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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由峨眉山市委宣传部、市
文体旅游局主办的“峨眉山市戏曲进校园活
动”走进双福镇小学、黄湾镇小学及峨山镇
小学。

这次活动是继2019年刘成华带领的峨
眉山市堂灯协会与峨眉一小等学校联动后，
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阶段同年轻一
代的又一次亲密接触。活动中，堂灯演员进
行了堂灯戏道具介绍，堂灯戏麻柳小调《第
一书记》、三句半《防控复课两手抓》展示，不
少同学还亲自体验了一把堂灯。

“看到小朋友有兴趣唱堂灯、积极参与
乐器体验，我们老堂灯人心里既高兴又安
慰。”作为峨眉山市堂灯协会表演中坚力量
的朱潘美告诉记者，她以前学戏曲曲艺，在
刘成华的带领下进入了堂灯表演的行列，随
着对堂灯了解的深入，她逐渐爱上了这门珍
贵的民间艺术，同时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到传承发扬峨眉堂灯的队伍中来。

今年疫情期间，每天坚持看新闻，从时
事中汲取创作灵感的刘成华笔耕不辍，创作
了一系列抗“疫”三句半节目，让疫情防控知
识深入人心。“三句半是堂灯戏的表演形式
之一，既保持了堂灯戏的韵味，同时又减少
了表演人数，通俗易懂。”刘成华告诉记者，
他希望峨眉堂灯继续保持传承发展的良好
态势，他们要做的就是在表演内容上紧跟时
代，不断自我革新。

对于峨眉堂灯的未来，刘成华充满信
心。他表示，峨眉堂灯得到了社会各界认
可，已从昔日的人家堂屋搬到了乡镇大舞
台，甚至剧院之中。峨眉堂灯的表演队伍也
在逐步扩大，许多有音乐、舞蹈基础的中青
年人加入其中，峨眉堂灯逐步“年轻态”。对
于峨眉堂灯剧本的创作，刘成华也相信，在
日渐庞大的文学创作队伍中，一定会有后来
人沿着他的脚步继续前行。

（本文图片由峨眉山市文化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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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四川独有的传统民间剧种，堂灯与
川剧的“灯戏”近似，是在四川民歌、民间舞
蹈特别是花灯歌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
活泼、幽默风趣、载歌载舞的地方戏曲剧种，
产生于峨眉山市双福镇（原普兴乡），并在峨
眉山市绥山镇、夹江县华头镇、眉山市洪雅
县等地方广为流传。

峨眉堂灯历史悠久，在全国范围内仅此
一家，具有唯一性和特殊性。其源于何时无
文字及材料可查，一说其始于唐代，又被称
为“唐灯”；一说其始于明嘉靖年间，有400
多年历史……但无论何种说法，堂灯这一由
民间艺人将中原花灯文化与本地民俗文化
相结合而创制的地方戏曲剧种，都体现出当
地群众的精神文明和社会发展。堂灯被誉
为“川剧之母”，与川剧构成了源与流的关
系。《四川省地方灯戏志》记载：“四川灯戏为
川戏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养料。堂灯的一
些曲调，不仅被川剧吸收为声腔，而且灯戏

的很多传统剧目，表演艺术，也大大丰富了
川剧艺术的表演能力。”

最初的堂灯戏多在人家户的堂屋里演
出，俗称“施公戏”，有独特的曲牌、唱腔，演
唱时配以纯粹的川剧锣鼓、唢呐、二胡、笛子
以及磬、钹等，唱词通俗易懂，多为农民生活
中的口头语，轻松诙谐，表演滑稽，常令人捧
腹大笑。上世纪90年代末，农民企业家、峨
眉山市双福镇的刘成华对双福堂灯产生了
浓厚兴趣，成为了双福堂灯挖掘整理的第一
人。如今，20余年时光如白驹过隙，峨眉堂
灯越唱越响，成为了峨眉民俗文化的代表性
符号。

1987年，四川省地方灯戏志会议对堂灯
源流、沿革进行专门研讨；2004年、2005年，
原生态的堂灯被四川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录
播报道；2009年，经峨眉山市文化馆申报，
堂灯被列入四川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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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咱们把贫脱，送你一篮红苹果。皮
薄肉多米米小，蜜甜脆香水分足。水果礼轻
仁义重，你不接受我心里很难过……”伴随着
乡土味浓厚、通俗易懂的唱词，通过舞蹈、快
板等不同表演形式，在胡琴腔、麻柳调等曲牌
的张弛起伏下，现代堂灯戏《第一书记》以村
民带着扶贫产业“结晶”送别“第一书记”的故
事为线索，凸显出现代乡村在脱贫攻坚中日
新月异的时代变化。

2019 年夏天，这出由峨眉堂灯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刘成华编写、峨眉山市堂
灯协会成员王素珍导演的堂灯戏，紧跟时代
主旋律，以其鲜活、生动的艺术形式和接地
气、有新意的表演内容，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
可。

像《第一书记》这样紧跟时代的表演内
容，在如今的峨眉堂灯演出中，已是常态。与
时俱进唱堂灯，让峨眉堂灯这声古韵在新时
代多元文化的冲击下不落伍、不退潮，看点满
满；旧瓶新酒香依旧，“老腔调”唱出新故事、
身边事，峨眉堂灯让来源于生活的传统乡土
艺术于乡野厚土间迸发出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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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峨眉堂灯传承人的刘成华从小就
是个“戏痴”，虽然不会唱戏，却非常喜欢听
戏，在他心里，从小听到大的堂灯是一朵艺
术奇葩，具有相当的艺术份量。可他也发
现，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代的变革，峨眉堂灯
似乎有点“追不上”潮流了——懂堂灯并能
演出的人凤毛麟角，进而导致堂灯演出场次
减少、演出内容程式化，命运岌岌可危。

为了不让堂灯这一艺术形式成为绝唱，
从1998年开始，刘成华踏上了一个人的堂
灯挽救“长征路”。在最开始的10多年时间
里，刘成华获取了很多堂灯原始资料，并陆
续整理成册；为了让堂灯重新回到大众视
线，刘成华摸索着撰写堂灯剧目，缝合传统
和现代的裂缝；在他的张罗下，峨眉堂灯队、
峨眉山市堂灯协会先后成立，堂灯艺术后
继有人，传统艺术生生不息，刘成华也从一

个人的奋斗变成了有人陪伴。“我的‘战友’
越来越多，喜欢和参与堂灯的队伍越来越
大，堂灯得到的重视和表演机会也与日俱
增。”

回忆起时刚开始研究堂灯的往事，刘成
华历历在目，“漫山遍野到处跑，听到哪儿有
堂灯故事、堂灯人，就往哪儿跑。”在刘成华
的记忆里，原普兴乡郁郁葱葱的山林间、曲
曲折折的山路上，以及无数老艺人的家里，
都是他经常往返的地方。最初的几年，为了
了解堂灯的缘起和发展，刘成华还多次走出
乐山，在堂灯戏一度爆红的洪雅等地获取堂
灯唱腔和艺术资料。如今，刘成华手中握有
原始的堂灯素材，包括文字资料，堂灯艺人
演唱的堂灯剧目、搜集的堂灯作品、自己创
作的堂灯剧目等数以百千计，他本人也在源
源不断地进行艺术产出。

历史溯源 悠悠堂灯往事

搜集整理“戏痴”的“新长征”

传承发展 老堂灯“年轻态”

本报讯（记者 杨心梅）7月9日，由市文化馆、
市美术馆和乐山嘉州画院主办的“纪念嘉州画院建
院40周年书画作品展”在市美术馆开展，展出将持
续到8月15日。

用笔概括、水墨丰盈、大开大合、明快大气……
此次书画作品展集中展出了嘉州画院120余位在
院书画家的得意之作，作品类型涵盖中国画、书法、
油画、水彩画等，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嘉州画派”的
艺术风貌。“很多展现乐山标志性风景的作品，画
面、颜色都很生动，让人对实景产生向往。”市民李
女士告诉记者，作为一名艺术爱好者，她能从作品
中感受到艺术家对乐山这座城市的热爱。

嘉州画院常务副院长兼秘书长袁艺告诉记者，
嘉州画院于1980年在李琼久的带领下成立，成立
之初书画家近40人。40年来，嘉州画院坚守优秀
的文化传统，努力创作出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
体现中华文明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的优秀作
品。书画家们积极深入生活、深入基层，创作的作
品既反映乐山悠久历史文化底蕴，又包含乐山独特
自然景观。近年来，嘉州画院众多的文化艺术交流
展览活动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和高度肯定，促进了
乐山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嘉州画院现有在院书
画家140余人，涵盖了中国画、书法、油画、水彩、版
画、雕塑、美术理论等艺术门类。在嘉州画院建院
40周年之际，举办本次展览，希望给长期关心嘉州
画院成长的社会各界送上一份‘视觉大礼’。”袁艺
介绍，未来，嘉州画院将继续勇攀艺术高峰，推动

“嘉州画派”不断发展。

40周年书画作品展亮相
嘉州画院捧出“视觉大礼”

本报讯（郭延 记者 杨心梅）近日，记者从市政
协获悉，乐山三名历史文化名人李心传、廖平、郭沫
若被评选为“四川百位历史文化名人”，入选即将出
版的《四川历史文化名人百人画传》。

评选“四川百位历史文化名人”、出版《四川历
史文化名人百人画传》，是《四川省政协文化文史工
作五年行动计划》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旨在为在社会
历史进程中作出过显著成绩、为中华文化作出重要
贡献的杰出文化大家树碑立传。《四川历史文化名人
百人画传》将通过对历史文化名人的诠释，进一步增
强全省人民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对推动青少年教
育具有特殊意义，同时也有利于更好地推动四川经
济，特别是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

据了解，此项工作启动后，市政协高度重视，除
向各县（市、区）政协下发征集评选活动通知外，还先
后邀请多名乐山文史专家学者召开专题会议，对推
荐的27名乐山历史名人进行遴选，提出意见建议，
最终向省政协推荐了5名历史文化名人。经省政
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专家组评审，十二届省政
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会议审定，李心传、
廖平、郭沫若成功入选。

乐山三名历史文化名人入选
《四川历史文化名人百人画传》

新华社成都电（记者 董小红）在做好疫情防控
的基础上，目前，由成都市委宣传部主办、成都金沙
院线承办的“电影人人看”2020年度成都公益电影
放映活动已逐步恢复。

记者了解到，在恢复公益电影放映的同时，疫
情防控也不放松。在电影放映前，金沙院线对所有
放映员进行了身体健康检查，强化放映员疫情防控
知识和操作规范培训。在电影放映活动中，工作人
员对放映设备和场地进行全面消毒，并要求入场观
影人员戴口罩和出示健康码。同时在现场循环播
放疫情防控科普知识，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和文化惠
民活动“两手抓、两不误”。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成都公益电影放映首次增
加了绿道、公园的场景放映。用电影文化为绿道营
造场景氛围，成都市还为观影人群提供了帐篷、懒
人沙发、野餐垫等服务，让市民可以在“户外之家”
坐着、躺着看电影，塑造新的网红打卡点。

据悉，今后成都将在绿道、公园上不断推出更
多的创新观影模式，推进电影公共服务全面升级，
构建惠及人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成都逐步恢复
公益电影放映

刘成华刘成华（（左左））和朋友商讨堂灯剧本和朋友商讨堂灯剧本

登上群众大舞台登上群众大舞台

堂灯协会演员正在排练

峨眉山堂灯进校园

乡村院坝上演堂灯戏乡村院坝上演堂灯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