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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乌鸦不出巢穴，大乌鸦衔食喂养一十八晌……
小乌鸦羽毛长全，大乌鸦羽毛褪去，小乌鸦又衔食喂养大
乌鸦一十八晌……”

在位于大运河西岸的青县流河镇中蔡庄村古枣
园里，省级非遗青剧传承人王洪正、王凤荣等用笙
箫和铜锣伴奏，村民、青剧演员姚淑娟演唱着根
据《增广贤文》中“鸟鸦反哺”编创的传统曲
目《送米》，那古腔古调婉转悠扬、动人心
弦、发人深省……

发源于大运河畔的青剧，内容
长于抒情喻世，曲调婉转动听，表
演真切动人，极具大运河灵秀
之气，是当地劳动人民长期
积累的讴歌生活、抒发
情 感 的 民 间 戏 曲 文
化。

“中蔡庄村在运河西岸。青剧兴盛
时期，运河东岸的村民常常隔河伏堤听唱。

俺们剧团每到一处演出，观众往往围得水泄不通，
听罢仍不愿离去。”今年77岁的王凤荣回忆过往的演出

盛况无比自豪。
形成一个剧种，需要几代人的创编、修补、完善。丢掉一个剧种，却

会发生在不经意间。近年来，由于年轻人都陆续离开村子，外出工作，致使
青剧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局面。
流河镇宣传委员孙丽娜说，青剧是历代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积淀的优

秀文化，为了将青剧传承下去，青县文化部门成立青剧研究会，建立了一系列活动制度，并聘
请专家学者担任顾问。中蔡庄村积极筹措资金，加大投入购置设备，重新组建青剧剧团。

青剧的传承虽然面临着重重障碍，但是王凤荣和王洪正等老艺人们，对青剧的热爱之
情没有改变。他们积极配合文化部门发掘剧本，已经整理出《送米》《赶脚》《借妻》《套郎》

《老周打架》《瞧亲家》《裁裤子》《背凳子》等20多出剧目。
王凤荣和王洪正带徒弟都非常严格，从吐字、道白、唱腔、形体动作

方面，精益求精。近年来，王凤荣、王洪正带领着村子青剧团的业余演
员们，在青县各个村庄演出达50余场。

虽然二位老人都已过古稀之年，但是，为使青剧传承
再上新台阶，二人一直不懈努力。如今，姚淑娟、秦洪

霞、李树敏等中年演员成为青剧台柱子，还有
年仅25岁的生角演员王旭冉。他们最大

的愿望，就是弘扬青剧这一优秀
的传统文化，争取做到后

继有人。

由于过去没有文字记载，在纪凤凯之
后的几代老艺人，没有留下姓名。如今，人们只

能追溯到清朝道光年间，王国安带班传艺的事迹。
“在王国安先生之后，俺们村里又相继出现了刘臣魁、王

庆云、刘朝正、刘朝臣、刘青山等知名的青剧艺人，并逐步创造出
独具特色的成套的板腔式演唱体系。”中蔡庄村党支部书记孟宪起说。

王洪正、王凤荣两位传承人，均是从十几岁就开始跟着同村的著名青剧老艺
人刘朝臣学戏的。

“过去，人们都是在田间地头，还有农闲的时候唱戏。老师口传身授，孩子们边听边学，不像
现在可以看着戏文学。”王洪正说，“应该受熏陶时间长的原因吧，不管大人小孩，我们村的人一张

口就能唱，唱得还就是那个调儿。”
孟宪起说，为了鼓励大家唱青剧，村委会置办了一批鼓、笙、笛、四弦、二胡、镲、锣等乐器。村里的青

剧爱好者们定期聚在一起排练、表演。他们有的忙生意、有的种地、有的照顾小孙子。但是，只要接到演
出的通知，个个精神头儿十足的装扮起来。

青剧源自生活，将喜、怒、哀、乐表现得淋漓尽致。青剧角色主要分为生、旦、净、丑
四类行当。每个角色的表演都朴素真切、通俗易懂，易被老百姓接受。演出时，演员

的一颦一笑都能牵动观众的心。
今年53岁的秦洪霞和姚淑娟搭档多年。她说：“我演的是青衣，

有一出戏是缝衣服不小心将手指扎破。一次演完戏，观众围过来
问我‘手是不是真的扎破了’。那个动作让人看着就疼。”

青剧唱腔属于板腔体，常用板式包括点
板、瓦板、二六板、流水板、哭板等，旋律

优美动听，加之青剧内容丰富，在
其它地区罕见，是沧州一带

独一无二的剧种，所
以久唱不衰。

《送米》这一曲目，内容源自明朝昆
曲传统剧目《跃鲤记》中安安送米的典故，是

由王洪正整理改编成青剧的。
“青剧的表演形式多源于民间舞蹈。我们表演起来

要求细腻、逼真，这样才能让人感受到清新的气息、刚健的气
质。”姚淑娟介绍。
今年 73岁的王洪正说：“在明朝时，俺们村就有青剧了。那时候，没有

名称，都叫它‘秧歌会’。”
在明朝弘治年间，中蔡庄村有个好乐爱唱的民间艺人，名叫纪凤凯，人称“戏剧篓

子”。他在民间歌舞的基础上，创编了一种全新的曲调，演变成青剧。
明清时代，京津冀一代百姓生活相对安稳，生产、商业得到繁荣，人们有了文化娱乐的要求，所

以，这一地方戏曲得到较快发展。
青剧既不像京剧，也不像河北梆子，与哈哈腔、评剧有着明显的区别。然而，它通俗易懂，

深受人们喜爱。
长期以来，青剧吸收了说唱、鼓乐、戏曲等民间艺术营养，逐步形成融歌、

舞、乐于一炉，呈现出千姿百态、独具一格的剧种。当时，村子里几乎户户有
演员、人人都会唱。青剧成了村民们农闲时间自娱自乐的文艺形式。

历经400多年的传承，中蔡庄村村民把这一剧种一直
称为“中蔡庄秧歌会”，设有会旗，并且长期活跃在青县

一带。后来，在他人指点下，秧歌会负责人根据青县
地名，将“中蔡庄秧歌会”更名为“中蔡庄青剧

会”。逢年过节和农闲时节，中蔡庄青剧
会到周围各村以及远处村庄演

出，受到普遍欢迎。关于青
剧的由来，王洪正

娓娓道来。

由“秧歌会”
演变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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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铺
转让

因店主有其它生意无暇管理，现将一营业中火锅饭
店带技术和房租整体转让，上下两层共600平方米左右，
豪华装修，有稳定客源，详情面谈。
地址：明月洲东区东门南北大街光大银行旁边电话：133031707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