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
遗

20 23

年1 2

月2 8

日

星
期
四

责
任
编
辑

崔
儒
靖

责
任
校
对

石
会
娟

技
术
编
辑

刘

园

新
闻
热
线
：31 55 6 00

15

弘扬戏曲文化弘扬戏曲文化3

评剧唱了上百年评剧唱了上百年1

把它融入血脉中把它融入血脉中2

徐召评剧是自徐召评剧是自
清代开始表演清代开始表演、、培训并培训并

组班组班，，主要分布在献县西城主要分布在献县西城
乡徐召村一带的传统剧种乡徐召村一带的传统剧种。。

20082008年年，，徐召评剧被徐召评剧被
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遗产名录。。

徐召评剧

“评剧在咱们北方广泛流传，在俺们村，下至
刚会走，上至九十九，大人小孩都会唱两口儿。”现
任徐召评剧团团长的高之居，下台后介绍起来，

“徐召评戏是清代末年由俺们村的清宫太监于丑
子传下来的。他以前在宫里呆的时间长，听戏多，
爱戏、懂戏……”

位列我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的评剧，因为善于
表现人民生活而令人喜闻乐见。评剧原名“蹦蹦戏”

“落子戏”，1935年正式使用“评剧”的名称。当年，祖
籍徐召村的于丑子，曾带着抱养的两个女儿和四个
侄子及侄媳，在天津“燕乐”和“田贵”两个中央戏园
跟班学戏。

高之居说：“听村里的老人们说，日军占领天津
时，于丑子带着全家回到俺村，组建了于家戏班，唱
蹦蹦戏。两年后，他又带着全家回到天津，和著名评
剧艺术家梁宝祥、李艺廷、高良贵、郭寿燕等同台演
出。那个阶段，他们的评剧表演水平提高特别快。”

于丑子去世后，他的侄子于小楼组建评剧团，
在天津“下瓦房”“田贵”和“雨来散”三个戏园子唱
戏。1942年，于小楼回到沧州，在城隍庙组建京剧、

评剧团。当时，他打破了家族观念，除
了于氏一脉，也允许外姓青少年入团
学艺，一度曾达到30多名演员。

1948 年，于小楼请献县石家疃村
人、天津天华景科班出身的戏剧教育家
梁宝祥到徐召教戏，使徐召评剧规范化。

“到了上世纪 50年代，徐召评剧团已经能演出
《于公案》《李香莲卖画》《茶瓶记》等 40多个剧
目，深受社会欢迎，也出现了一批优秀演员，
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高之居说，“当时，献
县成立的评剧团，主要就是以徐召评剧团为
班底。”

上世纪70年代，老艺人刘则义等举办评剧
培训班，在村里培养演员，使徐召评剧后继有
人。他们还排练《马本斋》等现代戏。当时，从专
业剧团退休的老艺人王鹤祥、刘化如、戴桂云、
刘淑珍等不忘家乡情，都回到老家义务教戏。

现在村子里活跃在舞台上的这批演员，小
时候就是跟着刘则义、于印夫、王培德等老艺人
学评剧的。

59岁的李淑英是徐召村评剧团副团长。她是邻乡
人，因为自小在徐召村学戏，就嫁到了这里。她十几岁
时就被选拔到县评剧团学戏，后回到徐召村唱了半辈
子评戏。这些年，她唱戏之余，在村里剧团协助高之居
忙前跑后，自己也是搭钱搭物，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剧
团里。

“俺们小时候学戏都是老艺人们口传身授，不像
现在有这么多渠道学习专业知识。那时候唱的都是

‘梁子戏’，没有乐谱，乐队怎么拉我们就怎么唱，可以
随意换曲牌，多点词、少点词、添点词、删点词都行。不
过，这样能即兴发挥，也有很大的乐趣。”李淑英开心
地说。

十几岁开始，李淑英、蔡桂枝、刘素梅、杨占亭等人

就跟着村里的评剧团到四里八乡演出了。每到
一个地方，他们一演就是十天半月，一天至
少演两场。

“那时候，我们唱戏很辛苦，去外面演
出时经常在露天地睡觉，挣的是村里的工
分。”李淑英说，“虽然为了唱戏，耽误了
很多事儿，但是我一点儿也不后悔。咱是
徐召人,能把评剧传下去也值得了!”

经过百余年的传承，评剧已经融入
人们的血脉中，徐召村成为了远近闻名的

“评剧村”。“俺们村唱评戏名声在外，只要
有外地来县里唱戏的，都要招呼‘徐召’的来
听戏。”李淑英笑着说。

徐召评剧徐召评剧徐召评剧：：：

古曲唱出新韵来古曲唱出新韵来
● 牛健存 崔儒靖 魏志广 赵方圆 摄影报道

扫描二维码扫描二维码，，

了解徐召评剧背后了解徐召评剧背后

的故事的故事。。

扫码扫码看看 料更料更多多

近年来，随着各种娱乐形式的兴起，评剧的
传播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为了把评剧传承下
去，徐召村历届党支部和村委会都尽全力支持戏
班子。经多方筹资，村“两委”为剧团建了4间宽
敞的房屋，其中有排练厅、水泥舞台和露天剧场。

“评剧艺术是徐召村全体村民的传家宝，我们
会竭尽所能保护好它。”徐召村村主任王鹤义说。

徐召村党支部副书记高会齐介绍，多年来，
徐召评剧继承和发展了评剧艺术，为国家专业
剧团培养了 10余名著名演员。近年来，幼时曾
在村里跟退休回乡哈密市评剧团演员王鹤翔学
戏的鲁美、鲁花朵姐妹俩，被选入衡水市评剧
团，后成为天津市第三评剧团的青年主演。其
中，鲁美攻学青衣、小旦，鲁花朵攻学娃娃生。

如今，活跃在村评剧团舞台上的，主要是以
第六代传承人高之居、第七代传承人李淑英为
代表的演员，这些演员中，有许多是从别村被吸
引来的。曾担任村小学校长的刘树兰，退休后担
任了村妇联主任，由于对评剧的热爱，也加入到
了剧团。

每当排练或演出，拉胡琴的杜科村白承分
和东屯村金立献两位老人也都会赶来加入到乐
队。

今年 60岁的徐召评剧团演员郎付深，
是东屯村人。前不久，他参加我
市评戏大赛，获得一等奖，被评

为“沧州市十大名票”。
目前，徐召评剧团有30多位演职人员，7

大箱的各种戏装，能演出《包公赔情》《花为
媒》《杨三姐告状》等 16个剧目，还有成套的
演出行头、乐器、道具。

如今，健在的老艺人能指导说戏 30多个
剧目。他们通过老艺人口述，把原始传统剧
目整理成册，并选取有价值的传统剧
目加工、改编成具有生命力的新剧
目。

西城乡民间历来有演出团体
多的特点，较有影响的有徐召
村评剧团、蔡东庄话剧团、西
城北村秧歌队等。徐召评剧
团的演员们，凭借着对
戏曲的一腔热爱，丰
富着当地的文化
生活，传承着古
老的文化传统。

李
淑
英

李
淑
英
（（
右右
））
给
演
员
化
妆

给
演
员
化
妆

高
之
居

高
之
居

高之居与乐队交流高之居与乐队交流

妆扮上的演员妆扮上的演员

在献县西城乡徐召村一个排练在献县西城乡徐召村一个排练
场里场里，，随着板胡随着板胡、、司鼓清亮高昂地奏司鼓清亮高昂地奏
响响，，穿戴上行头穿戴上行头、、拉开身段的几位村拉开身段的几位村
民依次上台民依次上台，，唱起了评戏唱起了评戏。。

但只见但只见，“，“秦香莲秦香莲””唱腔低回婉唱腔低回婉
转转、、端庄大气端庄大气，“，“刘巧儿刘巧儿””唱腔甜润唱腔甜润、、清清
新明快新明快，，由女演员反串儿的由女演员反串儿的““崔护崔护””则则
声音明亮声音明亮、、唱腔激越唱腔激越。。

““蒙嫂娘蒙嫂娘1818年将弟来抚养年将弟来抚养，，再生再生
之恩胜亲娘……之恩胜亲娘……””当当7777岁的我市非物岁的我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徐召评剧第六代传承人质文化遗产徐召评剧第六代传承人
高之居饰演的高之居饰演的““包公包公””上场上场，，四周响起四周响起
掌声掌声，，他脸谱额间的月牙勾得大而流他脸谱额间的月牙勾得大而流
畅畅，，两道白眉斜插入鬓两道白眉斜插入鬓，，不仅扮相上大不仅扮相上大
气简洁气简洁，，演唱起来更是圆润深厚演唱起来更是圆润深厚、、真切真切
感人……感人……

徐召村有徐召村有““评剧之村评剧之村””美称美称，，这里这里
的人们代代相传的人们代代相传，，把评剧视为传家宝把评剧视为传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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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各公司车险业务，人保，平安，太平洋，
中路，国任，紫金，华农，大家……兼办验车，24小
时道路救援，查勘定损，服务理赔一站式服务！

专 业 车 险
电话：13832738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