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我市南
锣经典传统剧目
《老少换》 成功入
选国家文化和旅游
部“优秀传统戏曲
折子戏复排计划名
录”，成为全市唯
一入选该计划的剧
目。这一殊荣的获
得，不仅彰显了南
锣剧种深厚的文化
底蕴和艺术魅力，
也标志着这一充满
浓郁地域特色的戏
曲表演形式在传承
与创新之路上迈出
了新步伐。

我市戏曲工作
者经过数年的走访
考证，深入挖掘并
恢复了沧州本土生
长的南锣剧种最初
的剧情故事、音乐
旋律及伴奏乐器，
力求通过复排几近
失传的传统经典剧
目，将数百年前的
艺术瑰宝以原汁原
味的形态，呈现于
世人面前。这背后
有着怎样的故事？
这部剧何时能正式
登上舞台？带着这
些疑问，记者走近
《老少换》 复排主
创人员，一探究
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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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县中小学沧县中小学：：

读书日诵读读书日诵读《《诗经诗经》》
本报通讯员 刘桂知 本报记者 魏焕光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
于归，宜其室家。”在世界读书日的
温馨氛围中，沧县中小学的“运河
星火”党建读书品牌联盟，正掀起
一股诵读《诗经》的热潮。校园、
田野，百花盛开之地、春风轻拂之
处，孩子们手捧经典，沉浸在诵读
的喜悦之中。

“老师，那首《木瓜》我们已
经会唱了，艺术节上我们想表演这
个吟唱节目！”孩子们满怀期待地说
道。“好，到时候我们再加上舞蹈动
作，效果会更好。”在课后延时服务
期间，沧县汪家铺镇于庄子小学四
年级的孩子们，正字正腔圆地吟咏
着《诗经》。

“运河星火”党建读书品牌联
盟的创立，旨在以党建为引领，将
课本之外的经典引入校园，深化中
小学生的课外阅读体验，引领他们
的精神成长。《诗经》，作为中华诗

歌的源头，其深邃的内涵与优雅的
韵律，为孩子们在小学阶段提供了
涵养品质、培养阅读爱好的沃土。

品牌联盟成立之初，特邀《沧
州日报》副总编辑张徽贞精心挑选
适合中小学生阅读的篇目，并编制
了《读<诗经>、诵风雅》读本。同
时，以沧州师范学院齐越学院院长
张海燕在“学习强国”平台上的
《诗经》诵读为蓝本，引领孩子们
走进美丽的诗经世界。

自此，《诗经》的优雅之声与
校园的朗朗书声交相辉映，引发了
师生共同的兴趣。在设有幼儿园的
小学校园里，小学生带动着幼儿园
的弟弟妹妹们诵读，孩子们小手拍
打着节奏，用稚嫩的声音诵读先民
心曲。

在诵读中，师生们惊奇地发
现，《诗经》中竟蕴含着丰富的自然
元素——鸟兽鱼虫、草木果蔬的种

类各高达 100多种。每一把野草、
每一汪清泉、每一片沙洲、每一只
飞虫，都蕴藏着无尽的诗意。各校
老师巧妙地将《诗经》诵读与绘
画、舞蹈、书法等特色教学相结
合，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孩子们在吟咏中描绘，在阅读

中书写，《诗经》中的草木、动物在
他们的笔下栩栩如生，学习热情被
彻底点燃。尤其是以古风扇面为载
体开展的《诗经》配图活动，更是
别具一格。《赠之以芍药》《荏菽旆
旆》《静女其姝》……一幅幅精美
的《诗经》扇面，成为校园赠送来

宾的别致礼物。
与此同时，《诗经》教学研究

也在深化。沧县风化店乡望海寺小
学教师高召霞，与同事们正在制定
更深入的《诗经》校本课程，并开
展相关研究，让诗经文化在沧县大
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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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文物
10 余万件，国家一级文物、
一口源自献县的大铜钟，被列
为该院镇院十宝之一。这口大
钟形体巨大、造型精美，高达
2.1米，重 3000余公斤，它历
经两宋、辽、金、元、明、清
六朝，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
这口大钟还一度为清朝皇室先
祖努尔哈赤所喜爱，被视作满
族人的祥瑞。

铭文非常清晰地记载着这
口大钟最早源自献县：“承天
皇太后破乐寿觉道寺，获大钟
一颗，赐感恩寺……”乐寿即
今天的献县。承天皇太后本名
萧燕燕，即评书《杨家将》中
的萧太后。历史上确有其人。
萧太后曾多次兴兵进攻中原，
攻破乐寿城后掠走献县大钟。
这次战争发生在公元 999年，
《辽史》有明确记载：“冬十月
癸酉，攻遂城，不克。遣萧继
远攻狼山镇石砦，破之。次瀛
州，与宋军战，擒其将康昭
裔、宋顺，获兵仗、器甲无
算。进攻乐寿县，拔之。”

1000 多年前，献县地处
宋辽边界，每有战争必首当其
冲。公元999年，辽军攻破乐
寿。当时辽人冶炼铸造技术相
对落后，辽军见到这口铜钟，
没有砸烂打碎，千里辗转运回
了自己的地盘中京大定，也就
是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宁城，
安放在了当地的感圣寺。这么重的铜钟，当时是怎
样运到内蒙古宁城的是个谜。但由此不难看出，辽
军是多么喜爱这口大钟。

1121 年，金兵伐辽，大钟毁于战火。30 年
后，金朝下令重铸大钟。在此后数百年的时间里，
这口大钟又辗转各地，最后落到了辽南盖州。明朝
末年，满洲兴起。1621年，努尔哈赤巡视辽南，
当地人为讨好他，进献大钟。满洲自认是金人后
裔。所以努尔哈赤听说这口大钟为金人所铸，十分
高兴，称之为“吾远祖遗物”。当时努尔哈赤正准
备定都辽阳，便欣然命人将大钟运送到了辽阳。
1265年，努尔哈赤迁都时，这口大钟又随他来到
了沈阳。1637年，皇太极在沈阳建钟楼，又将这
口大钟移入，称为“盛京定更钟”。

大钟在沈阳钟楼悬挂了将近 300年。1928年，
张学良主政东北，大规模建设沈阳城。1929年，
沈阳钟楼被拆除，有人认为钟表早已普及，大钟再
无用处，干脆将它毁掉炼铜。幸运的是，建筑学家
梁思诚先生正在东北大学任教，在他的极力劝说
下，大钟没有被毁，被安放到了沈阳故宫。

大钟的铭文虽然明确提到了献县觉道寺，但没
有说明觉道寺究竟在献县哪个地方。康熙《献县
志》曾记载过觉道寺，也没有说明其具体位置。献
县文史前辈白焕宗先生所著《日余杂录》，根据传
说推断觉道寺位于今天的韩村镇后道院村。为了核
实觉道寺的具体位置，笔者与董文飞、马景江等献
县文史爱好者先后两次到韩村镇前道院、后道院两
个村走访村民实地考察。经反复考证后初步确定，
道院村确实有古寺庙遗址，而且就是当年的觉道
寺，沈阳故宫的这口大铜钟，最早应该出自韩村镇
后道院村，原因简陈如下：

一是，后道院村西的农田中有大量宋代遗留的
砖瓦瓷器碎片。经鉴定，这些砖确切无疑烧造于北
宋时期。而沈阳故宫的这口大铜钟同样铸造于北
宋，年代相近。

二是，后道院村这个寺庙规模很大，有能力铸
这样一口大钟。现场的古代陶罐残片证明当时这个
寺庙里有相当多体形非常巨大的陶器，且经当地人
回忆，古寺庙遗址曾是一大片地，约 70亩左右，
明显高出周边农田两三米，当地人称之为“大
堼”，可见古寺庙规模相当大、财力相当雄厚，具
备铸造这样一口大钟的实力。

三是，从寺庙的毁坏年代推断，沈阳故宫的
大铜钟最早就源于韩村镇后道院村。殷家坟位于
古寺庙遗址核心地带。据殷氏族人讲述，殷姓
是明朝初年在此地立村，殷家坟已经安葬了殷
家二十八代人。当年殷氏先祖立坟肯定要选择
无人居住的荒野。倘若当时寺庙还在，寺庙里
的僧人则根本不可能允许殷氏家族在此立坟。
由此推断，后道院村的古寺庙应在明朝以前就
已经被毁坏。而该村寺庙的砖又烧造于宋代，
因此该寺庙应该建于宋代，而其毁坏年代要么
是宋代，要么就是元代，而正史记载觉道寺恰
恰毁于北宋。所以从寺庙的毁坏年代来看，也
可以佐证后道
院村的寺庙很
可能就是当年
的觉道寺。

南南南锣古韵锣古韵锣古韵 唱响新声唱响新声唱响新声
本报记者 魏焕光

不断创新的南锣剧种

这几天，我市戏曲编剧赵宪
坡特别忙。作为南锣剧目复排项
目的牵头人、主持人及编剧，他
正率领全体主创人员，为这部戏
的上演进行最后的打磨与雕琢。

燕赵大地自古多慷慨悲歌，
这片土地上衍生出了众多地方剧
种，河北梆子、保定老调、评剧
……无不演绎着北国儿女的品格
与豪情。曾经在海兴一带流行的
南锣剧，便是其中的一颗明珠。
历经 300年的沧桑岁月，它兴衰
更迭，经历了诞生、繁荣再到沉
寂的过程。而今，它又迎来了复
兴的曙光。

谈及此，赵宪坡感慨良多。
南锣剧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300
多年前的南锣曲。清代以后，
海兴当地的秧歌艺人将南锣曲
的音乐元素融入表演之中，逐
渐 形 成 了 独 具 特 色 的 南 锣 秧
歌，其歌声高亢激昂，戏曲故
事内涵丰富，深受当地群众喜
爱。至上世纪 40 年代，部分南
锣艺人勇于创新，改进了演出形
式，彻底脱离了拉街表演的秧歌
队，将南锣剧目搬上了农村的土
戏台。自此，南锣成为一个独立
的剧种并日趋成熟。

黄骅、盐山、山东无棣等
地，均有南锣演出队伍活跃在舞
台上，并形成了不同的表演流
派。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南锣
剧一度沉寂无声。幸运的是，在
1979年全国戏曲普查之际，海兴
县文化馆创作员杨双发，通过深
入走访整理，成功抢救了这一濒
临消亡的剧种。他与曲作家冯世
昌合作，改编了经典剧目 《顶
灯》，并创作了新戏《豆腐王》等
剧目，使一批优秀的南锣演员得
以崭露头角，为南锣剧的传承与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然而，随着小众戏曲市场的

日渐萎缩，加之创作队伍后继乏
人，南锣的发展受到了极大影
响。2007年，“海兴南锣剧”被
列入河北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海兴当地建立了传习
所，为南锣老艺人们提供了传承
平台。

2016年第二次全国戏曲普查
的结果显示，全国4900多个剧种
只剩下 348个，河北省内虽存有
剧种几十个，但沧州除了外来剧
种，普查组仅确认了一个本土剧
种——南锣。

新时代绽放新光彩

这个剧种命运的转机出现在
2018年。

赵宪坡提到，国家为弘扬传
统戏曲文化、保护戏曲剧种剧
目，从2018年开始，在江苏昆山
连续三年举办了戏曲百戏 （昆
山） 盛典。盛典汇聚了全国 348
个剧种以及木偶剧、皮影戏等戏
剧形态、408个剧目，演出达201
场。这场百戏盛典让全国剧种在
昆山“团聚”，许多沉寂已久的剧
种得以再展芳华。

南锣作为沧州代表性剧种，
于2019年在原沧州市艺术研究所
的组织下，精心复排了经典剧目
《顶灯》，并受邀参加2020年百戏
盛典。此次沉寂后的华丽回归，
给全国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南锣的发展问题也因此重回
到时任沧州市艺术研究所所长赵
宪坡的视野。他认为南锣剧种要
想不断发展壮大，必须从源头做
起，不能深刻体会原汁原味的南
锣剧目的艺术魅力和发展潜力，
盲目的创新只会成为无本之木、
无源之水。因此，他在开展《中
国戏曲剧种全集》南锣分册编撰

工作的过程中，又肩负起南锣传
统剧目整理挖掘的重任。

与此同时，沧州戏曲音乐作
曲家李刚，也在南锣音乐的挖
掘、整理和创作工作中，成为关
键人物。李刚在保定、黄骅一带
演出的间隙接受了采访，他在电
话中分享了南锣音乐挖掘整理的
经过。

南锣音乐的演奏体系曾一度
失传，李刚经过 5 年多的走访，
走访河北、山西等地，终于寻得
记载南锣伴奏乐器及音乐旋律的
珍贵资料，恢复了以龙头琴、二
管、唢呐为文场，以南锣、南梆
子、哑钵为武场的演奏格局。

李刚坦言，为南锣设计唱腔
和音乐殊为不易，因其旋律以吹
奏乐为主，为此，他挖掘出了多
首已失传上百年的民间曲牌并加
以运用。经过深入研究与挖掘，
他终于为复排后的南锣《顶灯》
重新设计了音乐和唱腔，既有浓
郁的老味，又契合现代观众的欣
赏习惯。说到《老少换》，李刚告
诉记者：“之前的南锣剧目，都是
一旦一丑双角色的表演。《老少
换》这出戏中，第一次出现了多
行当表演，唱腔需要沧州方言和
音乐旋律中的装饰音、南锣主旋
律‘五字调’相结合。因此这次
复排难度更大。”

经典再现 老戏新排

《老少换》作为南锣剧的经典
讽刺喜剧，以15岁的三姐被父亲
抵债转卖、历经磨难与冯元终成
眷属的传奇故事为主线，展现了
一位小人物的曲折命运与戏剧艺
术的张力。此次复排，自去年启
动以来，便倾注了赵宪坡等人的
心血。他们在参考残缺剧本和老
艺人口述故事的基础上，对剧本
进行了精心的改编调整，让故事

更加紧凑动人。同时，对伴奏和
唱腔也进行了全新的设计，力求
还原南锣剧的原汁原味。

目前，复排工作正在按计划
进行。剧本、演员、音乐等各个
方面都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和调
整，旨在通过“老戏新排，再创
辉煌”的理念，将这一经典剧目
打磨得更加完美。赵宪坡表示，
希望通过这次复排，让更多的人
了解和喜爱南锣，感受其独特的
艺术魅力。

在复排过程中，演员的选择
成为一大难题。由于南锣的唱腔
和道白全部采用沧州地方方言，
同时，演员还需具备扎实的戏曲
功底，才能根据南锣剧的旋律和
节奏完成表演。经过在全市范围
内的广泛物色，目前终于找到了
6名合适的演员。这些演员来自
不同的戏曲背景，有的是唱评
剧、梆子的专业演员，有的是戏
校毕业的优秀演员，他们的加入
为《老少换》的复排注入了新的
活力。

这次复排活动，作为沧州市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专业艺术工作
的一部分，得到了多方扶助和支
持。沧州市群艺馆、沧州京剧团
提供了舒适的排练和工作环境，
沧州市鸿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提
供了经费支持，并协助完成了项
目申报工作。这种国有事业单位
与民营文化企业通力合作的新局
面，保障了复排工作的顺利进行。

目前，《老少换》的复排已接
近尾声，预计 5月份能与观众见
面。届时，《老少换》将和《顶
灯》 等经典剧目一起正式登台
亮相，为观众奉上一场精彩纷呈
的戏曲盛宴。这一经典剧目的再
现，不仅将让人们再次感受到南
锣剧的艺术魅力，也将为我市传
统戏曲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新的契
机和动力。

本报讯（记者高海涛）为推进全民阅读高质量
发展，4月23日，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有关负责人
来到海兴县，通过海兴县恒信书店向县实验小学和
县海港路小学分别捐赠了《名家名作快乐阅读书
系》《海军陆战队》等少儿图书 208种、1040本，
合计5万元。

据了解，为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进一步营造
书香氛围，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推广活动，河北少儿童
出版社组织开展了不同形式、不同主题的读书节系列
活动，向学生们展示阅读的魅力，带领他们爱上阅
读。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向海兴两所小学捐赠向海兴两所小学捐赠
价值价值55万元图书万元图书

南锣剧南锣剧《《顶灯顶灯》》

沧县汪家铺于庄子小学编创的沧县汪家铺于庄子小学编创的《《诗经诗经》》舞蹈舞蹈

根据资料试制成的五字调南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