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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玲韩 玲 ：：巧 心 匠 意 饰 芳 华巧 心 匠 意 饰 芳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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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买军王买军：：太行山上唱响太行山上唱响““开花调开花调””
本报记者 张瑞英

省级非遗传承人王买军走上央视大舞台。 （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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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香椿芽
□ 谢春芳

在那个遥远而又宁静的古镇里，春天总是带着生机
与希望悄然而至。我珍贵的儿时记忆之一就是和外婆一
起在院子里摘香椿芽，然后在炊烟袅袅中，准备那道春天
的特别美食——香椿芽拌豆腐。

摘香椿芽是一个需要耐心和技巧的过程，外婆总是
能够轻松地做到。外婆告诉我，摘香椿芽要选那些嫩的、
颜色鲜绿、尚未完全展开的芽。她的动作轻柔而熟练，每
一次剪切都恰到好处，既不伤害到树枝，也能确保香椿芽
的新鲜。我站在外婆身边，小心翼翼地模仿，虽然动作笨
拙，但外婆总是耐心地指导，从不厌烦。

摘好的香椿芽小心翼翼地放在篮子里，随后，我们带
着满满一篮子香椿芽回到厨房，开始制作那道简单却又
美味的佳肴。

外婆先将香椿芽洗净，然后用沸水将香椿芽焯水，去
除苦味，保留它独特的清香。接下来准备豆腐，外婆总是
选择那种豆腐坊刚出锅的老豆腐，将其切成小块，轻轻放
入热水中煮一煮。待豆腐和香椿芽都准备好后，外婆会
将它们轻轻拌匀，加入适量的盐、麻油和蒜泥，调制出一
道满载春天气息的菜肴。

那些和外婆一起摘香椿芽、一起烹饪的日子，成了我
心中宝贵的记忆。一把香椿芽、一块豆腐，不仅是季节的
味道，更是童年记忆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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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要兴盛非遗要兴盛，，传承是根本传承是根本。。近年来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我市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队伍建设产传承人队伍建设，，在挖掘培育在挖掘培育、、拓展思路拓展思路、、搭建平台上下功夫搭建平台上下功夫，，不不
断培育断培育、、壮大非遗传承人才队伍壮大非遗传承人才队伍，，增强非遗传承的后劲和活力增强非遗传承的后劲和活力。。截至截至
目前目前，，全市拥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全市拥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1212 名名，，省级非遗传承人省级非遗传承人 129129 名名，，市市

级非遗传承人级非遗传承人 323323 名名，，传承人数量在传承人数量在全省名列前茅全省名列前茅。。近日近日，，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采访了三位省级代表性采访了三位省级代表性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人，，记述他们在非遗项目科学保护记述他们在非遗项目科学保护、、
有序传承有序传承、、创新性发展等方面的新探索创新性发展等方面的新探索，，以及推动我市传统工艺发展以及推动我市传统工艺发展
取得的新成效取得的新成效，，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和风采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和风采。。

“青松苍莽写忠诚，青松化作信念树，十七
棵松万古长青留美名……”3 月 12 日，记者走进
沁县文化馆，乡音浓郁的沁州三弦书演唱声从
馆里传来。只见国家级非遗项目沁州三弦书
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李彩英正在教授徒弟演唱
曲目《十七棵松》，字正腔圆，曲调悠扬。

2023 年 11 月，在“艺苑撷英——2023 年全
国优秀青年曲艺人才展演”中，作为我省唯一
入选者，李彩英以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唱腔、
内涵丰富语言通俗的唱词登台亮相，为首都观
众献上了长治特色曲目——沁州三弦书《十七
棵松》，收获满堂喝彩。

这是李彩英又一次亮相国家级舞台，为广
大观众展现了长治曲艺的独特魅力。

“从 16 岁开始说书，到现在三十多个年头
了。一路走来，有辛劳也有付出，有汗水也有
泪水，这一切都是值得的。”谈及参加演出时的
感受，李彩英格外激动。她说，作为传承人，参
加展演不仅展示了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
特魅力，更扩大了沁州三弦书的影响力，对于
今后传承推广沁州三弦书意义重大。

沁州三弦书是流传于长治沁县、武乡、沁
源、襄垣和晋中左权、榆社等地的传统曲艺说
唱艺术形式，是北方鼓书艺术中历史比较悠久
的一种。早期演出时由一人说唱，同时以三
弦、摔板和小铙伴奏，后来发展成一人为主、多
人分行当辅助说唱的群口演出形式。

李彩英出生在沁县乡村，从小就和鼓书结
缘。那时候，农村文化生活欠缺，每当村里来
了说书队，便是她最开心的时候，用李彩英的
话说，自己就是听着鼓书旋律长大的。

李彩英少年时代主攻鼓书，后来在温秀芳、
陶金旺等老艺人的指导下，开始学习沁州三弦
书。学习期间，练曲、学唱，还跟着团队到各地
演出，慢慢地对沁州三弦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此走上了传承弘扬沁州三弦书的艺术之路。

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问及学习沁州
三弦书的技巧时，李彩英通过自己多年的从艺
经验，总结出了两个必备条件：一个是天赋，另
一个就是勤奋。“沁州三弦书的行腔走韵和沁

县的方言土语紧密结合，把每句话、每个字用地道的沁县话说
清楚，运用三弦书的腔调，再结合自己的音乐天赋，便能唱出
特色浓厚的旋律。”李彩英说，加上她多年的勤学苦练，学好形
体表演和一人多角的表演技能，方能掌握这门艺术。

在漫长的从艺道路上，李彩英边演出边学习，在说唱技艺
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她曲调自由，板式丰富，吐字清
晰，表演现场气氛活跃，善于渲染书中人物感情，说哭就哭，该
唱就唱，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非常喜欢。2015 年，她
参加第三届“岳池杯”中国曲艺之乡曲艺大赛和第二届“和平
杯”全国曲艺票友邀请赛，以参赛作品沁州三弦书《好支书龚
来文》分别获得一等奖，被授予“全国曲艺十大名票”荣誉称
号。2018 年，在第十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上，她表
演的沁州三弦书《十七棵松》获节目奖，李彩英也成为沁县唯
一一个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

多年来，李彩英在传承技艺的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探索
创新。通过一人饰演多角、跳进跳出的表演方式塑造角色，能
说唱 30 多个书目。其中有大本书，也有小段，传统大书有《呼
家将》《列女传》等，传统小段有《劝善人》《包公散心》等，新创书
目有《好支书龚来文》《十七棵松》《良相吴琠》《阁老还乡》等。
现在，李彩英已经成为中国曲协会员、山西省曲协理事、长治市
曲协副主席、沁县曲协主席，沁州三弦书也因她声名远播。

凭借对沁州三弦书的热爱，也希望能有更多人了解这一独
具魅力的说唱艺术，出师后的李彩英决定自己领团。于是，
2003年组建彩英说唱团，2017年成立演艺公司，预定台口、搭建
舞台、排练曲目、更新设备，在琐碎复杂的日常工作中，她总结
经验、不断创新，为沁州三弦书搭建了一个良好的传播平台。

20082008 年年 1010 月月，，沁州三弦书入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沁州三弦书入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录。。为做好非遗传承保护工作为做好非遗传承保护工作，，沁县持续开展曲艺进校园沁县持续开展曲艺进校园、、进进
社区社区、、进农村进农村““曲艺三进曲艺三进””工作工作。。李彩英主动承担李彩英主动承担““三进三进””任任
务务，，担任县城三所小学的第二课堂辅导员担任县城三所小学的第二课堂辅导员。。每个课时每个课时，，她都认她都认
真备课真备课，，制作课件制作课件，，亲自示范亲自示范。。在她的精心辅导下在她的精心辅导下，，一批批曲一批批曲
艺新苗茁壮成长艺新苗茁壮成长。。

如今如今，，李彩英不但培养了李彩英不但培养了 66 名沁州三弦书新秀名沁州三弦书新秀，，还义务教还义务教
授周边的村民学习沁州三弦书授周边的村民学习沁州三弦书。。李彩英说李彩英说：：““我们一方面通过我们一方面通过
逐字逐句的唱段教授徒弟传承技艺逐字逐句的唱段教授徒弟传承技艺，，一方面以日常生活为素材一方面以日常生活为素材
创作新的作品创作新的作品，，优秀学员每年会跟我一起登台演出优秀学员每年会跟我一起登台演出。。””

与沁州三弦书结缘至今与沁州三弦书结缘至今，，李彩英几乎走遍了长治的山山李彩英几乎走遍了长治的山山
水水水水，，演出的场次更是不计其数演出的场次更是不计其数。。去年去年 1010 月月，，李彩英入选第李彩英入选第
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这也是这也是
对她多年付出的最好褒奖对她多年付出的最好褒奖。。

作为传承人作为传承人，，李彩英深感使命重大李彩英深感使命重大，，她表示她表示：：““未来未来，，我会我会
继续推出新作继续推出新作，，表演更多观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表演更多观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努力推动努力推动
沁州三弦书走向更高沁州三弦书走向更高、、更远的舞台更远的舞台，，把这门传统曲艺艺术更好把这门传统曲艺艺术更好
地传承地传承、、传播下去传播下去。。””

“上党堆锦制作的旅交会 logo
颇受欢迎，吸引了众多游客拍照

‘打卡’驻足围观。”2023 年 11 月 17
日，2023 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在昆
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上党堆
锦“大展风采”。

作品的主人正是国家级非遗
项目上党堆锦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韩玲。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她
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从艺 20
多年，她见证了上党堆锦的发展历
程，始终秉承“非遗传承人”这一光
荣使命，努力让民间古老技艺绽放
时代新彩。

堆花如云、塑锦成画……上党
堆锦用丝绸塑造生命，人物栩栩如
生、动物活灵活现、花草逼真可人，
层层都透露着精美与高贵。

“据记载，上党堆锦起源于唐
代。”韩玲告诉记者，上党堆锦是
长治市特有的一种传统手工艺，
远看如一幅幅精美的画作，走近
欣赏时，每件作品又立体呈现、栩
栩如生。由于这种独特的视觉效
果，堆锦享有“软体浮雕”的美誉。

走进长治市潞缘堆锦研究所，
琳琅满目的上党堆锦作品熠熠生
辉、巧绘天成。韩玲手持一把剪
刀，神情专注，将提前设计好的底
稿仔细裁剪，一招一式见真功夫。

研究所摆放着许多获过奖的上
党堆锦：《五福临门》《江山多娇》《玉
兔祥瑞》《白度母》《拿破仑》……有
的展现磅礴的气势，有的彰显祥和
的氛围，有的传递美好的寓意。

“丝绸锦缎和棉花是制作上党
堆锦的主要材料，以纸板为骨，棉
花为肉。”这是韩玲的师父——山
西省首批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上党堆锦代表
性传承人凃必成对她的叮嘱。经
过剪裁、贴飞边、压纸捻、絮棉花、
拨硬折、捏软褶、渲染描绘等 10 多
道工序纯手工制作，一方精美的上
党堆锦才能慢慢成型。

“最难的是造型的塑造，也就
是絮棉花，要讲究线条运用以及
棉花铺设的厚薄和走向。”韩玲介

绍，“线条在作品中承担着丰富的
造型使命。无论是花瓣、叶子、茎
藤，还是衣纹、手足、虬髯及面部，
线条的把握都要做到精准，要有
内在精神内涵，而铺棉花不仅要
有灵巧的双手和耐心，更需要用
心做艺、用情做艺的态度，这样创
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栩栩如生、形
象逼真。”

秘 诀 ，就 在 于 一 个“ 勤 ”字 。
经过不断的尝试和创新，韩玲将
人物面部造型设计得更为精细立
体，服饰以粗细各异的纸捻粘贴
边缘，再加上拨折叠压时的顺序
变化，使上党堆锦更能表现浮雕
式的立体感，既蕴含着我国传统
国画的笔墨韵味，又结合了西方
油画的塑造效果。

比起作品创作，更艰巨的是保
护和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韩玲始终坚
信，只有专注、执着、沉静，才能将
指尖创造出的作品、独特而不可复
制的手艺，坚守和传承下去，让更
多的人了解堆锦非遗文化。

“ 传 统 工 艺 蕴 含 的 历 史 文 化
精髓是完善现代设计的源泉，堆

锦技艺要把传统工艺美术与现代
设计结合起来。”韩玲说，上党堆
锦 的 创 新 设 计 一 方 面 是 工 艺 创
新，如花鸟类作品从在白色丝绸
上全部着色制作而成，转变为采
用丝绸本色制作，只在需要的部
分进行色彩处理，更能体现丝绸
的原汁原味。另一方面，突破传
统相框的模式，如上党堆锦制作
技艺融入时尚礼服制作，在保持
传统技艺基础上，融入现代审美
需求和设计理念。

手艺人，也是守艺人。“堆锦独
特及繁杂的工序要求手艺人不仅
要有耐心和毅力，更要有心静如水
的心态。”韩玲坦言，为了达到最佳
效果，很多作品耗费了相当长的时
间，那些细细打磨的作品，凝聚了
情感和匠心，格外精美。

如今，在上党堆锦保护、传承、
研究和创新的道路上，依然闪烁着
韩玲忙碌奔波的身影。“不觉得有
多辛苦，喜欢这个事，对堆锦技艺
有情怀，就想一直做下去。”韩玲
说，作为上党堆锦代表性传承人，
她有责任也有信心把这门手艺传
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太行山高浊漳河水长太行山高浊漳河水长，，红色红色
之都看咱武乡之都看咱武乡。。””武乡开花调用粗武乡开花调用粗
犷的嗓音唱尽柔情犷的嗓音唱尽柔情，，用通俗的唱词用通俗的唱词
传递力量传递力量，，用朴实的乡音勾勒时用朴实的乡音勾勒时
代代，，是黄土地上人们质朴情感的热是黄土地上人们质朴情感的热
烈抒发烈抒发。。

““做甚唱甚做甚唱甚，，想甚唱甚想甚唱甚，，见甚见甚
唱甚唱甚，，生活中万物皆可生活中万物皆可‘‘开花开花’’。。””
提及武乡开花调提及武乡开花调，，该项目省级该项目省级代
表 性 传 承 人 王 买 军 打 开 了 话 匣传 承 人 王 买 军 打 开 了 话 匣
子子，，““流行于太行山区的流行于太行山区的‘‘开花调开花调’’
具有委婉具有委婉、、悠扬的特点悠扬的特点。。因其歌因其歌
词 的 上 句 一 律 以词 的 上 句 一 律 以‘‘ ×××× 开 花开 花 ’’起起
兴兴，，下句点题而得名下句点题而得名。。其语言极其语言极
具地方特色具地方特色，，如如‘‘山药蛋开花山药蛋开花，，结结
圪蛋圪蛋、、圪蛋亲圪蛋亲’‘’‘玻璃开花里外明玻璃开花里外明，，
远远照见俺圪蛋儿亲远远照见俺圪蛋儿亲’‘’‘你在圪梁你在圪梁
我在沟我在沟’’等等，，唱词中唱词中‘‘圪梁圪梁’‘’‘圪蛋圪蛋’’
等方言词汇等方言词汇，，拉近了与观众的距拉近了与观众的距
离离，，凸显了地域艺术特色凸显了地域艺术特色。。””

从小听着母亲演唱开花调长从小听着母亲演唱开花调长
大大，，3939 岁的王买军对这一地方乐曲岁的王买军对这一地方乐曲
兴趣浓厚兴趣浓厚，，至今学习研究演出已有至今学习研究演出已有
2020 余载余载。。““20002000 年年，，在武乡艺校学习在武乡艺校学习

期间期间，，第一次对武乡开花调的历史第一次对武乡开花调的历史
传 承 和 特 点 有 了 比 较 系 统 的 认传 承 和 特 点 有 了 比 较 系 统 的 认
识识。。””王买军介绍王买军介绍，，开花调起源于何开花调起源于何
时时，，已无文献可考已无文献可考，，据流传的几首据流传的几首
开花调唱词开花调唱词，，““葵花开花顶顶黄葵花开花顶顶黄，，穷穷
人们都向李闯王人们都向李闯王”“”“核桃树开花半核桃树开花半
夜开夜开，，李闯王替咱打老财李闯王替咱打老财””等推断等推断，，
明代或更早时期已在传唱明代或更早时期已在传唱。。

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群众利用这种群众利用这种
大家喜闻乐见大家喜闻乐见、、地方特色浓厚的开地方特色浓厚的开
花调演唱形式花调演唱形式，，编唱歌颂共产党编唱歌颂共产党、、
八路军八路军，，宣传抗日救国的宣传抗日救国的““开花调开花调””
唱段层出不穷唱段层出不穷，，其中其中《《共产党是咱共产党是咱
大 救 星大 救 星》《》《八 路 军 带 领 咱 们 打 日八 路 军 带 领 咱 们 打 日
本本》，》，起到了团结群众起到了团结群众、、教育人民保教育人民保
家卫国的积极作用家卫国的积极作用。。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
后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更是欢欣更是欢欣
鼓舞鼓舞，，放声歌唱党放声歌唱党，，歌唱幸福生活歌唱幸福生活。。

随着文化艺术不断繁荣随着文化艺术不断繁荣，，武乡武乡
开花调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开花调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艺艺
术工作者把武乡开花调搬上了舞术工作者把武乡开花调搬上了舞
台台，，制作成传播更广制作成传播更广、、受众更多的受众更多的
影视作品影视作品。。由武乡劳动人民集体由武乡劳动人民集体
智慧创作的艺术结晶智慧创作的艺术结晶，，从山庄窝铺从山庄窝铺

唱到省城唱到省城，，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武乡开花调曲牌很多武乡开花调曲牌很多，，起源于起源于

武乡县东部乡村武乡县东部乡村，，有不少曲牌流传有不少曲牌流传
到襄垣到襄垣、、沁县沁县、、榆社榆社、、左权左权、、和顺等和顺等
地地。。流传到左权县的几种开花调流传到左权县的几种开花调
被列入左权民歌被列入左权民歌，，其余十几首开花其余十几首开花
曲牌曲牌，，也久唱不衰也久唱不衰。。

在武乡在武乡，，男女老幼都能以开花男女老幼都能以开花
调哼唱出即兴唱词调哼唱出即兴唱词。。开花调表演开花调表演
形 式 有 单 人 独 唱 和 男 女 对 唱 两形 式 有 单 人 独 唱 和 男 女 对 唱 两
种种。。最早单人独唱是人们劳作之最早单人独唱是人们劳作之
余余，，缓解身心疲惫缓解身心疲惫，，放松心情的自放松心情的自
我 减 压 方 式我 减 压 方 式 ，，唱 词 随 意唱 词 随 意 ，，现 场 发现 场 发
挥挥。。而男女对唱而男女对唱，，则是年轻男女通则是年轻男女通
过一唱一答的对唱形式过一唱一答的对唱形式，，婉转表达婉转表达
内心爱慕之情内心爱慕之情。。如今在当地如今在当地，，每逢每逢
年节年节、、吉庆吉庆、、红白事等各种活动红白事等各种活动，，武武
乡开花调已成为一道必不可少的乡开花调已成为一道必不可少的

““文化大餐文化大餐””。。
近年来近年来，，王买军在当地文化部王买军在当地文化部

门支持下门支持下，，与老一辈武乡开花调非与老一辈武乡开花调非
遗传承人共同搜集整理相关资料遗传承人共同搜集整理相关资料，，
积极走访民间老艺人积极走访民间老艺人。。在不失历在不失历
史文化艺术韵味的基础上史文化艺术韵味的基础上，，赋予其赋予其
新的时代内涵新的时代内涵，，为非遗项目传承和为非遗项目传承和
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如 今如 今 ，，王 买 军 不 仅 成 立 艺 术王 买 军 不 仅 成 立 艺 术
团团，，通过日常演出让更多人欣赏到通过日常演出让更多人欣赏到
武乡开花调的魅力武乡开花调的魅力。。同时搜集同时搜集、、录录
制大量视频资料制大量视频资料，，让更多人学习让更多人学习。。

““武乡开花调传承还需要更多年轻武乡开花调传承还需要更多年轻
人的参与人的参与，，通过编写新唱词通过编写新唱词、、融入融入
新曲调新曲调、、拓宽新传播路径拓宽新传播路径，，才能让才能让
这高山上的这高山上的‘‘开花调开花调’’越来越嘹亮越来越嘹亮，，
经久不衰经久不衰。。””采访结束后采访结束后，，王买军又王买军又
一次站上舞台一次站上舞台。。当当““芝麻开花节节芝麻开花节节
高高，，乡亲们的生活越过越好乡亲们的生活越过越好””的歌的歌
声响起时声响起时，，台下掌声雷动台下掌声雷动、、喝彩不喝彩不
断断，，透过悠扬的歌声透过悠扬的歌声，，人们感受到人们感受到
了幸福与喜悦了幸福与喜悦。。

《《宇宙锋宇宙锋》》是中国戏曲的经典剧是中国戏曲的经典剧
目目 ，，其 中 梅 兰 芳其 中 梅 兰 芳（（京 剧京 剧）、）、陈 素 真陈 素 真（（豫豫
剧剧）、）、陈伯华陈伯华（（汉剧汉剧））三位戏曲大师表三位戏曲大师表
演 的演 的《《宇 宙 锋宇 宙 锋》》并 称 为并 称 为““ 宇 宙 三 锋宇 宙 三 锋““。。
长治市豫剧团近年来移植了该剧长治市豫剧团近年来移植了该剧，，并并
于于 20232023 年年 1111 月参加第五届豫剧艺术月参加第五届豫剧艺术
节展演节展演，，荣获了本届豫剧节优秀剧目荣获了本届豫剧节优秀剧目
奖奖，，主演岳静静获得主演岳静静获得““第五届豫剧艺第五届豫剧艺
术节表演艺术传承英才术节表演艺术传承英才””荣誉称号荣誉称号。。

近日近日，，在网上观看了该剧在网上观看了该剧，，感受颇感受颇
深深。。该剧讲述的是该剧讲述的是：：秦二世时秦二世时，，赵高赵高
遣人盗取匡家所藏遣人盗取匡家所藏““宇宙锋宇宙锋””宝剑宝剑，，后后
持剑行刺二世嫁祸匡洪持剑行刺二世嫁祸匡洪。。二世震怒二世震怒，，
抄斩匡门抄斩匡门。。匡洪子匡扶逃走匡洪子匡扶逃走，，其妻赵其妻赵
艳容回赵家独居艳容回赵家独居。。秦二世胡亥见艳容秦二世胡亥见艳容
貌美貌美，，欲立为嫔妃欲立为嫔妃。。艳容既恨父亲诬艳容既恨父亲诬
陷匡家陷匡家，，又恨二世荒淫无道又恨二世荒淫无道，，断然拒断然拒
绝绝。。在使女哑奴的帮助下在使女哑奴的帮助下，，赵艳容假赵艳容假
装疯癫装疯癫，，以示反抗以示反抗，，塑造了一位聪慧塑造了一位聪慧
勇敢勇敢、、不畏强权的女性形象不畏强权的女性形象。。

豫剧豫剧《《宇宙锋宇宙锋》》为豫剧陈派名剧为豫剧陈派名剧。。
为了演好这部戏为了演好这部戏，，岳静静拜豫剧名家陈岳静静拜豫剧名家陈
派传承人牛淑贤为师派传承人牛淑贤为师。。牛淑贤将其表牛淑贤将其表
演技巧演技巧、、声腔艺术一字一句传授给岳静声腔艺术一字一句传授给岳静
静静。。岳静静在老师精心指导下岳静静在老师精心指导下，，刻苦钻刻苦钻
研研、、勤奋练习勤奋练习。。演出中演出中，，她以塑造人物她以塑造人物
为主旨为主旨，，着重刻画赵艳容如何从大家闺着重刻画赵艳容如何从大家闺
秀转变为叛逆者的心路历程秀转变为叛逆者的心路历程。。她屈从她屈从
父命父命，，嫁入匡门嫁入匡门，，受尽委屈受尽委屈，，但得悉其父阴谋后但得悉其父阴谋后，，毅然以毅然以
装疯的形式来反抗父命与皇权装疯的形式来反抗父命与皇权，，最终勇敢地冲出牢笼最终勇敢地冲出牢笼，，
踏上艰难而充满希望的寻夫之路踏上艰难而充满希望的寻夫之路。。表演中表演中，，她将水袖的她将水袖的
多种技法综合变换多种技法综合变换，，创作出团花袖创作出团花袖、、烟花袖烟花袖、、扇花袖扇花袖、、波波
浪袖浪袖、、飞天袖飞天袖、、鸳鸯袖等多类袖花鸳鸯袖等多类袖花，，表演起来忽刚忽柔表演起来忽刚忽柔、、
忽疏忽密忽疏忽密，，把雍容端庄的赵艳容装疯后变化多端的感情把雍容端庄的赵艳容装疯后变化多端的感情
波澜表现得淋漓尽致波澜表现得淋漓尽致，，演出了该剧的特色演出了该剧的特色。。

岳静静深知岳静静深知，，戏曲表演的传承和创新没有捷径可戏曲表演的传承和创新没有捷径可
走走。。她主演的她主演的《《宇宙锋宇宙锋》，》，无论是声腔的艺术呈现无论是声腔的艺术呈现，，还是还是
人物的驾驭能力人物的驾驭能力，，既有严谨规范的继承既有严谨规范的继承，，又有守正的突又有守正的突
破与创新破与创新，，丰富拓宽了行当的表演空间丰富拓宽了行当的表演空间。《。《宇宙锋宇宙锋》》的成的成
功演出功演出，，不仅全面展示了岳静静的艺术风采和不俗的不仅全面展示了岳静静的艺术风采和不俗的
艺术造诣艺术造诣，，更让大家看到了多年来她秉承初心更让大家看到了多年来她秉承初心、、潜心问潜心问
艺艺，，百般锤炼百般锤炼、、厚积薄发的华彩绽放厚积薄发的华彩绽放，，在传统戏曲艺术在传统戏曲艺术
传承中所体现出的责任与担当传承中所体现出的责任与担当。。

省级非遗传承人李彩英精彩演唱沁州三弦书《十七棵松》。

省级非遗传承人韩玲为学生们讲授上党堆锦制作技艺。 凃凯 摄

编者按

“流动图书车”书香飘社区
本报记者 李盼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借书、看书服务，真是太方便
了。”“听说社区来了流动图书车，就第一时间带着孩子前
来体验。”……3 月 8 日，市图书馆流动图书车缓缓驶入潞
州区延安南路街道清华社区，为居民送上了精心准备的
礼物——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科普读物、养生保健等各
类书籍 3000 余册，让广大居民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到丰富
的图书资源借阅服务。

活动现场，随着车门打开，一间小型“图书馆”呈现在
大家面前，车厢两侧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类书籍，车内还配
有座椅、空调、饮水机等设备。居民们聚集到流动图书车
旁，在市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组织下，有序进入流动图书车
阅读区，精心挑选、翻阅自己喜欢的书籍，大家还时不时
地相互交流探讨哪些书籍有趣好看。工作人员热情地向
大家介绍流动图书车的服务内容，耐心解答借阅证办理
手续、使用范围及图书借阅期限、归还地点等问题。

据了解，流动图书车是市图书馆推出的一项特色服
务，旨在让更多群众体会到阅读乐趣，养成爱读书的习惯，
从书中获取知识、开阔视野、汲取智慧。作为市图书馆重
要惠民服务，流动图书车自 2013年启动，目前已建立 10个
服务点，年均服务社区、部队、学校、医院、企业200余次。

市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该馆将增加流动
图书车服务点，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全民阅读”的行列
中来。同时，继续充分发挥文化传播阵地优势，开展一系
列有特色、见成效的文化惠民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到高品质的文化生活，为“书香长治”建设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