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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英荟萃话三国群英荟萃话三国 南北戏曲齐献艺南北戏曲齐献艺
——“传奇三国风云会”献唱“戏聚长治·唱响盛世”舞台

本报记者 李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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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永亮接受专访。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
依旧在，几度夕阳红……”7月24日晚7时30分，在主持人白
燕升的一曲河北梆子戏歌《滚滚长江东逝水》中，“戏聚长治·唱
响盛世——非常梨园直播周”第二季第四场“青梅煮酒——传
奇三国风云会”在长治滨湖文旅服务中心太行厅激情上演。

夜幕下的太行厅灯光璀璨、座无虚席。整场演出汇集上党
梆子、上党落子、河北梆子、晋剧、蒲剧、京剧、黄梅戏、徽剧等
不同剧种，呈现了南北戏曲交相辉映、异彩纷呈的唱腔韵味和
艺术魅力。来自大江南北的名家新秀相聚漳泽湖畔，在曲艺名
城、戏曲之乡长治，各展风采、交流互鉴。

余音绕梁，曲韵悠长。当晚的演出现场，《忠义千秋》《壮
别》《黄鹤楼》《小乔初嫁》《定军山》《小宴》《龙凤呈祥》等一出
出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经典唱段轮番上演。演员们婉转激昂
的唱腔、韵味十足的念白、细腻传神的表演，将戏曲人物的性格
特点、内心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赢得台下观众阵阵叫好，让广大观
众充分感受三国戏曲艺术的丰富
内涵。

“三国故事我读过很多，但三
国戏曲还是第一次在现场看到，很
新奇也很喜欢，让我更加感受到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重
新认识了长治地方戏曲，也对接下
来的几场演出更加期待。”60岁的
赵忠保特别喜欢上党梆子，为欣赏

《黄鹤楼》，他专程从天津赶来，16个经典剧目令他看得如痴如
醉，久久沉浸其中。

长治是曲艺名城、戏曲之乡，戏曲文化在这里薪火相传、生
生不息。

“作为青年戏曲演员，参加本次活动可以向不同剧种借鉴
学习，有力促进地方戏曲文化传承传播与交流。”长治上党梆子
剧团青年演员申晓东演出结束后兴奋地说，“希望古老的上党
戏曲艺术，能够借助我们年轻人的力量继续传播、传承下去，为
我市戏曲事业的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潞酒，始创于北周，有近1500年的成名史，从长治地区出
土的酒器考证，有着6000年的酿造史……”文旅推介环节，长
治日报社记者、长治白酒区域文化品牌推介官郜盼，壶关融媒
体中心主持人、文旅代言人王宏卫作为推介人受邀上台，与主
持人白燕升，武乡籍作家、《映像》杂志执行主编蒋殊，山西师范

大学艺术学教授、文学艺术学部副部长丁旭东，以及长治籍青
年学者、山西传媒学院艺术学副教授刘博现场互动，为观众和
各位网友们推介了长治潞酒和壶关羊汤、馅饼，让大家更加全
面地了解长治的非遗文化、特色美食以及迷人风光。

中国古建看山西，山西古建看长治。我市享有“中国古代建
筑艺术博物院”的美誉，活动中，主持人白燕升还现场推介了天
台庵、大云院、龙门寺、法兴寺、崇庆寺、观音堂泥悬塑等古建珍
品，诚邀海内外的观众来长治观美景、赏古建、品美食、看好戏。

“看到我市举办‘戏聚长治·唱响盛世——非常梨园直播周’
第二季，感到很自豪！这既是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视听
盛宴、艺术盛宴，也是对长治文旅的又一次强有力推介。相信
通过举办此次活动，会吸引更多游客走进长治，共赏太行美景、
共品上党美食。”演出结束后，现场观众李梦的一席话，道出了
广大长治人的心声。

上党梆子上党梆子《《黄鹤楼黄鹤楼》》剧照剧照。。
上党落子上党落子《《回荆州回荆州》》剧照剧照。。河北梆子河北梆子《《空城计空城计》》剧照剧照。。

京剧《定军山》剧照。

演员合影留念。

徽剧《小宴》剧照。

本版图片由田雨 郭智伟 摄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造就
一方戏曲。“地方戏曲是地域文化、民俗
风情、人文个性的集中体现，要不断探
索‘戏曲+旅游’，推动文旅融合发展。”7
月22日，“戏聚长治·唱响盛世——非
常梨园直播周”第二季演出舞台上，
上党落子名家、山西省杏花奖获得者
傅永亮大展风采，为广大观众献上精
彩演出。

粗犷豪放的唱腔、清晰准确的唱词、
韵味十足的念白、生动传神的表演……
演出现场，傅永亮以独特的艺术表现形
式，激情演绎上党落子《成败萧何》，一
招一式尽显上党戏艺术魅力，赢得观众
满堂喝彩。

“一批批青年演员在舞台上得到锻
炼，一波波文旅资源走红全国，‘戏聚长
治·唱响盛世——非常梨园直播周’活
动意义非凡。”傅永亮说，以戏曲为媒，
推介长治文旅，不仅是丰富上党戏曲发
展的精彩实践，更是长治推动文旅康养
深度融合的创新探索。

从舞台演出到幕后指挥，从剧目创
新编排到人才队伍建设……从艺近50
年来，傅永亮肩扛地方戏曲发展的时代
责任，始终站在传承和弘扬上党戏曲一
线，为唱响上党戏曲、推动文旅融合身
体力行，积极发声。

“上党戏要注重人才队伍的培养建
设，做强练精唱腔、道白、音乐等独有的
艺术特色和表现形式，强化技艺、练好
基本功，让地方戏曲绵延不绝、生生不
息。”傅永亮表示，今后将通过建立地方
戏曲传承工作室，加强内容和形式创
新，挖掘长治历史人文、太行美景等元
素，丰富剧目内容，不断激发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时代活力。

如何让上党戏曲文化走得更远、传
播得更广？在傅永亮看来，要抢抓全市
着力打造“五大品牌”战略契机，依托深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戏曲文化
资源，拓展新型地方戏曲文化业态，深
度做优“戏曲+”“+戏曲”生态圈，将观
戏曲和赏美景、品美食充分融合，讲好
长治故事，传播好优秀传统文化声音，
以戏曲之力，为长治的文旅康养融合发
展助力添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