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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叶

巴山蜀水，人杰地灵，孕育出独具
特色的戏剧艺术形式。从秀山花灯到梁
山灯戏，从面具阳戏到石柱土戏……
它们生于民间，流传于寻常巷陌，通过
一代代传承，展现出勃勃生机。

近年来，在弘扬发展长江文化的
时代背景下，重庆致力于推动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一大
批戏剧精品问世。其中，以川剧《金
子》《江姐》为代表的精品就是最具代
表性的一颗颗璀璨明珠。

作为在巴山蜀水生长的“土著”剧
种，川剧不仅是重庆闪亮的文化名片，
也是中国极负盛名的戏曲剧种之一。
百姓们闻川剧锣鼓而聚集，听川剧唱
腔而陶醉。如今的川剧，正承接着远
古先民礼敬长江的意气，用属于自己
的方式，讲述着百年来流传至今的中
国故事。

“五腔共和”
现代川剧博采众家之长

手眼身法步，昆高胡弹灯。博采
众家之长的声腔艺术是川剧的灵魂。

“成熟的川剧剧种包括5种声腔，
即昆腔、高腔、胡琴、弹戏、灯调。除了
灯调外，另外4种声腔都是从清代中
叶起由外地传入四川的。”重庆市戏剧
家协会原主席申列荣介绍，外地入川
的诸多声腔，与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活
动有着密切联系。

长江是川剧的摇篮，湖广填四川
让众多的戏班沿长江逆流而上，带着
诸多地域的戏曲声腔，来到巴渝大
地。重庆地处嘉陵江与长江汇合处，
水系发达，移民足迹频繁。与此同时，
重庆又是水陆冲衢、商贾辐辏之区。
陆上走马贩盐，水上航运不断，让这里
逐渐形成“五方杂处，习俗各异”的社
会文化现象。

在寓居巴渝的岁月里，移民们时
常聚在会馆里听一曲家乡戏，一解乡
愁。随着移民的广泛进入，当地声腔
开始出现多个声腔“合流”，并逐渐“川
化”。而真正达到“五腔共和”形成现
代川剧，则是由于辛亥革命前后发生
的川剧改良运动。值得一提的是，川
剧的融合之路，与一位来自重庆的旦
角演员杨素兰有关。

1912年，杨素兰、康子林、萧开
臣、李甲生等川剧艺人，联合8个戏班
的100多位演员和琴师、鼓师，在成都
悦来茶园组建了三庆会，杨素兰成为
三庆会的首任会长。他们荟萃了不同

班社，吸收了演唱不同声腔的演员，至
此，川剧声腔“五腔共和”，现代川剧由
此形成。

茶戏相融
“戏窝子”里品百味人生

一碗盖碗茶、一场折子戏，氤氲茶
香袅袅升起……市井的茶园，是川剧
表演的重要场所。

清末民初，川剧的改良运动带动
了新式戏园的兴起。一时间，戏园之
风蔓延重庆。茶园、戏园、大舞台等专
业性表演场所在重庆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川剧也从会馆走向了更广阔的天
地。

史料记载，重庆最早的戏园建于
重庆城内的蔡家湾（今渝中区陕西
街），名叫荟芳茶园。重庆著名文史学
者文世昌曾著文表示，重庆历史上第
一家戏园，唱的就是川剧。

清宣统二年（1910年），重庆举办
“赛宝会”，并在场内另外辟出一片区
域，取名叫“荟芳茶园”。茶园，本是供
人小憩品茗的地方，为增添喜气，川戏

“义泰班”到荟芳茶园助阵演出，这就
是重庆第一家戏园的由来。

荟芳茶园让更多重庆人领略到了
川剧的魅力。这以后，茶园在重庆兴
起，风气大开，有茶园处多有川剧演
出。茶园，亦成为了川剧“戏窝子”的
代名词。

据统计，川剧声腔“五腔共和”后，

重庆出现了多家川剧“戏窝子”，今人
民公园处有裕民科社，纸烟市（今民生
路）有锦江茶园，演武厅（今磁器街）有
群仙茶园，机房街（今五一路）有悦和
茶园、宜春茶园、阳春茶园。这些茶园
成为重庆川剧演出的重要场所，促进
了川剧的生存、发展与传播。

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后，川剧和其他地方戏
曲一样面临着观众减少、演出市场萎
缩等困难，“戏窝子”相继关闭，川剧渐
渐寥落。

守正创新
打造让观众坐得住的川剧

面对川剧艺术遭遇的低谷，以重
庆市川剧院为引领的重庆川剧人一直
在坚守。他们在场地设施、人才队伍
和剧目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久久为
功。

梅花香自苦寒来。渐渐地，川剧
开始复兴。20世纪末，一批重庆川剧
艺术作品在全国戏剧舞台上崭露头
角。这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金子》。

《金子》有着“川剧的里程碑”“川
剧中的《茶馆》”之称，1999年刚一面
世，便似在戏剧界扔下了一枚“炸
弹”。其大胆创新为业界人士交口称
赞——6个人一台戏，打破了戏剧舞
台艺术“戏不够人来凑”的弊病，唱词
无限生活化，充满民间“野趣”，女声中
还能听出流行乐的味道。

提起这场川剧改革实验，市川剧
院院长沈铁梅至今难掩兴奋。她直
言，当时的理念只有一个，就是打造好
听的川剧，让观众坐得住。于是，在
《金子》里，她融入了邓丽君柔美甜润
的气声唱法，男主角仇虎死后，在没有
任何伴奏的情况下，用哭腔吟唱了一
段山歌——“郎是山中黄葛树，妹是树
上常青藤……”每次演出，这段表演总
会引爆观众泪点。

对重庆川剧来说，川剧的创新，
《金子》只是一个开始。2007年，重庆
市川剧院将传统戏《绣襦记》进行古戏
新探，打造出《李亚仙》。《李亚仙》的问
世为经典川剧剧目展开了新视野——
重庆川剧，不仅要守住经典，更要提升
经典。该剧以今天人们的价值取向和
审美趣味，重新演绎了李亚仙与郑元
和的爱情故事，被称之为“中国版的茶
花女”。

2018年，重庆市川剧院启动新版
川剧《江姐》巡演活动，这又是一次重
庆川剧向经典致敬的新尝试。该剧有
意识地吸收融合川剧、四川清音、川江
号子等元素，整出剧充满地道川味、浓
浓川情。

在川剧《江姐》的表演设计中，川
剧表演程式与创新舞美相糅合，写意
和写实二者完美结合。在不断的打磨
中，主创还将“狱中八条”融入剧情，使
该剧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时代光彩。

以市川剧院为引领，一些地方川
剧团、民间剧团也迅速崛起，重现辉

煌。2011年6月，凭借川剧《鸣凤》中
的出色表演，三峡川剧团团长谭继琼
一举摘得第二十五届中国戏剧梅花
奖。2017年，实验川剧《聂小倩与宁采
臣》成功入选第十九届上海国际艺术界
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委约作品。

薪火传承
让古老的川剧走向世界

川剧重回大众视野，创造出了新
的经典。那么，如何让它拥有更多观
众？如何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如
何才能让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
界？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些问题一直
萦绕在沈铁梅的脑海里。

她曾说：“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我们要去唤醒沉睡的瑰宝，要让
世界认知中国川剧，了解中国戏曲，增
强中国文化自信，让中国戏曲的芬芳
散发到世界各地。”

于是，在打造精品的同时，重庆川
剧迈开了走出去的步伐。

2004年3月，荷兰阿姆斯特丹皇
家音乐厅，川剧交响乐《凤仪亭》史诗
般地绚丽登场，这是沈铁梅与有着“现
代音乐才子”之称的郭文景的首次跨
界合作，也是世界首部用川剧声腔演
唱的交响乐音乐作品。生长在巴山蜀
水的川剧艺术，走出了国门。

接下来，川剧艺术一次次地在国
外掀起热潮：从川剧交响乐《衲袄青
红》在“欧罗巴利亚—中国艺术节”演

出 ，到
新歌剧
《凤仪亭》在
美国林肯中
心艺术节、加
拿大“点亮多伦多”艺
术节亮相；从完整保
留原汁原味川剧折子戏
的室内乐歌剧《思凡》闪
耀荷兰艺术节，到川剧清雅大幕戏《李
亚仙》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巡回演出；
从戏曲艺术电影《金子》、荷兰导演拍
摄的电影《内心风景》的成功拍摄，到
传统川剧《凤仪亭》亮相第48届鹿特
丹国际电影节颁奖晚会……重庆川
剧，在世界的舞台上一次又一次展现
着属于中国的文化自信。

在走出去的同时，重庆川剧人还
特别注重为舞台艺术人才梯队建设做
好储备，不仅培养了一批川剧舞台中
坚力量的90后青年演员，还与市文化
艺术职业学院联合招生，创立了川剧
专业班，让川剧艺术后继有人。现在
的重庆市川剧院可谓人才济济，拥有
包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川剧
代表性传承人、“三度梅”获得者沈铁
梅，梅花奖得主黄荣华、孙勇波、胡瑜
斌、吴熙等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

难能可贵的是，在重庆，还有一群
年轻的川剧玩友，他们凭着对传统艺
术的喜爱，用一幅檀板、三尺水袖，继
承着古老的川剧艺术，为川剧艺术的
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2009年，重庆大学生物系学生魏
源在学校成立了幽兰戏曲社。这是当
时全国高校中唯一的学生川剧社团，
他们每周一次活动，学身段，学唱腔，
也排练折子戏。2012年，位于高新区
的驿都实验小学被重庆市川剧院命名
为“川剧艺术培育基地”。在这里，川
剧成了一门必修课，学生们从认识脸
谱、流派到学习弦乐、唢呐，样样到位。

时下，每到周末，一些民间的川剧
爱好者就开始咿咿呀呀地开唱，川剧
迷又开始了自己的“追剧”生活。生于
民间、长于民间的川剧再一次唱响了
青春之歌。

它在巴蜀大地诞生，又从重庆起
航。作为一张重庆闪亮的文化名片，
如今的川剧频频出现在城市形象片
里、大屏小屏中，在高雅的剧场，在乡
村和校园，在世界的舞台上，流贯古
今，讲述着动人的中国故事，绽放着耀
眼的光芒。重庆川剧人也将继续坚持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把这一
优秀的传统文化瑰宝发扬光大，让这
张名片更加光彩夺目。

□郑协

重庆荣昌，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
市。

它是古昌州州治所在地，距今有
1200年的历史。荣昌美，美在海棠花
上。

我到荣昌，正值农历岁末，新年将
近。这正是海棠开花的时节，满街都
开着殷红的海棠花。冬季有花，从而
四季有花，成为荣昌在中国西部城市
中独特的风景。

更为神奇的是，海棠花是无香
的，而荣昌的海棠花，却是有香味
的。唐《百花谱》记载，海棠是花中仙
子，别处的海棠无香无实，唯有西蜀
昌州的海棠有香有实，甚是神奇，令
张大千留下了“一生不解海棠娇”的
赞美。因此，荣昌古有“海棠香国”的
别名。把荣昌比喻成散发着青春气
息的少女，是非常恰当的。我怎能不
爱上荣昌！

荣昌是客家移民的聚集地，至
今，这里还保留着4个客家方言区，
人们还在使用500年前祖先一路迁
徙来到这里落户安居时的语言。岁
月悠悠，他们在许多方面已经融入
巴山蜀水，但他们顽强地用方言表
现自己的存在，表现自己是从哪里
来的血脉。

万灵古镇是从水路迁徙到荣昌的
客家聚集地。依水而居，聪明的客家
人尽收商业之利，繁衍出一个百年小
镇。“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我作
为江西老表来到这里，有一种特别的
感觉。

我觉得小镇居民的每一张面孔，
都有着亲人般的亲切感，他们的祖先，
十有九都来自江西。小镇很美，濑溪

河静静地流淌着，一座叫大荣桥的石
桥连接着河的两岸。

河岸的一边是万灵古镇，一条老
街布满了各种商铺。游人穿梭而行，
熙熙攘攘，洋溢着时尚的气息。一家
商铺卖米果，在多个品种的米果中，有
一种叫灰水米果。那是把稻草烧成
灰，和着大米和水一起磨成浆，再蒸成
碱味十足的米糕。

我对灰水米果不陌生，那是我家
乡上饶十分流行的小吃。我的先人是
从河南迁到安徽，再迁到江西的。灰
水米果在万灵古镇出现不是偶然的，
这里有我的乡亲，有我的血脉，有我难
以割舍的亲情……

荣昌区人口只有60多万，在中国
地厅级的城区中，应当是小区，但荣昌
在中国经济版图上，却有着重要的影
响力。

荣昌猪是中国生猪的著名品种，
荣昌据此大力发展生猪产业，打造千
亿级生猪全产业链农牧高新产业。

荣昌发展智慧不限于止。他们
从现代市场经济理念出发，充分利用
荣昌地处成渝交叉地带的边贸优势，
推出中国生猪市场交易的“荣昌指
数”。

这个指数是非常有意义的。民以
食为天，在中国居民的食物结构中，猪
肉消费占有很大的比重。通过荣昌指
数发现价格，发现生猪市场走势，这对
于指导生猪生产，保持生猪市场价格
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信息价值与经
济意义。

在荣昌参观国家级生猪大数据中
心，置身于中国生猪产供销大数据的
海洋中，我不能不敬佩荣昌紧紧抓住
大数据技术所带来的发展机遇，把生
猪产业与中国市场有机连接起来，大

大提升了荣昌的战略地位和发展影响
力。

这种创造性的发展思维，尤其值
得我们——江西老表学习。

听说荣昌去年的GDP是800亿
元。那么，支撑荣昌经济的支柱产业
是什么呢？历史上，这里盛产夏布、折
扇、生猪，靠这些显然是支撑不起800
亿元的经济大厦的。

走进重庆电子电路产业园，我寻
找到了答案，这里正在兴起现代先进
制造产业。

笔记本电脑产业是重庆的支柱产
业，围绕这一产业所形成的全产业体
系，有力带动了重庆的产业结构升级
与对外开放。

荣昌抓住这一发展势头，打造电
子电路产业园，瞄准深圳大规模引进
资本、人才与技术，有500家企业已经
签约，其中50家已经落地，形成了电
子电路产业集群。

这一现状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我
们江西也一直在推进老区与特区的合
作。在我们的想象中，深圳的产业输
出，应当递次转移到与之毗邻的江西，
但资本流动的路线不是由自然地理来
确定的，而是服从于利润原则。哪里
能够产生更高的利润，资本就到哪
里。于是500家深圳的电子电路企业
伸开翅膀，飞到了荣昌。

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一
是因为荣昌的营商环境好，二是因为
重庆有全产业体系。这两点，构成了
吸引深圳电子电路企业进入的场效
应。据悉，这个产业园原名是重庆西
部电子电路产业园。因重庆西部这个
产业区域概念太小了，改为了现在的
名字。

这，很能说明荣昌的发展势头。

荣昌行荣昌行
□南风子

因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这个
早春，我们对冰雪有了一种新的感
受：每当冰天雪地，我们和世界的关
系更容易成为审美关系；我们的心
灵，更能摆脱实用的束缚，聚焦于美。

正如这次冬奥会开幕式的惊艳
之笔，激光雕刻碎冰，一个晶莹璀璨
的冰五环，横空出世。我的心瞬间被
击中，颤动不已，光阴仿佛停下脚步，
一种审美的巅峰体验向我袭来。日
常世界瞬间变成审美世界。而运动
员们在冰雪世界的一次又一次挑战，
则让这个审美世界绽放出更具魅力
的一面。

每当冰天雪地，山水就多了几分
神韵，人间就多了几许浪漫。今年的
第一场春雪，来得突然。那天早晨，
我刚从菖蒲盖的木屋中走出，雪就落
了下来，像一片片梨花，大朵大朵，轻
曼柔媚，在天地间飘舞。青山碧岭，
一个时辰就白了头。千木万树，都化
作了梨树。这雪真下得荡气回肠：草
非草，路非路，马非马，牛非牛……茫
茫高山草原，变成一个童话世界。亿
兆雪花是亿兆精灵，将熟悉的一切都
变得陌生起来。世间万物，都有了第
一眼的新鲜感。

是的，冰雪天然带有诗性气息，
文人墨客竞相吟咏。冰雪诗词也就
成为一种独特的人文景观，是我国冰
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
就有雪的倩影：“昔我往矣，杨柳依
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汉魏以
后，咏雪之作层出不穷，如鲍照《咏白
雪诗》的“无妨玉颜媚，不夺素缯鲜”，
如柳宗元《江雪》的“孤舟蓑笠翁，独

钓寒江雪”。古典诗词中的雪意象，
常与月、玉、梨花、梅花等意象一起出
现，共同营造出一种冰清玉洁、清雅
淡远的意境，如黄庚的《雪》——江山
不夜月千里，天地无私玉万家。远岸
未春飞柳絮，前村破晓压梅花。这些
诗词中的冰雪，姿态各异，美不胜收，
蕴含着作者的独特情感，与现实世界
中的雪交相辉映。

世间许多美好境界，常以冰天雪
地为背景。友人来访，促膝夜谈，几
壶醇酒，一席清谈，自是清雅事。如
果是雪夜，将更增色几分。正如白居
易笔下的诗境“晚来天欲雪，能饮一
杯无”。而王徽之雪夜诵读《招隐》
诗，逸兴遄飞，忽然念起好友戴逵，于
是冒着大雪，船行一夜始至好友家门
前，却又不叩门而返，留下“吾本乘兴
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的千古名
言。冰雪天地是这个佳话的绝配。
漫天飞舞的雪花，就是王徽之心中飞
扬的率性与诗意。

每当冰天雪地，我们在看冰雪美
景，也在看心灵中闪亮的部分。记得
小时候的冬天，睡觉之前，小伙伴们
总要把家里最大的碗拿出来，盛满
水，在外面放一夜。第二天，冰碗就
诞生了。它们是小伙伴们眼中珍贵
的“玉碗”。然后，找一个院子，一起
把“玉碗”铺排在阶前大石头上，比谁
的玉碗融化得慢。阳光下，个个“玉
碗”晶莹剔透，耀人眼目。这就是乡
间少年乐此不疲的“冰碗大赛”。

去年冬天，孩子和我一起制作冰
灯，跟着快手短视频上的一个东北冰
雕师学。冰灯有各种模具，中式风
格、欧式风格的都有。下雪天，我俩
傍晚时就把水灌入模具。深夜，水全
结冰。冰罩成型，仿佛是水晶做成

的。捧在手里，手冷心暖。赶紧熄
灯。激动地点上一只蜡烛，放进冰
罩。刹那间，烛光在冰罩中，摇曳生
辉，如梦如幻。

酉阳北纬28度多，冬天再冷也
冷不到哪里去。气温不够，孩子心心
念念的冰鱼缸是做不成了，于是只能
观看快手上冰雕师做的解馋。冰雕
师用模具制成一个冰鱼缸，再雕上几
丛水草，注满水，放上几条红灿灿、活
泼泼的金鱼。金鱼仿佛在水晶里游
动，又仿佛是《小石潭记》中的鱼儿

“皆若空游无所依”。由于冰雕师在
哈尔滨，冬天温度很低，这个冰鱼缸
竟可以保存好几天。以冰雕为代表
的冰雪艺术，巧借冰雪，巧夺天工，美
得令人心颤，亦是我国冰雪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

每当冰天雪地，最快乐的就是孩
子。在他们眼里，冰雪是世界上最好
的玩具。他们对雪的冷无所畏惧，他
们看雪的眼睛炯炯有神，他们抓雪球
的手很冰却又很有劲。这种无畏的
精神，是冰雪运动的精神内核之一。

我国冰雪运动源远流长。北方
各民族尤其擅长,常见的有冰嬉、滑
冰、冰陀螺、驯鹿拉雪橇、冰上摔跤、
皮爬犁。随着时代的进步，我国冰雪
运动蓬勃发展，种类日益丰富：速度
滑冰、冰壶、单板滑雪、跳台滑雪、冰
球等等。这次冬奥会的举办，更是我
国冰雪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冰雪运动在我国冰雪文化中的地位
将越来越高。

每当冰天雪地，我们很容易就想
起澡雪精神。圣洁无瑕的冰雪，成为
美好人格的一种象征。当我们漫步
在冰天雪地时，愿将自己的心，凝成
一片冰心。

因为冬奥因为冬奥，，因为冰雪因为冰雪

▲《李亚仙》剧照。

▲《金子》剧照。
熊明 摄/视觉重庆

◀磁器口古镇
演出剧照。

▶在法国图卢兹市举行“中法文化交流年”
上，沈铁梅（中）教外国友人表演。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重庆市川剧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