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钩 沉

一
张
老
照
片
背
后
的
瀛
台
故
事

一
张
老
照
片
背
后
的
瀛
台
故
事

赵
华
英

瀛台是河间府城有着千
年历史的古老建筑，历朝历
代流传至今的瀛台怀古诗达
数十首。因原瀛台旧建筑早
已不存，一睹瀛台旧貌是不
少人的渴望。最近，笔者找
到一张 1932 年的北洋画
报，上面竟有极为清晰的河
间瀛台老照片。

这张照片发表于 1932
年7月21日出版的第807期
《北洋画报》。该报创刊于
1926年 7月 7日，影响力很
大，在当时中国传媒界被称
为“北方巨擘”。《北洋画
报》内容包括时事、社会活
动、人物、戏剧、电影、风
景名胜及书画等，其特点是
以照片为主，配上文字，较
为直观生动，创刊后成为天
津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的热销
画报。

从画报刊登的照片可以
看出，河间瀛台主体为一高
大土台，四周以砖堆砌，以
防雨水冲刷后垮塌。顶部为
一平台，上有一处中国传统
的亭阁状建筑，应为供游人
停留休憩之用。明代万历三
十五年（1607年），河间旧
文昌阁倒塌，由官府主持，
在瀛台上修了一座新文昌
阁，供奉“文昌星”。清代
康熙年间，有位姓李的秀才
组织捐资，又在瀛台修起一
座魁星阁，供奉民间所称的

“魁星”。
民间认为，“魁星”“文

昌星”均是传说中主管读书
考试、文运功名的星宿，可
保佑读书人才思敏捷、金榜
题名。据乾隆《河间县志》
记载，瀛台位于府城东南
角，原为宋代瀛州知州游观
登览之所，但已不知何时修
筑。旧志称其高五丈、周长
十丈，在台上向四周瞭望，
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但到清代乾隆年间就已颓废无
修了。

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原瀛州升格为河间府，
从中可知瀛台历史已有千年。再看《北洋画报》中的
照片配文，“左图为后魏及唐代之瀛州，宋时改为河间
府，以至于今。唐初十八学士登瀛洲，世人传即此
地，故筑台以纪念之云。”

唐太宗李世民曾设“文学馆”以招贤纳士，选中
18人分为三班，每日有 6人值宿，彻夜讨论诗文典
籍，号称“十八学士登瀛洲”。“瀛洲”是传说中的海
外仙山，后人曾创作“十八学士图”，画中学士云集

“瀛洲城”。河间古称瀛州，虽然此“瀛州”非彼“瀛
洲”，但瀛台被水面广大的瀛海湖包围，景色与“瀛
洲”仙山颇为相似。《北洋画报》提到瀛台与“十八学
士”有关的传说，应是一众学子文士在瀛台赏景，提
到“十八学士”之事，后来越传越广，遂成典故。仔
细端详《北洋画报》上的这张老照片，顶上的亭阁依
然完好，高台表面的砌砖已风化严重，有的地方甚至
露土塌陷，底部站着两位游客，应是专为探访古迹而
来。

千年来，瀛台留下了太多历代名人的足迹，结合
流传至今的部分诗文，瀛台旧貌更加引人遐想。明代
杜佺有《瀛台春望》诗道：“晴云如困柳如痴，丹杏开
残碧草齐。一派望瀛台下水，暖风迟日浴凫鹥。”诗中
写的是一个柳长莺飞的春天，晴空万里，云卷云舒，
杏花刚刚开败，地上的绿草已经很高。白天渐渐长
了，站于瀛台之上，望着一片春水荡漾，几只水鸟散
漫地游着，游客的心都要融化在这如醉如痴的美景里
了。

清代河间才子戈涛有《瀛台》诗：“缥渺瀛台上，
西风送晚晴。霞光散林赤，海气混天清。秋草毛公
垒，寒烟帝子城。高楼连粉堞，徒倚远愁生。”此处所
写是河间古城的秋天，作者在瀛台上远望古城，西风
吹来，瀛海湖上水波摇动，陆地上已是秋草枯黄。想
到城内的瀛台，还有城北的毛公墓等古迹，再看到不
远处雉堞俨然的古城墙，一种萧瑟与乡愁从心中油然
而生。

1930年代，河间文香村(今属大城县）人、北平文
艺界名士贾仙洲，在一个夏天回家乡小住，曾到瀛台
怀古，作《五言古风》一首，其中有“我酷爱瀛台，
孤劲英雄姿。炎夏住瀛城，随友复来斯”的句子。那
时候的河间，城内的高层建筑很少，瀛台还是巍然高
耸的制高点。此后，很少再见到瀛台的图文资料。这
张 1932 年 7 月的
《北洋画报》，遂成
为瀛台古迹最后的
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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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号子，是过去运河两岸的
河工和船工们“吼”出来的曲调，
那一声声悠长的号子，见证了他们
清贫、单调、漫长的漕运生活，也
是他们乐观精神的最佳见证。

李刚与运河号子的缘分其实
挺意外的。1989年春，他到沧州
市区办事，办完事后在新华桥闲
逛，猛然看到一大群人围着看一
位老人吹乐管，好听的乐声不时
赢得众人的掌声。李刚挤入人
群，经打听得知，这位吹管的老
人名叫杨继海，已经 87岁了，他
吹的是沧州独有的乐器——C 调
小管，吹的曲调，老人管它叫

“运河号子吼”。
李刚瞬间被管子发出的旋律吸

引，直到散场也没听够。他临时改
变行程，决定留下来向这位老人学
习。第二天，他又去新华桥头听这
位老人吹管，一边听一边把精彩的
曲调记了下来。

老人看眼前的年轻人对他的
吹奏如此感兴趣，便打开了话匣
子，自称从小跟随姥爷在运河边
长大，姥爷精通音律，经常把

“嘿”“吆”“呀”“哇”“嗨”等字
编成曲调，用来为纤夫们加油鼓
劲，因风格粗犷豪放，故名“运
河号子吼”。

新华桥头这段难忘的经历，让
李刚对沧州民乐更加着迷。此后，
他有意识广泛接触沧州民乐，在全
国各地演出期间，也留心收集各地
非遗曲调，博采众长，逐渐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演奏风格。

新华桥头的这次经历，更是成
为他日后创作的灵感源泉。

2018年，沧州知名吹奏乐队沧
州光头乐队找到李刚，请他帮助谱
写一首原创吹奏乐。李刚立刻想起
杨继海老人和回荡在记忆深处的运
河号子，很快便创作了非遗吹奏乐
作品《运河号子吼》，作品一经推出
便受到了关注。

后来，在文旅部门相关专业人
士的指导下，《运河号子吼》又加
入了舞蹈表演，参加了文旅部举办

的“运河情 江南韵”展演，并登
上了河北电视台“强国复兴有我”
晚会和“双争有我”端午节大型晚
会。同时，李刚还巧妙地将《运河
号子吼》的主旋律，运用到了河北
梆子的一些新编古装剧中，令人耳
目一新。

李刚说，传统音乐是一座艺术
创作的素材宝库，进入其中就像一
个淘金者发现了金矿，只要潜心研
究，就可以找到守正创新的“金钥

匙”，就能不断提升自身的创作水
平和创新能力。在他为传统剧、现
代戏、舞蹈、非遗古典音乐等不同
艺术种类创作的 130余个作品中，
经常能找到其他音乐艺术形式的影
子。

李刚的艺术生涯是探索与传承
的交织，他用实践证明，古老的文
化遗产并非遥不可及，反而具备着
可以与当代生活共舞的强大生命
力。

▲▲南锣剧南锣剧《《老少换老少换》》

▶▶肃宁武术戏演出肃宁武术戏演出
现场现场

李刚在为定制的五字调南锣试音李刚在为定制的五字调南锣试音

这段时间，沧州河
北梆子剧团琴师、音乐
唱腔设计李刚，每天只
能睡三四个小时。在忙
碌的工作与演出间歇，
他挤出时间，为扩编版
南锣剧 《老少换》 谱出
新旋律，用于即将开始
的排练和演出。因为近 7
年来，他一直肩负着一
个重要任务——为挖掘
整理的南锣剧设计出音
乐和唱腔。

8 月 12 日，新版南
锣剧 《老少换》 的唱腔
设计终于完稿。李刚赶
紧录制出新唱腔让演员
学唱小样，并为演员及
乐队演奏员一一示范。
而 非 遗 音 乐 原 创 作 品
《运河古韵》 和 《长河》
也正在构思创作中。

李刚出生于献县一
个艺术家庭，自幼酷爱
民乐，1982 年考入县评
剧团艺校学习二胡、板
胡演奏，16 岁便登台拉
主弦。后来，他又拜河
北梆子板胡演奏家赵二
宝为师。

近年来，李刚一心
投入到沧州文化遗产的
传承与创新工作中。南
锣剧、运河号子吼、渔
鼓调、肃宁武术戏和南
词剧、北路梆子、东路
哈哈腔和秧歌调等古老
剧种和非遗音乐，从唱
腔旋律到演奏乐器，他
挖掘整理出多个沧州濒
危剧种和非遗项目的音
乐 体 系 。 在 他 的 整 理
下，这些艺术样式逐步
恢复了原汁原味的古老
旋律，并登上越来越大
的舞台。

李刚对于南锣剧音乐
的 挖 掘 整 理 始 于 2018
年。当时，原沧州市艺术
研究所所长、戏曲编剧赵
宪坡邀请李刚协助参与沧
州古典音乐的相关研究，
濒危剧种南锣剧成为重点
挖掘整理的对象。

李刚在南锣剧代表
性传承人郭兰芳的引导
下，走访了健在的南锣
剧老艺术家，并收集了
大量关于南锣剧的文献
资料。

经过查阅资料和实
地走访，李刚弄清了南
锣剧的主要伴奏乐器：
龙头琴 （嗡子）、南锣
（铛子）、南钵 （铙）、F
调九孔管和 C 调小管。
但这些乐器的实际形制
和演奏方法是怎样的？
南锣剧的主旋律又是怎
样的？一系列谜团等待

解开。
为了弄清南锣剧的

伴奏乐器和演唱旋律，
李刚踏上了漫长的探寻
之路。

在搜集来的一张南
锣剧古乐谱上，唱词下
画着一些难以理解的图
案和符号。李刚通过辨
别文字标记，断定这是
一张工尺谱，但那些符
号和图案的含义不明。

为此，他专程赶赴
山西五台山等地，从佛
教和道教音乐中寻找答
案。幸运的是，那里的
宗教音乐乐器中恰好还
有南锣和云锣，乐谱也
沿 用 了 传 统 的 标 记 方
式，这让李刚大喜过望。

F调九孔管是沧州独
有的南锣剧伴奏乐器，
李刚惊奇地发现，和普
通管子不同，这种乐器
竟有 9个孔。为了弄清第
九孔在演奏中起的作用
和吹奏指法，李刚又赶
赴 天 津 静 海 和 廊 坊 大
城，拜访了几位精通管
乐的老艺人，终于弄清
了第九孔的用途。为了
制作出规范的龙头琴，
他 多 次 去 肃 宁 等 地 试
制，并反复研究龙头琴
的指法、弓法、把位和
调式转换，还专程去中
国古乐器博物馆，观摩
全 国 唯 一 一 把 古 龙 头
琴，拍照记录下它的形
制特点。

一次次寻访，让南
锣剧音乐的秘密一点点
被揭开。

2019 年开始，基于
这些研究成果，在原沧
州市艺术研究所的组织
下，经典剧目 《顶灯》
进入复排阶段，著名导
演梁宝璋受邀成为该剧
的艺术指导。经过精心
打磨，2020 年，《顶灯》
参 加 了 文 旅 部 组 织 的

“昆山百戏”盛典展演，
走到全国观众面前。

近 期 ， 李 刚 按 照
“行当模式化”的思路，
重新设计了新版南锣剧
《老少换》的音乐唱腔。

新版 《老少换》 包
含表演唱、合唱和独唱
等演唱形式和很多古典
戏曲音乐调式和板式，
在保留非遗主奏乐器的
基础上加入了民乐队，
音乐表现力更加丰富，
艺 术 感 染 力 进 一 步 增
强。演出时长由 40分钟
延长到一个半小时，达
到了舞台音乐剧的演出
标准。

李刚不仅致力于南锣剧的音乐
研究，近年来，还把很大精力投在
肃宁武术戏的挖掘整理上。

“武术戏”相传源于明代，特
点是以武术动作配合口语讲述，
边打边说。伴奏只有打击乐器，
没有文场伴奏，可随意演唱京
剧、昆腔等不同剧种的唱腔。武
术戏的表演形式灵活多样，武打
有别于戏曲开打，而是用真刀真
枪，将武术表演和戏曲表演完美
融合。很多现存的经典武术套路
都能在表演中看到，代表剧目有
《三打祝家庄》《燕青打擂》《大溪
皇庄》等。

武术戏系统的剧目理论近乎
空白，李刚正在当地有关部门的
指导下，抢救性挖掘整理武术戏
音乐和表演方法，力求为后世留
下资料。他经常利用休息的时间
去肃宁搜集、记录、整理，并考
虑为武术戏加入当地的传统民
乐，让武术戏不再只限于街头演
出，从而发展成为独立的舞台艺
术。

此外，他还在挽救肃宁另一种
濒危地方剧——南词剧。南词剧是
肃宁独有剧种，以表演唱为主要艺
术形式。为了解和挖掘南词剧的剧
种特点，在肃宁武垣风戏剧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经理倪瑞杰的帮助下，
李刚特地找到了还能表演的老艺人
学习。但由于他们大多年事已高，
且多靠师傅口传心授学艺，故而未
能系统掌握这一剧种的表演理论。
李刚只能仔细观察老艺人们的表
演，聆听他们的演唱，一点点总结
记录下来。

在李刚的努力下，武术戏和南
词剧表演特征逐渐清晰，逐渐走向
规范化和系统化。李刚希望能够联
合有识之士，尽快为这两个剧种打
造出代表性剧目，让它们展现肃宁
的历史和故事，迎来发展的新机
遇。

挖掘肃宁武术戏

改编“运河号子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