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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见证港城今昔

自上世纪80年代黄骅港开始
建设，30多年来，渤海湾边荒凉
的盐碱滩上，“长”出了一座高
端大气的新港城。王洪山一路走
来拍摄的照片，恰好见证了黄骅
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沧桑巨
变。

“这张照片只有一排平房，
知道是哪儿吗？”王洪山指着一
张老照片说，“这是盐百商厦附
近，当时只有几间房，算是港口
最早的建筑了。除此之外，还有
港务局院和宿舍楼……”

如今的黄骅港高楼林立、绿
树成荫，早已找不到原来的印
迹。王洪山却用镜头留住了30多
年前的一幕幕情景，也留住了那
段历史记忆。

上世纪70年代，沧州人有了
建设港口的梦想。一任任领导、
一代代建设者们，经过考察、测
量、分析和实践，攻克了一个个
难题，创造了一个个奇迹。“这
里原先到处都是盐碱滩，第一批
建设者们来测量，整个港口只搭
了几间小房子，连路都不通。而
今天的港口建设速度，我当时想
都没敢想。”王洪山说。

王洪山是渤海新区、黄骅市冯
家堡人，那是一个典型的渔村。他
从小在海边长大，常在海边嬉戏、
拾鸟蛋。他说：“印象最深的是那
些顽强生长的荆条，迎着海风长在
一望无际的盐碱滩上。”

如今的港城，栽上了树，种
上了花，引来成群的海鸥，建成
全国最大的人工沙滩……王洪山
喜欢拍风景，喜欢绿色，更喜欢
从各种细节入手记录城市的风
貌。他拍摄的画面有灵性、能给
人以美感，也传递着更多信息。

用相机留住记忆

“热爱家乡有许多方式，我
选择用相机‘留’住记忆。”36
年前，20岁的王洪山买了第一部
相机，自学拍照。当时住平房，
院子里的偏房就是他的工作室，
经常忙到大半夜。

从那以后，无论教书、开饭
店、跑出租，还是做其他生意，
王洪山一直没有放下摄影。

“其他地方的海滩多是沙子
或小石子，但我们这里的海滩大
都是贝壳的粉末。这种海滩要经
过漫长时间，甚至上亿年才能形
成，很罕见。”王洪山说，“我喜
欢家乡的大海，也经常去村东面
拍大海和海滩。”

1991年冬，王洪山想去黄骅
港拍摄一千吨级码头刚营运时的
日出。从家到码头大约 15公里，
凌晨 3点，他穿上棉衣，带好相
机和三角架，骑着自行车就出发
了。寒风呼呼地刮着，全身很快
就冻透了。在一处有石头的背风
处，他支好三角架等待日出，等
来的却是阴天。就这样，他去了
3次，最终拍出了一张理想的照
片：火红的太阳从黄骅港码头升
起，阳光洒在海面，前景是高耸
的大吊机……那一刻，王洪山兴
奋极了，瞬间把所有辛苦全都抛
之脑后。

“想要做就必须努力完成，
不能留下遗憾。”王洪山说。随
着黄骅港建设力度增大，陆续建
起了三千吨级码头、万吨级码
头、十万吨级码头和二十万吨级
码头……他都用相机留下了宝贵
资料。

这些年，王洪山更换了10多
部相机。他永远忘不了，20年
前，自己不顾妻子反对，把6000
多元钱的全年收入都带上，去北
京买了一部理光长焦镜头相机。
回来后没日没夜地研究，连睡觉
都放在枕边摸索一番……

影像记录无比珍贵

在王洪山的影像资料库里，
有冯家堡、渔沟村、狼坨和新村
4 个村 10 多年前的“航拍”照
片。那时，还没有航拍条件，王
洪山是怎样做到的呢？

“我想从高空拍摄家乡，便
想到了高达百米的信号塔，于是
先后 4次背着相机爬到塔顶去拍
照。2012年冬天，我用了 20分

钟爬到塔顶后，手、胳膊和腿又
酸又冷又麻。塔顶上只有一个人
的空间，我依托栏杆稳住相机。
高空寒风刺骨，但很有成就感。
在上面呆了半个多小时，选择了
多个拍摄角度。下来时，不经意
间往下一瞅，顿时有种恐惧感，
但一想到自己拍摄很成功，很快
就释怀了。”这些图片资料，便
成为那个年代珍贵的影像记录。

黄骅港哪个地方要开工建
设，王洪山就赶在开工前去拍
摄。2017年，冯家堡拆迁前，王
洪山花了一万多元买了架航拍

机，却不慎将它从 140米的高空
摔下，瞬间成了一堆废品。他忍
住心痛，马上又买了第二架。

“第二架航拍机到货时，冯家堡
已开始拆迁了。虽然拍下了部分
图片，但没能记录全程，还是感
到遗憾。”王洪山说。

港城日新月异，王洪山也在
不断用镜头记录。这里面，饱含
着他的执着、信念和对家乡深深
的爱恋。他的照片库几乎“要什
么有什么”，这些不仅是他个人
的财富，更是港城无比珍贵的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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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一级演员刘萍国家一级演员刘萍国家一级演员刘萍

此生只为国粹痴此生只为国粹痴此生只为国粹痴
本报记者 杨金丽

她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国
家艺术基金会首届评委，也是沧州
戏曲界唯一一位国家一级演员。对
观众来说，她的美更多地存在于戏
台上。大幕拉开，一个个美丽端庄
的古典女性轻移莲步，那指梢眉间
的情愫暗转，那唱念做表间彰显的
戏曲张力与魅力，让人久久难忘。

卸了妆，她是个爽快、利落而
简单的女性，简单到生命中所有的
兴趣和关注点都在京剧上。如今，
退了休的她，仍奔波在各个票社、
学校间，为弘扬京剧默默做着事
情。

她就是著名京剧演员刘萍。
前不久，央视《名段欣赏》播出

了她的精彩演出。人们发现，原来，
这么好的京剧演员就在我们身边。

生而爱戏

刘萍是天津人。受喜爱京剧的父亲影响，
她渐渐爱上了皮黄。1969年，还在天津佟楼
中学读初二的刘萍，被黄骅京剧团招为演员，
第二年就被调到新组建的沧州地区京剧团。

刘萍悟性高，嗓音又宽又亮，还带着甜美
的水音，是个难得的好苗子。然而，她此时已
18岁，没有一点儿基本功，而京剧演员最看
重“童子功”。

“能不能吃这碗饭，全看她自己了。”剧团
里的老演员说。按艺术规律来说，18 岁练
功，的确太晚了，但不是没有先例。前后“四
大须生”中的言菊朋、奚啸伯开始都是票友，
最终成为一代京剧大师，都经历了这样一个阶
段，其中的辛苦，不言而喻。大城市长大、初
涉京剧的刘萍，能吃得下这份苦吗？

那时，刘萍向剧团的刘少泉老师学武功，
向李文英老师学文戏，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苦
练。老师要求的踢腿、涮腰、跑圆场等的次
数，她常常自我加压到双倍，甚至三四倍完
成。等到其他演员来练早功时，她早已练得大
汗淋漓……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寒来暑往，
日日如此，刘萍功力大进。1975年，剧团排
《杜鹃山》，她当上了D组的柯湘。D组几乎没
有演出机会，但她不气馁，该怎么练功还怎么
练功。一个偶然的机会，A、B、C组都有事不
能演出，领导硬着头皮安排刘萍连演两场。演
出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从此，她被编入A组挑
大梁。她唱念做打全面发展，进步飞快，渐渐
成为剧团的骨干演员。1977年，开始恢复演
出传统戏。对刘萍来说，这又是新挑战。在复
演的《逼上梁山》中，她饰演林娘子，其指
法、眼神、身段、台步等，都和现代戏完全不
同。刘萍再当小学生，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

博采众长

1978年，京剧团决定排演《雏凤凌空》，
主角杨排凤的重担落在了刘萍身上。这个角色
不仅有大段的唱，还要耍剑套、棍花、穿大
靠，是一个很吃功夫的角色。

越是艰难的角色，越是能激发刘萍的豪
情。她每天剑棍不离身，人累瘦了，功练熟
了。一个月后，《雏凤凌空》公演，大获成功。

上世纪 80年代，京剧《潇湘夜雨》轰动
戏曲界，沧州京剧团欲排演此剧，女主角张翠
鸾，非刘萍莫属。这是一部高难度的新编戏，
一般演员很难完成。刘萍和同事们下笨功夫、
苦功夫，夜以继日地排练，不到一个月即公
演。张翠鸾一登场，观众立刻“炸了窝”：她
扮相甜美，唱功圆润动听，表演细腻，唱做文
武兼备。尤其在“刺配”一场戏中，她身戴枷
锁，迎着闪电雷鸣，冒着凄风苦雨，以一段高
亢激昂的唱腔，充分表现了角色悲愤哀怨的心
情。圆场、搓步、翻身、抢背等大幅度的动作
一气呵成。最后一场有一段极见功力的唱，刘
萍声声血泪，如泣如诉，感人肺腑，很多观众
动情落泪。1986年，河北电视台将此剧拍成
戏曲片，多次播出。后来，刘萍还以此剧参加
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奖赛，获荧屏奖。

这段时间，戏曲艺术在全国空前高涨。袁
世海、厉慧良、钱浩亮等名家多次来沧。刘萍
有幸与他们同台，技艺大进。1985年，程派
名家李世济来沧演出《锁麟囊》，大获成功。
刘萍特别喜欢这出戏，她和同事们看着录像带
日夜赶排，最终公演。当《锁麟囊》演出海报
贴出后，戏迷们震惊了：“宗尚学梅的刘萍这
次要唱程派戏？”因为戏曲界几乎没有这样的
先例。京剧流派众多，每个流派有各自的风
格，也各有传人，一般很少唱其他流派的戏。
很多观众抱着怀疑的态度走进了剧场，看完戏
后，纷纷竖起大拇指：“还真是很有程派韵
味！”

从此，《锁麟囊》成了刘萍的保留剧目，
无论到哪里，只要贴演此戏，肯定火爆。有人
善意提醒她：“演了程派，嗓音容易受影响。”
她答：“我是一名地区级剧团的演员，演出对
象是广大农民。他们要看异彩纷呈的剧目，可

我们没有那么强大的演出阵容，所以就得学演
各个流派的多个剧目。”把观众的需要看得比
自己的艺术道路还重要，这就是刘萍。

更上层楼

拜师京剧名师杨荣环先生，是刘萍艺术道
路上至关重要的一件事。

杨荣环从小拜尚小云为师，后来又拜梅兰
芳为师，他的梅派戏醇美，尚派戏地道，是京
剧界公认的大家。

在京剧名家孙毓敏的介绍下，刘萍有幸结
识了杨荣环，并深得先生喜欢。1991年3月21
日，她拜杨荣环为师。拜师仪式隆重又简单：
杨荣环与众多京剧名家在北京演出《四郎探
母》后，谢幕时，孙毓敏上台宣布了拜师的消
息。刘萍手捧鲜花，兴奋地走上舞台，在杜近
芳、谭元寿、叶少兰等艺术家们的见证下，向
杨荣环深深施礼致敬。台上台下响起了热烈的
掌声。

不久，刘萍接到参加省文艺汇演的通知。
杨荣环建议：以尚派代表作《失子惊疯》参
赛！一向敢闯敢冲的刘萍，这次却胆怯了：

“老师，您是高山，我只是一株小草。面对您
的艺术，我只有仰视，不敢企及……”杨荣环
说：“我了解你，只要踏实苦学，肯定没问
题！”

老师的话给了她信心。她贴身跟老师学
艺，眼神、水袖、台步、唱腔……卧鱼、三起
三落、圆场……每天早晨5点，那年37岁的刘
萍准时起床练功，除了一日三餐和晚上睡觉，
其他时间都用在了练功上。吃完饭短暂的休息
时间，她也不闲着，站在门框边耗腿……她从
这出戏受益良多，从此跨入了艺术的新天地。
在之后的新编剧《任尚仁外传》《老嘎爷挡
车》《焦裕禄》《孔繁森》中，她饰演的角色都
有不俗的表现。

虽然是剧团的台柱子，刘萍却从没架子，
演出时，和大家一起装卸车、搬运道具。人手
不够时，她也演配角，有时还扮宫女、跑龙
套，一天两三场，从不叫苦喊累。一次冬天演
《玉堂春》，为了演出效果好，她里面仅穿一件
薄毛衣，跪在土台上迎风演唱，下了场就得了
重感冒。老百姓不知情，非要看她主演的《秦
香莲》。她拔掉输液的针头，化妆登场。

痴心未变

上世纪 90年代，戏曲不景气的大气候直
接影响到沧州。万般无奈下，刘萍和同事们一
起，开始了南下温州的演戏之行。那是 1994
年的初春。谁也没想到，刘萍的到来，在温州
引起强烈反响。温州人原本只看武戏，文戏几
乎没市场。刘萍的《潇湘夜雨》《凤还巢》《状
元媒》……一出出唱做俱佳的大戏，让南方观
众大开眼界，刘萍也开了首演文戏的先河。观
众们奔走相告：“沧州有个女演员，她的戏太
好看了！”在这里，她再一次感受到一名京剧
演员的价值和尊严。

2000年，刘萍因病做了手术。手术很顺
利，但家人不愿让她再登舞台。她说：“不登
台，艺术生命没了，这真要了我的命！”不
久，她又一次南下。“一次次去南方，我是舍
不得舞台舍不下戏。”她说。

2018年，沧州京剧团时隔多年又重新在
家乡的舞台上演出。退休多年的刘萍主动请
缨：“只要沧州观众需要，我就毫无保留地
奉献自己！”大幕拉开，刚一亮相，还没开
嗓，她就赢得一阵阵碰头好。声声京韵中，
她还是《四郎探母》中的肖太后，还是《玉
堂春》中的苏三。一时间，万千滋味涌上心
头。回望几十年前，当时稚气未脱的她，也
曾演过这两场戏。

岁月易逝，粉墨不老，红氍毹上留下的，
是超越时光的美的力量。如今，她依然在为京
剧事业奔忙着。不知不觉间，她病愈已安然度
过 22年。这场曾被视为威胁身体健康的病，
也成了她生命中的小夜曲，虽也曾起涟漪，但
终究不改动人心弦的美丽乐章。这乐章，一半
是京剧，一半是她自己的生命歌吟。

原一千吨码头改造成美丽的旅游码头原一千吨码头改造成美丽的旅游码头——东渡码头东渡码头

码头日出码头日出

今天美丽的港城今天美丽的港城，，曾经是一片盐碱滩涂曾经是一片盐碱滩涂。。

投入运营不久的千吨级码头

1010年前港城区的铁路和火车年前港城区的铁路和火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