一道，为观众奉献了一场“老少

同台”的展演。

展演现场，学员们共同奏响了

《乡音和鸣》《碰八板》《海丽花》等多

部山东菏泽弦索乐经典作品，展现

了山东特色“乡音”的新时代风采。

展演中，民族器乐演奏家赵登山等 5

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苏本栋、胡化

山等 7 位省级非遗传承人，王玉珍、

孔鲁顺等 4位市级非遗传承人也依

次登台，表演了精彩节目。

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实地采风

与配器创作，《山东菏泽弦索乐表

演人才培养》项目团队首次大胆尝

试了弦索乐、弦索乐琴歌与民族管

弦乐团合作的表现形式，对地域音

乐风格进行了新的诠释。弦索乐

琴歌与乐队作品《苏堤月》、弦索乐

与乐队作品《东柳腔》《戏韵·高调

风》保留了菏泽弦索乐正宗音韵，

既创新音乐表演形式，又展现了如

意勾、软弓胡等民族特色乐器的音

色与个性。

10月12日，华灯初上，浙江杭州西

子湖畔的步行商业街上人潮熙攘，行

人纷纷驻足杭州东坡大剧院门前。经

过半年多的整修，大剧院正式重装开

业，以崭新的面目呈现于世人面前。

杭州东坡大剧院 建 于 上 世 纪 80

年 代 ，是 许 多 杭州人心目中的文化

地标。曾经，这里丝竹管弦繁盛，吴

侬 软 语 不 绝 于 耳 。 渐 渐 地 ，戏 曲 受

众在减少，剧院逐渐发展起“专供游

人 歇 脚 ”的 旅 游 表 演 。 而 随 着 湖 滨

商 圈 的 发 展 ，杭 州 大 剧 院 的 物 业 形

象和演出定位愈发无法满足时代发

展的需求。

2018 年底，银泰集团、杭州演艺

集团、杭州上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杭州景象文化联合成立了杭州

东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对东坡大剧

院进行升级改造，并邀请中演演出院

线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

演院线”）合作运营；同时，邀请戏剧

导演林兆华担任剧院艺术总监，由林

兆华戏剧工作室精心打造轻歌舞剧

《白蛇》为新剧院启幕。

“作为西湖边上的大剧院，我们

希望东坡大剧院的文化品位能够凸

显，不仅重新回到杭州市民的文化生

活中，也能通过文化的魅力推动杭州

旅游的进一步发展。”杭州东瀚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洋介绍，重装

后的东坡大剧院由单一功能的旅游

演出剧场升级成为专业的多功能剧

场。剧场外立面简洁大气，与周边建

筑融为一体；内部装饰契合时下流行

的“工业风”，同时也最大程度保留了

剧场的灵活性。

“未来，剧院不仅将上演充满文

化记忆和本土韵味的地方戏曲，还将

呈现其他多种类的舞台艺术作品和

系列原创剧目，文旅结合，重塑杭州

人心中的文化圣地。”刘洋说，开幕演

出《白蛇》就充分彰显了杭州东坡大

剧院的定位。

轻歌舞剧《白蛇》取材于家喻户

晓、与西湖密切相关的民间传说《白

蛇传》，打造了跨越人、妖、佛三界的

全新故事与视觉体验。“这是一个全

新的故事，讲述的是年轻人的成长，

所以用的演员都是年轻人。”导演林

熙越说。

《白蛇》的舞台视觉效果也令人

耳目一新，其多媒体效果让观众仿佛

置身“虚幻”仙境。

提起白蛇的故事，很多人脑海中

都会回想起《千年等一回》《青城山下

白素贞》等经典乐曲，轻歌舞剧《白

蛇》中 14 段配乐全部为原创曲目。虽

然使用了琵琶、古筝等民族乐器，但

与传统的江南小调不同，多数曲目清

新明快。

“白蛇是西湖的符号，我们认为

轻歌舞剧《白蛇》能够向游客展示底

蕴深厚的杭州文化和年轻活跃的杭

州形象。”中演院线执行董事、总经理

张利说，“杭州东坡大剧院成为中演

院线旗下第 15 家直营剧院，完善了我

们在华东区域的整体布局，让更多优

质剧目可以在上海、杭州巡演。中演

院线旗下文旅剧院阵营更加强大，为

文旅院线的进一步拓展提供了重要

的借鉴经验。”

“剧场剧目和景区驻场演出吸引

的目标人群定位不同。旅游景区的

驻场演出吸引的是以游览为目标的

游客，旨在丰富游客体验；而剧场则

希望通过打造优质剧目，凭借剧目口

碑和剧院品质本身形成号召力，吸引

游客为看戏来杭州。这就对剧目的

艺术水准和剧院的运营水平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张利说。

如今，《白蛇》计划每年驻场演出

约 300 场。林熙越说：“在《白蛇》的创

作过程中，我并没有强烈的要做给游

客看的目的性。当然，白蛇这个元素

就具备普遍号召力，有受众和观赏土

壤，我们能做的是把这个戏拍得更好

看一些。”而《白蛇》首演现场座无虚

席，也彰显了艺术本身的号召力。

《白蛇》轻歌曼舞“东坡”欢喜重装
本报记者 秦丹华

北京曲剧《王致和》首演

山东菏泽弦索乐“老少同台”展演

由中华儿童文化艺术促进会、中国人

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中国对外友好和

平发展基金会、中国广播电影电视报刊协

会、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

主办的第九届“和平的旗帜”世界儿童呼唤

和平系列活动于 10月 20日在北京举行。

第九届“和平的旗帜”活动收到了来自

全国各地以及海内外 100 余家机构的 3000

余幅绘画作品，在活动现场举行了“千幅儿

童绘画优秀作品展”和百平方米巨幅《和平

的旗帜》现场绘画活动，孩子们和出席活动

的嘉宾共同绘画。

开幕式上，俄罗斯文化中心、北京芳草

地国际学校、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等带

来了富有民族特色和国际风情的歌舞，五

大洲儿童宣读《和平宣言》。

图为开幕式现场绘画活动。

本报记者 刘修兵/文 （主办方供图）

河北省心连心艺术团在顾家台村的人民舞台上演出

作为第七届陕西省阅读文化节的活动内容之一，10 月 22 日，来自陕西当

代实验话剧研究院的“国王”“丞相”“公主”“花匠”“汉字姐姐”等，将神奇的《七

色花》故事呈现在西安大学南路小学 500余名师生面前。

当天，由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陕西当代实验话剧研究院演绎的原创

儿童绘本剧《七色花》进校园活动在此举办，通过绘本剧的演出，倡导全民阅

读，让书香溢满校园。

图为绘本剧《七色花》进校园活动演出现场。

本报驻陕西记者 秦 毅 摄

北京曲剧《王致和》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