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报网址:http://www.lsrbs.net 本报法律顾问 四川齐天律师事务所 电话 0833-2435729责任编辑 代世和 版式编辑 刘 莎 编辑 宋亚娟 校对 刘宏伟

■ 郭明兴

2022年1月 日 农历辛丑年十二月二十一

今日4版 总第11502期星期日 23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51-0011邮发代号：61-53 乐山城区天气预报：白天到晚上多云 风向：偏北风1-2级 气温：7℃-12℃
中共乐山市委机关报 乐山日报社出版

总编辑：王大强 值班编委：谭大联

已经退休10余年的王开华和
刘五元并没闲着，依然坚持戏剧和
戏剧音乐的创作，并身体力行指导
后辈，将自己在长期演出实践中积
累的丰富经验和技艺传授给年轻
人，真正实现了“跟川剧打一辈子
交道，艺术已经融入生命”。

对赵勇刚和黄伟而言，更觉重
任在肩——在他们的带领下，一批
批演员将青春、热血和未来都交付
给了“嘉阳河”川剧艺术。

赵勇刚介绍：“目前，我们还有
6名‘嘉阳河’川剧艺术市级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我们有理由相信，在
以剧目生产、人才培养为重点，积
极引进年轻演员，为剧团注入新的
活力的情况下，‘嘉阳河’川剧艺术
一定会越走越好。”

“作为传承人，我们更大的责任
就是要把老一辈研究的川剧精华学
透。”黄伟告诉记者，虽然现在的市

场、行业都在呼唤新元素、新力量注
入，但守住川剧的“根”是他最希望
做到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每逢
节假日或是有新作品推出，他和同
事都会抽出时间去向老一辈取经。

赵勇刚则把目标放得更加长
远。在研究院引进人才时，他刻意
引入不少在舞美、舞台效果方面的
人才。“前段时间引进了一名非常优
秀的化妆师，最近也有做文创设计
的实习生到岗。”赵勇刚说，越来越
多新鲜血液的加入，将会充实和丰
富“嘉阳河”川剧艺术的台前幕后。

据了解，以“戏剧三进”（进机
关、高校、部队）为平台，定期开展

“嘉阳河”川剧专场惠民演出，乐山
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川剧艺术研究院
多渠道弘扬地方戏曲文化，“嘉阳
河”在嘉州大地唱响动人的戏曲之
音。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乐山古称嘉州，文化底蕴
丰厚，艺术人才辈出，戏曲文
化可追溯至唐代以前，戏曲活
动更在明清时期达到了空前
繁荣。

“乐山自古以来就是南来
北往的交通要道、商贾云集的
水陆码头，作为岷江中下游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文化荟
萃，思想包容。”赵勇刚表示，
正因如此，“嘉阳河”川剧艺术
在兼收并蓄中形成了不墨守
成规、勇于改革创新的特点，

“剧目上除长于演出大量传统
戏外，还能创作、演出大量时
装戏、无锣鼓戏，上世纪30年
代就享誉全川。”

与此同时，“嘉阳河”川剧
艺术从未舍弃过根本，不仅在
表演上强调整体艺术的和谐
统一，还十分讲究舞台规范，
特别注重台风，形成了严谨的
艺术风格。黄伟表示：“作为
传承者，我们要将这些精华承
而习之，广而传之，推而新

之。”
在继承传统戏曲程式的

基础上，“嘉阳河”川剧从刻画
人物出发，将唱念做打融为一
体，推陈出新，达到完美表现
剧情、感染观众的目的。并借
助乐山本地方言发音，故事取
材于乐山地方日常生活的特
别之处，演员走步、动作、腔调
都有一种独特的韵味，让舞台
演绎生动有趣。

过去，刘五元曾感叹“嘉
阳河”川剧艺术在音乐唱腔
上与其它流派明显不同——
韵道为中韵，打击乐的眼法、
韵道、劲道全由鼓师根据剧
情的发展灵活掌控；唱腔上
戏路宽，高腔胡琴并重，并善
于吸收兄弟剧种之长丰富自
己的唱腔艺术，从而与众不
同，独树一帜。王开华更是
以《烙碗记》《花子骂相》为
例，指出过“嘉阳河”川剧艺
术在剧本、语言等方面的独树
一帜。

■ 记者 杨心梅

2008年，“嘉阳河”川剧艺术被
列入乐山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2009年，被列为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乐山文化
发展研究中心川剧艺术研究院被省
川剧艺术研究院授予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川剧传习展示基地。

王开华、刘五元、赵勇刚、黄伟，
均出自乐山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川剧
艺术研究院（原市川剧团），其前身
系享誉全川的“新又新科社”。

王开华和刘五元，是上世纪50
年代成长起来的新又新科社“跃”
字辈演员，一人钻研舞台艺术、一
人醉心舞台演奏，同是“嘉阳河”流
派传承的骨干力量，至今仍在为川
剧艺术的振兴不懈努力。

巧合的是，赵勇刚、黄伟二人同
样系出同门，均在1991年考入省川
剧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乐山就
业。一人行丑、一人司鼓，在乐山
一待就是数十年。如今，两人都是
乐山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川剧艺术研

究院创作、表演和开展各项社会活
动的领头人。

“老一辈川剧人大多出生在川
剧家庭，从小生活在剧团里，对川
剧耳濡目染。”黄伟告诉记者，像他
们这样的新一代川剧人则更多是在
进入学校后才开始真正了解川剧，
但无论以哪种方式与川剧结缘，他
们最终都会“择一业而尽一生。”

尽管分工不同，但对赵勇刚、黄
伟，甚至整个乐山文化发展研究中
心川剧艺术研究院而言，他们从来
都是一个整体。“一个剧有主角配
角，有台前幕后，我们要做的就是
各司其职，尽己所能，将最好的表
演完美呈现在观众眼前。”

近年来，虽然受行业发展、疫情
等多方面影响，川剧艺术一度面临
人才匮乏、市场竞争力急剧下滑等
问题，但对“嘉阳河”川剧艺术而
言，不只4名传承人在努力，在他们
背后，还有很多人在坚守、等待、奋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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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四川省第七批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乐山传统戏剧“嘉
阳河”川剧艺术新增赵勇刚、黄伟两名代表性传承人，
这也是继王开华、刘五元两名传承人后，“嘉阳河”艺
术在传承发展的道路上再次大步开迈。

“这样的机会难能可贵，激励我们再接再厉，为川
剧传统艺术的传承与发扬贡献光和热。”赵勇刚和黄
伟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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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树一帜的川剧艺术

多年坚守非遗传承

代代相传永不停步

程峰是从乐山走出去的画家，
他从事高等美术教育多年，曾担任
四川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院
长，硕士研究生导师，四川省人民
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致公画
院副院长等。

从上世纪 60年代末起，程峰
就将峨眉山作为自己最钟爱的创
作题材，几乎每年都要上山写生。
峨眉山处处都留有他体验的足迹，
自然写生也沉淀了他太多的峨眉
记忆。

2020年，程峰将近年来在峨
眉山写生的代表作汇编成集，取
名《水韵墨律峨眉山》，由四川美
术出版社出版。这本写生画集，
是程峰峨眉山水墨画成绩的展
示，其中不乏精品，如《雄秀天下》
《峨眉高出西极天》《双桥清音》
《圣寿万年寺》《峨眉后山胜迹图》
等。画家对于峨眉山题材的选
择，那是无所不包，无所不画。云
海日出、古寺禅院、山峦林丛、山
脚古镇等，都属写生范围，都被绘
入画中，程峰把整个峨眉山自然
景物与人文历史描绘得淋漓尽

致，表现出作者对仙山圣地的虔
诚和崇敬。

峨眉山寺院众多，寺寺皆风
景，处处得禅意。写生集几乎将所
有庙宇囊括在内，古寺置于山林之
中，给人一种肃穆宁静的感觉。画
集中有一幅名为《圣寿万年寺》的
作品，构图完整，笔酣墨饱。画面
上，无梁砖殿和行愿楼置于显著位
置，拟融合“天圆地方”之意，寺院
背依青山，四周林木葱茏，呈现出
一种庄严、圣洁的气氛。画面在水
墨晕染间，远近的深浅、浓淡发生
变化，层次丰富，就连无梁砖殿内
供奉的普贤铜像都隐约可见，实在
令人叹服。作品完成，再配以诗书
题跋，将万年寺沿革文字录入，构
成画面的诗画意境。

程峰有着坚实的中国传统绘
画基础，在水墨写意领域中，可以
驾轻就熟地在画纸中自由驰骋。
程峰选择以纯水墨形式入画，正是
契合了他系列创作课题的笔墨精
神。他认为，唯有纯粹的水墨画表
达，才能承载峨眉山自然的本真，
才能积淀历史留痕的分量，让作品
发挥出更大的潜质，让读者感受到
水墨画的温情。

程峰：

水韵墨律峨眉山

随着新材料、新设备的研发应
用，冰球运动门槛正在降低，吸引
了更多青少年参与。前不久举行
的 2021 年河北省“心向冬奥”校园
冰雪季里，石家庄桥西外国语小学
的学生们向人们展示了陆地冰球
的魅力。冰球在中小学体育课中
的普及，让孩子们轻松体验到冰雪
运动的乐趣。

青少年是实现“带动三亿人参
与冰雪运动”的生力军。推动冰雪
进校园，既能提升冰雪人口数量和
质量，夯实我国冰雪竞技项目发展
基础，又能带动社会参与，拉动冰
雪产业发展。冰雪上的碰撞驰骋，
还能帮助青少年锤炼吃苦耐劳的
优良品质、树立乐观向上的精神信
念。看到学习冰球给孩子带来的
变化，一名家长感慨：“冰雪运动既
锻炼身体，又能磨炼孩子的意志品
质、增强团队意识。”

近年来，各地中小学校积极开
展冰雪活动，大大拓宽了冰雪运动
的参与面。目前，全国有4000多所
学校开展冰雪特色活动。自北京
申冬奥成功后，有近1500万学生参
与冰雪比赛、培训等活动。也要看
到，冰雪运动对自然条件和基础设
施要求较高，冰雪进校园需要解决
场地、设备、师资等问题。当前，各
地中小学校摸索出不少经验，值得
进一步总结和推广。

冰雪运动进校园，需要降低冰

雪运动门槛。时下，各地中小学在
创造条件让学生滑真冰、踩真雪的
同时，积极应用冰雪运动旱地化改
良成果，通过模拟冰壶、陆地冰球
及仿冰、仿雪运动项目等课程，更
好普及冰雪运动。此外，推广冰雪
文化也是冰雪进校园的题中应有
之义。开展冰雪知识竞赛、鼓励创
作相关散文绘画作品，冰雪文化活
动点燃了更多青少年参与冰雪运
动的热情。

中小学校既要“苦练内功”，
也要“巧借外力”。数据显示，冰
雪运动场地设施仍主要集中在校
外的专业场所，掌握冰雪运动技
能的中小学体育教师还不多。目
前，一些学校与专业俱乐部合作，
组织学生到校外开展体验活动，
同时邀请专业人士开设课程、训
练社团。这也启发我们：冰雪运
动要走进校园，有时学生也要走
出校园。在专业教学、参与赛事
等方面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
用，才能为孩子提供更多深度参
与的机会。

青少年的参与程度，关乎冰雪
运动的未来。冰雪进校园在让更
多青少年爱上冰雪运动的同时，还
能以小手牵动大手，带动家长和社
会广泛参与冰雪项目。随着北京
冬奥会、冬残奥会进入倒计时，校
园冰雪运动将再次掀起高潮。当
冰雪运动在青少年中扎下坚实根
基，体育强国的美好未来就更加可
期。

校园冰雪运动未来可期
■ 张腾扬

“嘉阳河”川剧不断推陈出新

赵勇刚《武林外传》剧照

川剧进校园

王开华（右）
讲述“嘉阳河”川
剧音乐

黄伟（左）
和刘五元探讨
“嘉阳河”川剧
音乐

程峰作品程峰作品《《圣寿万年寺圣寿万年寺》》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假县令》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