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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下期请看：那时我的弟媳还不是米
宝，而是马丽。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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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河，有这样一群农民和这样一个村庄，为了
心中的一个文化梦坚持了63年。

还有这样一个乡文化中心主任，把生命中最重要
的10年与这个村庄紧紧地融在一起。

就是这样一群人，让独处一隅的戏剧“活化石”走
上河南的大舞台……

一群农民和一个村庄的汉剧故事
□本报记者 王 平 文/图

春暖花开时节，汉剧团赴省城展演。这是一群地道的农民，站在艺术家们演出的都市舞
台上，敬业的精神，认真的态度，唯美的塑造，与专业演员相比毫不逊色。为了这次绽放，他们
走过了十年，终于有机会在省级舞台上轻轻地唱：想不到平贵还有今天！

这是唐河县城郊乡文化中心主任方利，3月29日晨6时在微信朋友圈发出的一则消息。

提起寒窑，人们就
会想到苦守寒窑十八
载的王宝钏，唐河县北
张湾村汉剧团演出的
汉剧《回龙阁》，讲述的
就是王宝钏与薛平贵
的爱情故事。

3月 28日 晚 的 演
出是“河南稀有剧种展
演活动”中的一场。演
出在一曲汉调锣鼓中
拉开帷幕，一群平均年
龄超过50岁的演员，毫
无压力地驾驭着比自
己年轻许多的角色，身
段 在 ，唱 腔 在 ，戏 魂
在。弯腰、撩衣、移步，
甚至眼珠转动、眼皮开
合，舞台上的王宝钏节
奏准确、动作到位，特
别是十足的唱功，赢得
台下叫好声一片。

汉剧前身为楚调，
起源于唐宋，盛行于清
朝 中 期 ，唱 腔 婉 转 优

美，对白雅致考究。不
只是在河南，汉剧在全
国也属稀有剧种，被称
为 戏 剧 的“ 活 化 石 ”。
目前，我省尚无正规汉
剧团，把汉剧重新搬上
舞台的是唐河县城郊
乡北张湾村的一群农
民。

北 张 湾 村 位 于 唐
河县城东北 10公里唐
河、赵河、泌阳河、沘河
四河交界处，是个拥有
近 3000村民的大村。
北张湾人看汉剧、学汉
剧、演汉剧的传统由来
已久，早在上世纪三四
十年代，村民们就常常
在农闲时请汉剧艺人
向年轻人教唱，自娱自
乐。1953年，村里的汉
剧爱好者或出人出力、
或出钱出物，自发组建
了北张湾汉剧团，主要
演出三国戏《凤仪亭》、

《龙 凤 呈 祥》、《借 荆
州》、《失街亭》等，深受
群众喜爱。由于村里
有自己的剧团，村民们
学戏成风，无论老人小
孩，都能随口哼上几段
汉剧。

在北张湾村，汉剧
被称为“张湾小二簧”，
曾给村民们带来了极
大 荣 耀 和 精 神 享 受 。
1979年，北张湾汉剧团
全班人马被收编进县
汉剧团。

1986年，受多元文
化的冲击，县汉剧团停
办，北张湾村去的演员
全部回乡务农。但村
民们的汉剧情结依然
未断，逢年过节仍会聚
在一起唱上几段。为
了不让汉剧失传，他们
自发组织起来，筹集资
金，搜集资料，整理戏
谱，准备演出乐器、道

具、服装，在农忙时种
地，农闲时排练，冬练
三九夏练三伏，把心血
和汗水浸润在他们钟
爱的汉剧艺术里。

2008年，北张湾的
农民汉剧团开始恢复
民间演出，2009年，汉
剧成功申报为河南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

汉剧团的演员们多
是亲连亲，团长杨秋轩
的父亲、兄长、妹妹、妻
子、儿子都会唱汉剧，还
有罗金箱、张庆恩、王长
杰、张凤梅、张庆德、张
艳丽等，都是夫妻同唱
汉剧，他们的父母，也是
老一辈的汉剧演员。这
些年，他们无论是在外
打工、当老板，还是在家
务农，只要一说有演出，
就像听到了集结号，放
下手头的一切，回到北
张湾村。

一群农民与汉剧的60年情缘

从2008年开始，记
者多次采访这个农民汉
剧团，近十年的时间，无
论是汉剧举步维艰还是
慢慢回暖走出低谷，有
一个人始终不曾缺席，
见证着这一切。这个
人，就是唐河县城郊乡
文化中心主任方利。对
于北张湾村的农民演员
们来说，她，就是他们中
的一员，是他们的主心
骨。

今天的方利已是省
剧协会员、小剧种代表，
虽然比之十年前，脸上
有了岁月的痕迹，但她
依然是爽利雅致的，带
着满满的文化自信。

2008年，38岁的方
利来到城郊乡，任乡文
化站站长，那时，正是戏
曲生存最艰难的时候，
看到一群农民在艰苦的

条件下依然坚守汉剧，
敬意油然而生，她暗下
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支
持他们，把汉剧传下去。

方利向乡党委政府
建议留住并扶持、壮大
汉剧。乡党委政府采纳
了她的建议，除了鼓励
汉剧团以团养团之外，
还拨付了 10万元的专
项经费，为剧团解决了
燃眉之急。

为了让汉剧团拥有
更广阔的舞台，方利每
年都会去郑州，为汉剧
团争取政策上的倾斜及
外出演出机会。她的执
着引起了省剧协驻会副
主席、秘书长、著名剧作
家陈涌泉（唐河人）的重
视。陈涌泉特意赶回唐
河，用自己的津贴为剧
团购置了 6万元的戏
服，鼓励汉剧团坚持走

下去。
方利认为，对于汉

剧团来说，有关注才有
成就感，有鼓励才能走
出乡间。为了让汉剧走
出独处一隅无人识的境
地，她想尽一切办法，不
遗余力向外推介汉剧
团，引起人民日报海外
版、农民日报、中国文化
报、河南日报等国家级、
省级媒体的关注报道。

2009年，汉剧成功
入选河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在申报“非遗”的
过程中，方利从一名门
外汉变成了对汉剧起
源、传承、分布、唱腔、剧
目、角色等要素了然于
心的行家里手。

对汉剧艺术进行抢
救性挖掘、整理，帮助改
善剧团演出条件，想方
设法培训演员、提高汉

剧艺术的品位，这些年，
方利一直陪伴着汉剧
团。令她高兴的是，从
国家到省、市、县、乡各
级政府，对这个农民汉
剧团都十分关注。2014
年底，省剧协主席、著名
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树建
来到北张湾村，亲自指
导剧团排戏。此次汉剧
团赴郑州展演，也是李
树建一力促成。

方利认为，汉剧的
保护和传承，需要社会
各界的关注和支持，她
相信，从省城载誉归来
的唐河汉剧，必将走进
繁荣的春天，走向更高、
更大的舞台。

添 加 微 信
“18637767188”，加
入“大文化�践行者”微
信群参与讨论。⑦4

一个人见证了汉剧的浴火重生

他后来告诉我，他就是因为这个才注意上我
的。我呢，也因为差不多的原因注意上了他。我
们都知道彼此的心意，但我们谁也不想先开口。

“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鹬说。“今日不
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蚌说。你们就像那鹬
蚌相争里的鹬蚌，都等着对方开口，我房间里的
哲学系女老师说。要不是她某天实在看不下去
了，一指头把我们的窗户纸戳破，天知道我们还
要僵持多久。

对于孟周的出场，苏黎红和老朱的反应大为
不同，苏黎红认为是峰回路转是柳暗花明，而老
朱觉得不过尔尔——“尔尔”后来成了孟周的绰
号，每当孟周嘲笑地叫我“才貌双全”时，我就叫
孟周“尔尔”。“才貌双全”，给我倒杯水。

你自己没长手吗？“尔尔”。
苏黎红一直和朱鸿鹄更合得来。朱鸿鹄性

情温柔，说话像女孩子一样轻声细气，从小到大，
几乎没有顶撞过苏黎红。

他书读得不好，高考只考了个专科学校，那
是一所当地陶瓷学校。我们这个小镇的孩子，成
绩不好的大都上这类职业学校，学门手艺谋生的
意思。有的学陶瓷机械，毕业后进陶瓷厂当个车
工或铣工；有的学陶瓷拉坯，毕业后进陶瓷厂当
个拉坯工人；有的学陶瓷美术，画花鸟虫鱼，或萝
卜白菜，毕业后进陶瓷厂或私人作坊当画工，画
一只碗碟两块钱，画一只花瓶四块钱，然后拿着
这微薄的工钱结婚生子开始过艰难辛苦的人
生。老朱以为朱鸿鹄会是这样的，他没指望朱鸿
鹄能有什么出息。要出息也是北大朱小燕出息，
轮不上专科生朱鸿鹄的。老朱按他中学老师的
逻辑这么想。但世上的事，最不好说的，尤其是
生物，它总在生生息息的变化中。你以为会繁花
满枝，结果却光秃秃的；你以为光秃秃的，结果却
繁花满枝——这也是世人能兴头十足地活下去
的原因。说不定呢，说不定在某个时辰，自己光
秃秃的人生就“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了呢。朱鸿鹄就这样。

朱鸿鹄毕业后先在老师的作坊里做事，做了
两年。一个师兄就偷偷邀他出来自己干。师兄
说，一个茶壶，我拉的坯，老师付我五块钱；你画
的画，老师付你五块钱，你知道他卖了多少钱？
五百！朱鸿鹄不知道，他只知道茶壶底下有两个
朱红色的字，清风。那是老师的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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