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公辞世，已经 1800 多年了。
1800 多年的漫长岁月，我们还在怀念他，

还在敬奉他。
关公不仅是一位传奇和文艺作品中的典

型人物，更重要的是，他是历史上一个真实的
人，他的神勇和业绩都是真实存在的。

关公不仅是一个英勇的战士和优秀的统
帅，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坚持和实践一种伟大
思想的历史自觉和使命意识，即毕其一生实
践和躬行春秋大义。

关公不仅是一个政治军事集团的骨干和
领袖，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匡扶正义、统一国
家、拯救苍生的政治理想和社会宏愿。

关公还不仅仅是一个建立了个人功业的
英雄，更重要的是他具有无比忠诚的道义立
场，具有特别高洁的个人操守。

这就是我们直到现在还在敬奉关公的原
因。

关公，中国人民传统道
德理想的化身

关公是一个值得我们敬仰、值得我们纪
念、值得我们学习的人。他是中国人民传统道
德理想的化身。

他是一个有强烈正义感的人，是一个见
义勇为的人。他为解救受欺辱的穷苦百姓，杀
豪绅而出奔，是见义勇为，是除暴安良。这是
关羽大义人生的第一块基石，是他济世救民
的第一面旗帜，是他忠义思想的第一次实践，
是他纵横天下第一次的亮相、热身和预赛。匡
扶社会正义，是关公一生的道德追求。三国的
争战，实际上是一场正义与野心、忠诚与阴谋
的较量，而那时候的多数历史人物，叛附不
定，追求的是实际利益和个人前程。关公选择
了 正 义 的 事 业（即 儒 家 向 往 的 政 治 社 会 秩
序），不惜身殉；选择了志同道合的战友，生死
不渝。他和刘备、张飞桃园三结义，终生兄弟
般的骨肉情谊，是天地间人际关系的楷模，是
义同生死的友情典范，是人生天地间义气相
投、生死与共的理想境界。

他是一个忠于国家，忠于集体，忠于事
业，忠于团队，忠于自己选择的领袖的人。这
是他的社会宏愿和政治理想，是他的人生大
节。关公一身武艺，在那个混乱时势，跟着谁
也是高官厚禄、封妻荫子，但他选择了刘备为
自己的同志和领袖，高举扶汉大旗，艰苦备
尝，出生入死，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献出了自
己的全部力量和生命。在正义与野心面前，在
高官厚禄、名利地位、金钱美女的诱惑面前，
他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不计利害，
不避艰险，不怕牺牲，奋斗终生，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他是一个具有仁爱思想的人，是一个以仁政作为自
己政治理想和社会宏愿的人。仁德施政，是儒家的政治理
想，也是关公终生的政治追求——春秋大义。他从小就受
到春秋大义的思想熏陶，熟读《春秋》，手不释卷。他对春
秋大义的追求和实践，有着终其一生的精神自觉。而孔子
的《春秋》，主要内容和思想，就是仁，就是仁者爱人，就是
施仁政，就是善待人民。关公追随刘备，主要就是向往刘
备这样一位宽仁厚德、仁爱苍生的领袖；反对曹操，主要
就是由于曹操的篡汉野心和动辄屠城的残忍暴虐。他“善
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就是关怀下层部属和普通士兵，
善待百姓，特别是弱势群体。

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是一个不避艰险勇往直前
的人。关公的神勇，史册永载，民间传颂。匹马斩颜良，是
他的临阵奋勇，威猛无敌；刮骨疗毒，是他的从容镇定，坚
韧和意志；单刀赴会，是他的不畏强敌，奋不顾身。龙潭虎
穴，刀丛剑树，关公从来都是正义在手，豪气在胸，勇往直
前。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泰山压顶，才见豪杰壮志。
几十年纵横天下，哪一次不是关公冲锋在前？

他是一个处人以诚的人，是一个诚实磊落的人。诚
实，诚意，真心实意，心无私藏，光明磊落，是关公的交友
原则和处世方式，是关公的操守和品行。匡扶汉室，旗帜
鲜明，赤诚一片；对兄弟战友，真诚相见，胸怀坦荡。即使
兵不厌诈，但那是在战场，非战争环境时，哪怕是敌人，关
公也心不藏奸，也是开诚布公，明明白白，胸怀坦荡，诚可
对天。

他是一个处事特别讲信用的人。关公一生，重然诺，
守信用。受人之托，决不失信于人；应允过的事，决不食
言。驻守下邳，刘备委以保护家小重任。曹操攻破徐州，关
公战不能胜，又要保护刘备夫人的安全，只好暂归曹营，
承受最大的精神牺牲。在曹营受到非常的礼遇和厚待，但
决不违背和刘备同生共死的誓言，而又表示“立效报曹公
乃去”。白马之役中，匹马斩颜良，对曹操有所报答，这才
脱离曹营，体现了“大义要循，不留；小恩也要报，才走”的
以信处事的原则。

关公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对国以忠，对民以仁，对友
以义，对敌以勇，处人以诚，处事以信。他是中国人处事的
模范，他是中国人做人的楷模。

他是一个有思想，有信仰，有着政治理想和社会宏愿
的人；是有道德、有操守，具有高尚品质和精神的人。

关公信仰是社会道德重建的精
神营养

关公精神是什么样的精神呢？
简言之，就是忠诚、信义，仁爱、英勇。关羽所代表的

忠义仁勇精神，是在几千年封建社会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经过儒家思想长期的熏陶濡染，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道
德偶像，自己确定的人格追求。这个道德偶像和人格追求
还会长期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还会是人们民间
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

就更大的范围而言，信仰多元，道德观念迥异，是长
期的。就在我们进入新的世纪的时候，纷乱的世界格局，
不同的价值观念的对立，不同阶层的人群坚持不同立场
的社会现实，还有没有普适的道德伦理？还有没有人类普
遍认同的道德伦理？

答案是肯定的。
正义，忠贞，义气，仁爱，光明，磊落，赤诚，信用，坦

荡，英勇，刚猛，雄烈，豪气，坚毅，忍耐，担当，自尊，威严，
凛然，坚强，不屈，还有对不义之财的蔑视，对美色的矜
持，对官位的淡泊，对小人的不屑，对敌人的凌厉……这
么多高贵的品行和伟大的精神，都表现在关公一生的行
动中，都蕴藏在关公不朽的灵魂里。

这一切，就是中国人民道德精华和高贵品质的集合体。
不管社会形态和阶级关系怎样变化，不管人们的现

实生活与现代人格怎样进步，这些传统道德
的内核和精华仍然是需要坚持和传承的。

现在，我们还需要继承和发扬关公精神
吗？

答案也是肯定的。
这是因为，即是现代文明发展到今天，

我们还是可以发现，我们的社会问题，我们
的心灵迷失，都还是和这些传统道德的逐渐
弱化有关。我们不能不看到，曾几何时，人们
的人生理想越来越趋向物质化，人们的文化
趣味已经变得越来越粗鄙起来，人们的精神
追求越来越世俗和实际。官员腐败，私欲放
纵；奢靡挥霍，精神堕落；诚信缺失，欺瞒哄
骗；见利忘义，见死不救……桩桩件件，匪夷
所思。

见 义 勇 为 哪 里 去 了 ？扶 弱 济 困 哪 里 去
了？挺身而出哪里去了？奋不顾身哪里去了？
社会还有没有正义感？人们还剩下多少英雄
气？世上还有没有血性男儿？人间还有没有
刚烈丈夫？

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信仰，我们的社会
主义思想道德，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我们
的以德治国方针，我们全新的荣耻观念，我
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解决当前面
临的社会问题和心灵缺陷的根本方针和必
要对策。

我们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
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但同时，我们还需要从传统的道德伦理
土壤里汲取营养。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而
道德建设则是社会发展的稳压器和平衡器。
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但法制社会是对人们
行为的制约而不可能完全制约人的思想和
心灵。人们心理的健康和心灵的纯洁，以及
价值观念、是非判断和个人操守，都要靠道
德观来指向和导引。道德是一个历史的范
畴，现代道德是从传统道德发展而来的，人
类基本的普适的道德因素是从传统道德那
里继承下来的。儒家学说所代表的社会宏愿
和道德理想，关公所继承和毕其一生努力实
践的儒家道德理想，是人类道德精神的合理
内核。

对国家以忠诚，对人民以仁爱，对友朋
以信义，对敌人以勇敢。这些品格和精神，以
及重承诺，守信用，扶助弱小，坦诚待人，见
义勇为，坚持正义等优良品性和德行，是永
远也不会过时的，是永远也不应该抛弃的，
也是不能够抛弃的。关公，以他崇高的人格
美誉度和高度的道德感召力，仍旧是我们的

道德楷模和人格师范，仍旧是我们当前道德重建的标高
和动力。关公精神无论于国于民还是对于个人立身行事，
都是有重要价值的，都会走进现代人的心灵，走进现代人
的生活，走向不断发展的现代社会。

人类道德大厦需要现代道德的支撑，也需要传统道
德的基石。

这一点，就在关公的家乡，就在我们运城，正在得到
验证。

一位“还债局长”的诚信行为，使我们想起关公的信义。
——夏县原乡镇企业局局长胡丙申，在任职期间为

企业担保，帮助他们贷了银行的款发展生产。直到自己退
休时，这些企业的贷款也没有还清，有的企业还破产倒闭
了，还贷没了着落。退休后的胡丙申用自己的工资，加上
给人打工的报酬，陆续替这些企业偿还债务，被人称为

“还债局长”。十多年来，他积劳成疾，罹患癌症，但一直不
忘还债，终于在告别人世前，将贷款全部还清。

一位护林员的坚守和执着，使我们想起关公的忠勇。
——平陆县一位退伍军人，叫荆保山，从部队回乡时

被安排到中条山林场当了护林员，每天的任务就是看护
森林。一年又一年，一天又一天，他时时警惕着火灾隐患，
时时警惕着有人盗伐，一年里回不了几趟家。父亲病故，
儿子结婚，女儿出嫁，他都离不开林场。他说，我给领导保
证过，一定要把林子保护好。这一干，就是四十年。

一位党员妈妈的无疆大爱，使我们想起关公的仁爱。
——临猗县有一位女性陈玉芳，是个共产党员。乘改

革东风，她办服装厂，办学校，收入不错，日子过得很红
火。一次她遇到新绛县一个孤残儿童，看他可怜，就收养
了他，供他上学。这一义举传出去了，周围的孤残儿童就
陆续来了几十个，陈玉芳都收留了下来，先后供养了 58
个，花光了厂子的收入和家里的积蓄，还欠下一大笔钱，
是有关部门发动社会募捐才帮她还了债。现在陈玉芳已
经 60 多岁了，58 个孤残儿童也陆续长大成人，都给她叫
妈，称她是“党员妈妈”。

这一切，是新的道德风尚，也是关公精神的现代体
现。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也有着传统道德文化的基
本特征，两者之间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存在于我们身边
的这些道德模范，分明有着我们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传
承和影响，有着我们与民族先辈血脉相连的遗续和继
承。

以历史感触现实，以现实反观历史。关公忠义仁勇的
道德精神，对我们今天匡正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的社会风
气，对恢复我们民族元气与呼唤我们民族精魂，都有着非
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人们祭拜关公，纪念关公，敬重关公，
人间就不会没有了忠义和英勇，就不会没有了诚信和磊
落，良知泯灭的行径就会遭到严惩和鞭挞，见利忘义的小
人就会遭到鄙视和怒斥。关公庙宇的祭祀不会停止，关公
故事的流传不会中断，关公形象的显现不会消失，关公精
神的传承就永远不会终止。人人心中都有关公，人人的心
里就有着一条道德底线；人人脑海里都永存着关公形象，
人人的血管中就会流动着中华传统道德的血液。于是，中
国人世世代代都会继承发扬忠诚、信义、仁爱和英勇的关
公精神。

关公，是社会教化的永远不需改版的全民教材，不分
学龄高低，不分学校内外，不分语言种类，不分居住区域。
尊奉关公，崇尚关公精神，是全体中国人的社会必修课，
是中国人个人道德准则和社会伦理意识的公共课本，是
每个中国人修身齐家安身立命的祖传秘方。人们可以选
择不同的政治信仰和社会理想，也就形成了自己的人生
目标和价值观念，但是关公的忠义仁勇精神，是每个人道
德人格大厦都不可或缺的基本构件。有了这个基本构件，
我们就会坚持正义，就会崇尚英雄。处人，我们会深情大
义；处事，我们会光明磊落。危难时刻，我们就会挺身而
出；义利面前，我们就会正气凛然。

可以说，到了现代社会，关公仍然是我们的道德标
尺，关公精神，仍然是我们重建社会道德的精神营养。

让
关
公
精
神
走
向
不
断
发
展
的
现
代
社
会
（
上
）

■
王
西
兰

文 化 2023年9月5日 星期二

E-mail:ycdaily@126.com 责任编辑 游映霞 美编 张徐曼 校对 李静坤

蒲剧新编现代戏《儿媳保姆》用生动鲜
明的人物形象、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演绎
了人间真情所在。该剧主要集中于焦家父
子的情感冲突，表现了人性之真、世间之情
以及“家”的重要性。儿媳保姆张玉莲是连
接父子亲情的纽带，焦家之所以能团圆，张
玉莲在其中起到了主导作用。该剧以情化
怨，体现了人世间最为真挚的情感关系以
及对于道德的至高追求。

本戏包含了人间三大真情，是焦守
义 与 焦 解 放 之 间 几 十 年 难 以 割 舍 的 亲
情，是张玉莲与焦解放十几年携手同行
的爱情，是刘大爷与焦守义患难与共的
友情。

剧中人物矛盾冲突强烈，以焦守义
内心纠葛为核心，在“情与理”之间反复
挣扎。剧作家通过“赵氏孤儿”的故事来
对其进行隐喻与对比，将程婴隐喻焦守
义、孤儿隐喻焦解放，故事中的赵氏孤儿
最终替家族报仇雪恨与焦解放的所作所
为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突出强调了焦守
义对“忠义”二字的坚守，也成为了他始
终不愿“相认”的理由。

而张玉莲身为焦解放的爱人，用行
动使父子二人重系上了亲情的纽扣，是
爱的延续。她虽出身农村，没接受过太高
的文化教育，但却有开明的思维、担当的
精神以及蕙质兰心的品质。她具备着中
国的传统文化品格，即无论经历多少风
雨，都顽强不屈，带有中国传统女性特有
的自我牺牲精神和隐忍精神。

刘大爷这一角色非常具有典型性，
在我们生活中或许会有这样一个人，不
求回报，热心肠、重情重义。刘大爷虽不
是焦家亲人，却胜似亲人，焦家的团圆，
刘大爷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对
焦守义毫无保留地奉献着自己最真诚、
最无私的友情。

在亲情、爱情、友情的推动下，本剧以
传统“大团圆”的方式结尾，换一个层面去
思考，也是剧作家自身的一种渴望与憧憬。

在一定意义上，他打破了现实与理想的界
限，实现了对于自己内心世界及人生意义
的追求，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在导演创作层面，是传统的、也是新
颖的。导演没有模式化地去处理舞台，而
是依据人物性格、人物内心世界生发出
来的情感去进行舞台创造的，是蕴含着
自身的见解、富有真情实感的创造。

程式性是戏曲的特性之一，脱离了
程式性，也就不能称之为戏曲。《儿媳保
姆》的舞台创作遵循了戏曲程式化的表
现原则，导演用戏曲程式思维对现代生
活内容进行提炼、加工、创作，在继承程
式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化用传统程式，加
以选择、打破、吸收、融化，使之与题材、
人物、剧情有机地结合起来，焕发出新的
生命力。

在第二场焦改革拿棋盘的片段中，
伴随着“马走日，象走田……”的下棋口
诀，导演为其编排了一套充满趣味、符合
人物身份、年龄、性格的程式动作，其中

“矮子步、翻身、侧手翻”等戏曲程式技巧
运用得游刃有余，与现代生活毫无背离
不显突兀，做到了现代戏曲舞台的程式
美的展现。

第五场张玉莲在雨夜寻找焦解放的
片段中，导演为张玉莲设计了“雨伞”这
一道具支点，作为表演辅助，运用“转伞、
举伞、落伞、扛伞、卧鱼、翻身、滑步”等技
巧来表现人物在雨中行路的艰难、心情
急迫。在表现焦解放冲动、懊悔等复杂心
情时，运用“抢背、跪搓”等程式技巧，放
大、突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塑造其生动
的人物形象。由此可以看出创作者对于
戏曲程式化的谙熟与把握，导演对于程
式的运用是合理且有序的，是在尊重情
节、理解人物的基础上，化用传统程式技
巧，为人物的塑造而设计。

戏曲舞台的空间是灵动且自由的，
在这个“空的空间”里，创作者可以任其
驰骋，天地万物无所不用，它打破现实生

活中的一切界限，实现了虚实相结合。戏
曲舞台空间的特性给戏曲带来了无限的
可能。在本戏中，导演通过对舞台空间的
处理，实现了戏曲舞台的自由。

在第二场爷孙俩下棋的片段中，导
演将棋盘实化、棋子虚化，将“下棋”这一
动作放大，演员用手握棋子这一虚拟化
的形体动作来表现下棋，下棋的方位也
不仅限于棋盘处，而是跳出了棋盘的范
围，两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棋盘，实则
是一种内心外化，进入到了人物的心理
空间。导演抓住了戏曲舞台空间的自由
度，把握了戏曲虚拟化的特性。

在第四场焦守义“情景再现”的片段
中，导演运用两侧平台对舞台空间进行
分割，人物在“现实”与“回忆”两个时空
中来回跳脱，这样空间的处理加速了情
节的叙述时长，也为观众带来了强有力
的视觉冲击，使之瞬息被带入到“回忆”
的时空中，与现实空间形成强烈的对比。

在第五场张玉莲寻找焦解放的片段
中，导演运用“双重空间”的表现方式来
处理表演。虽在同一个舞台上，但却是两
个不同的空间，虽面对着彼此，但却相隔
数里。人物虽不在同一空间，但两者的行
动却有条不紊，表演节奏在同一个鼓点
中，所呈现出的是一种“错乱”中仍有序
的舞台表演。

本剧中较为出彩的部分是“四妇女”
的运用，做到了为整个舞台增光添色。首
先，她们是农村妇女的典型，喜欢八卦，
爱看热闹，讨论家长里短之事；第二，她
们具有传统戏中“检场人”的作用，构成
场与场的连接，推进剧情发展；第三，她
们具有间离视角，可跳进跳出，时而为看
客、时而剧中人物、时而检场搬运；第四，
她们具有调节舞台气氛的作用，人物形
象具有喜剧色彩，表演形式丰富多样。

本出戏承载着丰富的时代精神，蕴
含着作者对于那个时代的观照。剧目讲
的是百姓故事，写的是人生主题，抒的是
家和情怀。本剧的艺术形象所展现出来
的人性之真，情至为上，使观众的内心深
处与之共情，心灵受到了净化和洗礼。本
剧启示着人们“没有下不完的雨，没有翻
不过的山。真情能将人心暖，乌云终散见
晴天”的深刻哲理。

“ 人 性 之 真 ，情 至 为 上 ”
——《儿媳保姆》剧评

■郑飞燕

本报讯（记者 乔 植）9 月 3 日，市
盐保中心在关王庙组织召开河东盐文化
调研万里行（西安段）启动仪式。市盐保
中心全体干部职工、盐文化协会会员、关
王庙文物管理所、河东池盐博物馆、河东
盐业博物馆等单位人员参加。

据了解，河东盐文化调研万里行（西
安段）是落实领袖嘱托的重大实践，是传
承和发扬池盐文化的重要行动，意义深

远、责任重大。此次河东盐文化调研万
里行（西安段）的目的旨在打破盐池历史
研究的局限性，走出盐湖，沿着河东大盐
曾经辐射的足迹，跨过黄河，去探寻挖掘
陕西西周至民国这段历史时期的盐文化
发展史及其内涵，增强秦晋两地人们“共
饮黄河水，共食河东盐”的文化认同，促
进区域人文历史与经济往来，收集和整
理 黄 河 金 三 角 地 区 盐 销 区 的 盐 文 化 遗

产。
市盐保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运城

盐湖有着五千年的悠久文化和厚重的、
独一无二的池盐文化。调研组是河东盐
文化的代表，更是河东盐文化的传播者，
全体成员要通过自己所学所识，弘扬河
东池盐文化，讲好讲活盐湖故事，吸引更
多的外地学者关注盐湖、研究盐湖、游览
盐湖。

河东盐文化调研万里行（西安段）启动

本报讯 （记者 游映霞） 8 月 31 日
晚，“2023 第一届中国运城戏剧人才培
养周歌剧音乐剧经典片段汇报演出”在
山西省蒲剧艺术院举办，演出精选了 5
个音乐剧选段、16 个中国民族歌剧经典
唱段展示了培养周的学习成果，向观众
作汇报演出。

为 了 进 一 步 拓 宽 蒲 剧 人 才 培 养 渠
道，由山西省蒲剧艺术院主办，北京共
谱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承办的“2023 第一
届中国运城戏剧人才培养周”活动于 8
月 25 日—31 日在山西省蒲剧艺术院举
行。

此次举办的“2023 第一届中国运城
戏剧人才培养周”活动，以培养山西省
蒲剧艺术院优秀的青年演员为主，兼顾
全省乃至全国各地的青年演员，探索艺
术发展的新路径，为中国艺术文化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
活动邀请了歌剧表演艺术家、国家

一级演员孙丽英，歌剧表演艺术家、国
家一级演员秦鲁锋，山西传媒学院山西
电影学院副教授、艺术学博士、山西大
学出站博士后李梓郡，作为歌剧特邀嘉
宾；邀请了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 （原
解 放 军 艺 术 学 院） 戏 剧 系 导 演 教 员 王
蓓 ， 作 为 话 剧 导 师 ； 邀 请 了 音 乐 剧 导
演、演员、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剧硕
士 、 浙 江 传 媒 学 院 音 乐 剧 系 主 任 陈 物
华 ， 作 为 音 乐 剧 导 师 ， 青 年 音 乐 剧 演
员、导演、硕士研究生毕业于英国伦敦
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的黄倩雯，作为音乐
剧特邀嘉宾。

人 才 培 养 周 举 办 期 间 ， 开 展 了 歌
剧、话剧、音乐剧三门课程，举办“歌
剧 、 音 乐 剧 、 话 剧 经 典 片 段 ” 汇 报 演

出，让年 轻 的 演 员 有 更 多 的 舞 台 实 践
机 会 。 活 动 期 间 ， 导 师 和 特 邀 嘉 宾 与
学 员 们 交 流 、 分 享 自 己 艺 术 生 涯 的 丰
富 经 验 ， 为 他 们 提 供 专 业 的 指 导 与 支
持。

山西省蒲剧艺术院党委副书记、副
院 长 贾 菊 兰 说 ， 学 员 们 在 本 次 活 动 中
塑 造 鲜 明 出 色 的 舞 台 形 象 ， 努 力 做 一
名 新 时 代 运 城 歌 剧 发 展 的 全 方 位 创 新
型 人 才 ， 让 戏 剧 艺 术 在 河 东 大 地 熠 熠
生辉。

“这次戏剧人才培养周既是一次检
阅、一场练兵、一台竞技，更是一条发
展道路。”山西省蒲剧艺术院党委书记
王志凯表示，要培养一大批德艺双馨的
文艺工作者，坚持“艺术服务人民”的
宗旨，来加强内涵建设，提升软实力，
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第一届中国运城戏剧人才培养周举办

本报讯（记者 赵卓菁）9 月 2 日，岚
山根·运城印象景区第三届蒲剧老腔大
赛开赛。大赛一共举行 12天。

本届蒲剧老腔赛是团队小戏赛，共
12 个团队、参与者 240 余人。其中年龄最
大的 85 岁，最小的 36 岁；男选手占三分
之二，女选手占三分之一。比赛剧目多
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传统
古装小戏，如《四贤册》《吃糠》《教子》《三
对面》《女绑子》等十多个剧目。

12 个参赛团队共编成 6 个组，进行

对决，比赛在每周六、日举行，10 月中旬，
将评比出三个一等奖、四个二等奖、三个
三等奖，其余为优秀奖。

岚山根蒲剧老腔大赛活动，是 2021
年由岚山根创始人王岚倡导举办的。“蒲
剧老腔”意为正宗的、地道的、原汁原味、
未加设计改革的蒲剧音乐，多以阎逢春、
王秀兰等老一辈艺术家为代表的经典唱
段为主。

该景区创始人王岚说：“举办这项活
动的主要目的有三个：一是守护传承蒲

剧老腔，防止逐渐淡化失传；二是活跃岚
山根景区文化娱乐生活；三是为广大老
年蒲剧戏迷提供一个展示才艺的平台。”

三年来，蒲剧老腔大赛已连续举办
三届。第一届主要是单个的、零散的选
手清唱赛，参与者近百人；第二届是有组
织 的 团 队 清 唱 赛 ，共 11 个 团 队 、约 150
人。本届比赛影响遍及两省三市，除了
运城本土戏迷，还有陕西、河南和临汾的
部分选手参与。蒲剧老腔赛已成为岚山
根景区一个逐渐知名的品牌。

岚山根第三届蒲剧老腔赛开赛

传承关公文化传承关公文化 共创现代文明共创现代文明

9 月 2 日，游客在永
济鹳雀楼前欣赏流光溢
彩的光影秀。

为重构历史名楼文
化活力与夜游经济发展
模式，持续打造生态夜
游新业态，永济市通过
声、光、电技术，融合历
史 文 化 与 当 地 民 俗 特
色，在鹳雀楼景区策划
了集视听体验于一体的
文旅灯光秀。
特约摄影 刘宝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