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曾红极一时2
任丘市文化馆馆长金洁多年来致力于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和抢救保护。他搜集整理
并出版了《任丘非遗》，还在文化馆一楼修建了
非遗剧场。

经常在非遗剧场演出的就是新编老调小
戏《王老倔搬家》。这部戏反映了脱贫攻坚战
中，扶贫干部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巧妙化解
矛盾的故事。

舞台上，一个干净整洁的农家小院内，同
为东姜村村民的李双良、高荣莲、李秀珍陆续
上场。他们均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学唱老调的
同门师兄妹，在这出戏中饰演一家三口。李秀
珍饰演的王老倔的女儿王静一角，就是一名扶
贫干部。

“叫爹爹莫急坐在一旁，现如今各行各业发
展猛，女儿我有话对你讲端详……”李秀珍虽已
54岁，但唱腔细腻婉转，演技纯熟。而饰演王老
倔的李双良，则唱腔浑厚，高亢洪亮，情绪饱满。

他们的唱腔和身手十分专业，很难看出这
场戏出自一支业余老调戏团。

金洁说：“上世纪，东姜剧团与保定老调剧
团来往十分密切，双方经常交流学习。1958年，
国家领导人接见保定老调剧团并为其装备了
新戏箱。之后，保定剧团的老戏箱便无偿送给
了任丘，由东姜与庄上两剧团合用。”

东姜剧团和其它专业、业余剧团一样，活
跃了一方的文化生活，推动了社会的文明与进
步。

新中国成立后，东姜老调剧团造就了一批演
员，如老旦王淑女、青衣李雲英、须生王和军等。

1980年，传统剧目恢复以来，东姜老调剧
团又出现了一个鼎盛时期，可谓红极一时。在
高进宝等人的带领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东姜
村在村委会修建了东姜剧场，组织村里有基础
的村民排练戏曲，还请来了专业剧团的老师来
村里指导、合作。

目前，东姜老调剧团有成员 50余人，涌现
出了李双良、张七、高荣连等一批优秀艺人。除
演出传统老戏《潘杨颂》《忠烈千秋》《哑女告
状》《三凤求凰》等，他们还自编自演了许多反
映时代风貌的《路遇》《节外生枝》等现代戏。这
些剧目大都以教化民众为主。

每逢节假日或农闲时，周边县市的城镇或
乡村都会出现他们的演出足迹。

李秀珍回忆起自己的学艺经历，感慨
万千。她从 16岁起便在任丘文化馆艺校
学习戏曲，回村后带着 16个年纪相仿的
兄弟姐妹一起学习基本功。

“那时候，每天早上我们都要练习唱
念做打，手眼身法步。后来，村里请来了任
丘文化馆和保定老调剧团的老师，进一步
为我们巩固了基础。20多年来，我们每到
冬天农闲时就聚在一起排戏，为村民义务
演出。每当这时，我们心里就特别高兴。”
李秀珍说。

东姜老调剧团从1983年至2003年曾
多次代表任丘参加沧州市组织的群众文
艺调演活动并获奖。2009年 3月，剧团被
省文化厅命名为“首批河北省农村文化之
星”。2012年，剧团被列入第四批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

时光流转，走过辉煌的东姜老调在市
场经济大潮冲击和人们审美情趣改变的
今天，也面临着经费紧张、行当断档、人才
流失等诸多问题。

“戏曲的传承发展，首先就是要出人、
出戏。出人，就是要培养人才；出戏，就是
要不断推出精品剧目，不断复排、创排。”
李双良说。

从前辈手中接过传承重担的高进宝、
李双良等，深感任重道远。但他们始终坚
持的原则是“齐心协力把东姜老调发展下
去，让东姜老调永不老”。这是老一辈民间
艺术家的希望，也是当下东姜村老调艺人
们的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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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老调，人们
总会想起戏曲艺术
片、老调电影《潘杨
讼》和《忠烈千秋》。这
在数以千计的地方剧
种中，只有黄梅戏能
与之媲美。

在任丘市梁召镇
东姜村，老调这一优
秀民间剧种一直在
传唱。据记载，老调在
这里有着300余年的
历史。

长期以来，东姜
老调作为草根文化的
典型代表，盛行于任
丘乃至沧州及周边县
市，深受群众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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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追溯到“河西调”1

东姜老调唱腔质朴健朗、高亢清冽，
有着强烈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乡土气
息。数百年来，东姜老调技艺在东姜村世
代相传。

说到老调的来历，今年 70 岁的东
姜老调剧团团长高进宝说：“东姜老调
真是历经曲折、几经变革，才延续到今
天的！”

高进宝说：“老调又称老调梆子，是
我省古老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它脱胎
于元、明间流行于白洋淀的民歌俗曲河
西调。”

明朝晚期，河西调衍变为戏曲丝
弦。至清初，丝弦腔已广泛流传于河北的
中南部地区，当时成为弦腔和罗罗腔。直
至清朝乾隆年间，丝弦鼎盛不衰。

这时，梆子声腔迅速崛起。秦腔遍布
全国，导致丝弦受到冲击和影响。丝弦艺
人们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变革，一方面进
行剧种本身的变革，改变唱腔；一方面直
接嵌入梆子的唱腔，借鉴山陕梆子的戏，
如《临潼关》《太平城》《杨家将》等。

“早期老调行当以生、净为主，而生、
净两行又是分行不分腔，同唱老生调，故
称老调。”高进宝说，“东姜老调剧团始建
于清乾隆晚期，比著名的保定老调剧团
还要早近半个世纪，到现在已经传承了
30代人了。”

如今，东姜村当初的戏箱、圆笼、把
子箱等，还都被保存并使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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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调老调《《潘杨讼潘杨讼》》

东姜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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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车险
可出各种车辆保险，代理人保、太平洋、中

华、国任、华泰等多家车辆保险业务，价格优惠，
兼办验车服务。电话（微信）：13832738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