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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城河北梆子是源坡城河北梆子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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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清脆更加清脆、、高亢的河北梆子高亢的河北梆子
唱腔唱腔。。20152015年年，，坡城河北梆坡城河北梆
子被列为市级非物质文子被列为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化遗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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梆腔高亢唱大风梆腔高亢唱大风

1 口口相传的技艺

2 耳濡目染的传承

作为坡城河北梆子第七代传承人，77岁的李玉明是
如今坡城河北梆子剧团成员里年纪最大的。李玉明从小在
村里前辈们的梆子声中长大，耳濡目染下，对坡城河北梆
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清朝中期，坡城村一位名叫程玉三的大户收养了 3
个女孩，并请人教她们演唱河北梆子。在他们的带动下，坡
城村不少村民也开始学习河北梆子。一开始，村民们唱戏
只是自娱自乐，随着学习队伍逐渐壮大，他们开始到周边
村镇演出。”李玉明兴致勃勃地介绍着。

彼时，他们主要演出《女起解》《三娘教子》《秦香莲》《断
桥》等剧目，后来的传承人付连会、孔老马、邵林章、黄振声、李
文恒等牵头排练了《增调寇》《封官》《遇皇后》《牧羊山卖子》
等。

抗日战争年代，李玉年、李元星、李云鹤等传承人继承
和发扬了坡城河北梆子，配合抗战宣传，自编自演《除奸
记》等小戏。

一九四九年后，孙建荣组织李元仓、李元星、邓贤合等
村民，在河间、肃宁、献县周边村庄演出《三疑记》《大十万
金》《清风亭》等剧目。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李玉明和李巧玉、李正明等排演了
《走雪山》《桑园会》《汾河湾》《好儿不在多》等新剧目。

坡城河北梆子的传习靠的就是口口相传，李玉明13岁的
时候，开始学戏。“那时候村里人大多文化程度不高，但剧本
却都背得滚瓜烂熟。现在很多还在传唱的曲目，都是老一辈
唱戏人口述传下来的。”李玉明说，每次学了新曲目，无论是
干活还是休息都要一遍遍地背唱词，只有背熟了才肯睡觉。

岁月不饶人，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李玉明的嗓子已经
无法继续唱戏了。不过，出于对坡城河北
梆子的热爱，每次剧团排练的时候，依然
能够看到李玉明的身影，或打板伴奏，或
哼唱几句为大家提出建议。

起源于坡城村的
坡城河北梆子，至今已
经有 100多年的历史。
它继承了传统河北梆
子的唱腔，但吐字更加
清晰，唱腔更干脆利
索。剧团成员大多都是
受坡城村浓郁的戏曲

氛围影响、喜欢并开始学戏的。
年近八旬的李兵也是第七代传承人。他自

幼喜欢坡城河北梆子，“小时候，每当村里搭戏
台，我就高兴得不得了。”李兵回忆说，年幼时
自己最期盼的就是农闲时节，那时村里唱戏的
长辈们，就会在村里的空地上搭戏台唱戏。

戏曲的种子在他心里生根发芽，长大后 ，李
兵参军入伍。2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那高亢处如春
雷乍响、低回处似流水行云的坡城河北梆子唱腔，
是他思乡时的情感寄托，多次萦绕在梦中。

“转业回来后，为了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坡
城河北梆子，我联系了几位村民一起组成了坡
城河北梆子剧团，带着大家排戏、参加演出。一

出又一出的戏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我们尊重传
统也作出了很多创新。这些年，献县文化馆和村
两委也给了我们大力支持。”李兵说。

他从家里搬出了两个大木箱，打开一看，全
是行头。“这一件戏服至少100年了，穿了好几代
人，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精神传承。”李兵拿出
一件前襟有多处磨损的老戏服说。

今年 65岁的李巧玉也是坡城村人，“我十
六七岁开始学习坡城河北梆子。”李巧玉说，自
己学戏，弟弟李玉赞受她影响，也跟着一起学
习戏曲。

李巧玉记忆里，无论是身段还是唱腔，师
父李玉年都严格要求。“在《双吊孝》中，有一幕
是要演员下跪磕头。可是当时我才十几岁，只
是磕头这个动作，我就学了 10多天。”李巧玉
说，师父曾教导她，戏曲表演除了展示深厚的
唱功、精湛的身段表现，也能将角色的喜怒哀
乐、悲欢离合展现得淋漓尽致。

得益于一代代口传心授，坡城河北梆子剧
团的演员们虽然是一群利用农闲时间演出的农
民，但他们唱念做打的功夫却格外专业。

3 直播间传出的梆腔声

“龙凤阁里把衣换，十八年王才有这一
天……”在直播间里，李青松正为观众演唱着
河北梆子的传统曲目《大登殿》。

55 岁的李青松学唱坡城河北梆子近 30
年，虽然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但他却是剧团
里年纪最小的。李青松从小听着坡城河北梆子
长大，20多岁开始正式学习。

“每次剧团排练的时候，我就认真观摩学
习前辈们的一颦一笑，从唱腔到动作，每一步
都不能忽视。”李青松说，因为从小接触坡城河
北梆子的缘故，他学起来容易了不少，学了 1
年多就能登台表演了。“上了台，也不意味着自
己学成了。学唱戏，是一辈子的事。”李青松说，
2017年，他前往天津河北梆子剧院，拜河北梆
子名家黄长明为师，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唱功。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坡城河北梆子，李青松
每天都会在直播间里说戏、唱戏。他高亢的唱腔
引来不少观众。激越又哀婉凄楚的旋律交织在

一起，激荡着每一个听者的心。
老生扮相儒雅的李青松，说不清给多少人

带去了戏曲的艺术享受，更不知道有多少人因
为他了解坡城河北梆子，但是让更多人听到并
喜欢上这门艺术，一直是他的心愿。

忙完一天的农活，这群农民唱戏人抹去额
头的汗珠、拾掇好农具，来到村委办公室，这里
是他们唱念做打的排练厅。无数英雄豪杰、才
子佳人的动人故事都从这里传出。

“在坡城村，唱梆子是一
种特有的生活场景，更承载
着我们村的文化记忆，可是
现在会唱的人越来越少。我
们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学习
坡城河北梆子，得让这‘戏根
’传下去！”村党支部书记李
春华由衷地说。

扫描二维码，了解
坡城河北梆子背后的
故事。

扫码看 料更多

在献县坡城村，有这样一群农民，他们拿起锄头种地，放下锄头唱戏，在为生计奔
波之余，也用戏曲演绎人间百转千回。

“金牌调来银牌宣，王相府来了我王氏宝钏……”一曲高亢激越的梆子声腔传来，位
于献县坡城村村委办公室里，十几位农民唱戏人正在进行表演。

坡城河北梆子坡城河北梆子：：

李玉明李玉明（（左左））和李兵和李兵

李清松李清松 刘玉双刘玉双
百年盔头百年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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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智能锁认准德施曼
专业的更安心，连续13年销量领先！

公安部电子防盗锁行业
新标准主要起草者，太平洋
保险承保。
电话（微信）：187130776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