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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龄”即张九龄，他是盛唐时
期的宰相，为国家的发展殚精竭虑。
在唐玄宗后期，由于皇帝沉迷于歌
舞声中，他直言劝谏，时时提醒皇
帝，安禄山早有不臣之心，然而忠言
逆耳，最终在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的
陷害下被罢相。随后，安史之乱爆
发。唐玄宗无奈逃往四川。在张九龄
已故之后，每每举荐人才，唐玄宗都
会问一句：“风度得如九龄乎？”因
此，就有了“九龄风度”这一说法。

何为“九龄风度”？
他有着耿介的品质。他不谋私

利，刚直不阿。据《资治通鉴》记载，
玄宗的宠妃武惠妃想让自己的儿子
当太子，便找到张九龄，许诺永保相
位，被张九龄拒绝。在朝中，他的敢
言直谏是出了名的，以至于最后屡
屡给玄宗添堵，明知会得罪皇帝，但
他还是一再劝谏。“明知不可为而为
之”，最终被贬谪，不论结局如何，他
心底是坦荡光明的。

他有着治国的才能。他举贤任
能、爱民如子。他整顿吏治，轻徭薄
役。他开大庾岭造福百姓，沟通南北

陆路交通干线，这条被称为“古代的
京广线”的线路，对当时及后世都有
着深远的影响。

他有着渊博的学识。张九龄既
是那个时代的政坛领袖，又是文坛
领袖。“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短
短十字，就可见他的大家文采与非
凡气度。继陈子昂之后，是他开创了
盛唐的一代诗风。他清淡的诗风，也
为孟浩然、王维等田园诗歌开辟了
一条先路。

他有着淡然的心境。从“一人之
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到远离京城的
三线城市做小地方官——荆州长史，
他没有抱怨，没有躺平，依然吟出了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对，干好
工作，为国奉献是自己本来应该做的
事，我把事做好就行了，这就是我的
本心，我不需要回报，就像兰花和桂
花一样，到了春天自然会芬芳吐香，
盛开并不是为了让人采摘。

对他来说，不论是事业巅峰还
是跌入谷底，我们从他的身上都看
不出一点得意与悲伤。这就是“九龄
风度”——宠辱不惊，淡泊自信。

“九龄风度”：宠辱不惊，淡泊自信
■董容佑

虞乡华胥始母赞
李安纲

神州四象映元天，
孤独条山累蜀蜎。
沧海桑田随变化，
阴阳和合诞华仙。

华胥颂
冯雪芹

应是花神开混沌，
附身雷泽定轩辕。
女娲造物成人境，
太昊观天出世喧。
闻道遗声堪可证，
归真故事不须言。
相从华夏千秋祭，
岁在河东第七番。

祭华胥始祖
吴会杰

每恨微躯辈分晚，
虞乡旧事岂虚传？
浮云古庙承王气，
夕照遗墟嗟祚缘。
渔猎刀耕三饭谷，
抟人侧卦八千年。
逢临盛世无为报，
常教嗣息念祖先。

祭华胥氏有感
尚圣国

永济生枝根共本，
神州放眼脉同宗。
承家厚土宾朋敬，
立志亲民骨血浓。

华胥歌
付永兴

自古华胥梦，

天开有济源。
农耕遥影去，
渔猎尚斑存。
才写春秋里，
又环资治言。
纳承全智儒，
一曲忆王孙。

祭礼华胥氏
尹东海

流年历史几春秋，
始祖功名立九州。
布种蓝田留万籽，
育桑蒲坂破千愁。
讵知世域兵家事，
幸有尧天圣主谋。
吉日虞乡成大礼，
华胥一脉展宏猷。

华胥始祖祭
曲成林

华胥自古蕴文明，
定国安邦庇众生。
功绩千秋歌不尽，
时民何幸乐升平。

华胥元祖
杨华田

高坐青云封太古，
华胥元始谓之神。
生儿创就浑天卦，
育女抟成厚土身。
雷泽河东承甲子，
日升永济有经纶。
明心认祖千秋义，
福祉绵长施后人。

鹧鸪天·祭华胥
杜红刚

烟雨蒙蒙不识途，

酒杯脉脉洒心珠。八
千风月书千卷，天一
神灵水一渠。 怀上
古，祭华胥。直须为
国奉真初。追思远祖
躬行孝，万里征程意
自舒。

华胥引·贺第七届
华胥文化节暨“祭始祖
华胥，颂中华母亲”活
动大典举行

秦晓舟

阳春三月，古郡
蒲 州 ， 盛 仪 时 节 。
始 祖 华 胥 ， 殊 尊 博
得 山 海 谒 。 旷 古 不
泯 灵 光 ， 凿 印 文 明
帖 。 五 帝 三 皇 ， 始
知农稼渔猎。 当代
英 才 ， 续 伏 羲 、 女
娲 传 说 。 普 天 同
庆 ， 原 乡 群 情 激
越 。 虎 跃 龙 腾 炫
彩 ， 扬 神 州 风 物 。
筑 梦 将 来 ， 再 朝 华
夏天阙。

行香子·华胥颂
张星芳

岁月悠长，古国留
痕。沐南风、蒲坂寻根。
天工造物，华夏先民。
祭人之始，始之祖，祖
之魂。 精神赓衍，
传 奇 续 写 。 幸 而 今 、
龙 驾 祥 云 。 三 皇 五
帝，万代传薪。贵水
同源，源同脉，脉同
亲。

第七届华胥文化节诗词选辑

盐湖区西城街道的杜家村，是以家
族姓氏命名的村庄，从村名可见“杜”
家在杜家村有着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
只可惜，该家族家道中落，遗留下来的
痕迹不那么清晰了。

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村里曾经
有一座很完整的“城堡”，夯土结构，
砖砌门垛，虽规模无比于昔年的运城城
墙，却方方正正，长宽二三百米，高也
有二三层楼之擎。

这，是不是当时杜家的“家院”？
一时不可考证，可以肯定的是此宅历史
悠久，在过去亦十分显耀。

后来居上的家族，一个是康家，明
代进士康四海，官居江西按察使；一个
是姚家，姚如松和姚诚立祖孙二人。康
四海的家族轨迹，目前尚待考证。倒是

“姚”家有着清晰较翔实的记载。
姚如松，山西安邑人，岁贡，嘉靖

间任洋丞。规画溢水堰，封植蔡侯墓，
摄邑篆。廉明刚直，有惠政，民德之。
擢通渭令去。祀名宦。

姚诚立，山西安邑人，进士，如松

之孙。万历二十九年（1601）来令洋。慈
祥恺悌，正直公廉，建尊经阁，创蔡伦祠，
刊《谕洋民家训》，著《作民要诀》，德惠所
征，瑞麦嘉禾叠见。历官广西按察使司。
士民荣其祖孙绍绩，仿宋韩公父子（韩
亿、韩缜）袭美堂故事，作继美亭于县治
前，立石以纪其盛云。祀名宦。

——《光绪洋县志》卷八《官吏传》

在古代，书香门第中祖孙皆为官十
分寻常，但祖孙先后在同一地为官就不
常见了，且在同一地为官都留下了“廉”
的名声实属罕见。

在宋代，参知政事韩亿与开封府知
府、龙图阁直学士韩缜父子曾先后做过
洋州知州，洋县人民为韩公父子建袭美

堂以颂其德；到了清代，姚如松、姚诚立
祖孙先后在洋县为官，洋县人民依前例
又为姚家祖孙建继美亭，成为洋县历史
上的一件美事。

暮年的姚诚立，告老而还乡，卒于崇
祯十二年春，去世后葬于杜家村东。乾隆
版的《解州安邑县志》有“四川按察使姚诚
立墓在运城西五里杜家村东”之记载。

那么，如今的姚家、姚家人之踪迹
呢？在杜家村一村民家中意外发现的“地
契”旁证显示，姚家后裔姚长盛于民国时
期将院宅财产作最后一次变卖，举家迁
出了杜家村。家道中落抑或战乱？

所幸，其故宅尚有遗存，即坐落于
现今杜家村的南北大巷七条巷的“姚家
绣楼”。这栋现存的建筑，面宽三间，

进深两椽，系单椽两层悬山顶结构。屋
内结构，三间设置，横檩竖梁，两边间
有阁楼层的残存，部分有坍塌痕迹。梁
记显示重建于道光三年。

据村中老人讲，此建筑为姚诚立故
居的“姚家花园”仅存部分。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尚占地数亩，数十间房舍的
完整独立院落，主屋“文革”时被毁
掉。后来院落整体被占用，成村集体牲
口饲养的“马号”。如今为村民作院宅
分占。

而崇祯年间姚诚立为家乡盐池所作
的 《河东盐池赋》 石碑被挖掘重现，矗
立于池神庙内。在姚诚立的笔下，大量
的盐池记忆被展开，精美的辞章连同饱
满的感情恣意汪洋。

2024 年 3 月，《关于将明代廉吏四
川按察使姚诚立运城故宅列为市级文物
保护单位的提案》 被运城市政协评为
2023 年度优秀提案。

杜家村，一个只有800余口人的小村，
肇始于杜家，广大于姚家，如今百家竞
发，再造令名。

小村不小杜家村
■黎建月

本报讯（记者 郭 华）近日，
永济市举办文旅发展大讲堂，特邀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
研究员、中国旅游景区协会专家委员
会智囊团首批特聘专家高舜礼和北
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旅游协会休闲度假
分会代会长曾博伟作专题讲座。

讲座中，高舜礼和曾博伟分别
以《全域旅游的理念与实践》和《文
旅融合中如何打造有吸引力的旅游
目的地》为题，围绕“旅游概念与概
况、全域旅游理念与内涵、全域旅游
的实践与思考、对永济旅游的观感
与建议”及“文旅融合的概念和常
识”等方面，深入浅出地讲授了如何

通过文旅融合，打造更有吸引力的
优秀旅游目的地的策略和路径。整
场讲座观点新颖、内容丰富、实操性
强，紧贴永济文旅发展实际，对永济
市文旅融合发展具有一定指导意
义。

永济市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坚持
系统观念，做好文旅助力经济社会发
展的“结合文章”。要深挖资源优势，做
优“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叫
响“一城、一楼、一口”三大品牌，打造
涑水亲水宜居、中条山休闲康养、沿黄
历史“三大文旅经济带”。要加强统筹
联动，形成齐抓共管大抓文旅的强大
合力，为推动文旅融合发展贡献更大
力量。

永济市举办文旅发展大讲堂

本报讯（记者 乔 植）近日，
平陆县第三十六届部官桃花艺术节
举办“翰墨桃花 醉情部官”现场书
法大赛。本次大赛吸引了 230 余位
书法爱好者前来参赛，通过翰墨寄
情，纸砚言志，他们把对春天与桃花
的叹咏艺术化表达、生动性呈现。

据悉，此次大赛分成人组软笔
书法比赛、青少年组软笔书法比赛
和青少年组硬笔书法比赛。软笔书
法以“翰墨桃花 醉情部官”为主
题书写题字，成人组正草隶篆行诸

体皆备，字迹或遒劲挺拔、或飘逸
隽秀、或酣畅浑厚、或苍劲有力，
展示了他们深厚的基本功底和对书
法的热爱，彰显了书法的无穷魅
力。青少年组气定神闲，运笔熟
练、提按分明，作品中透露着灵
气。硬笔书法内容为唐诗 《大林寺
桃花》，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品，
学生们正襟危坐，专注于笔尖，一
横一竖、一撇一捺中尽显风格，获
得了现场评委及在场群众的一致好
评。

“翰墨桃花 醉情部官”书法大赛举办

本版责编 游映霞 美 编 冯潇楠 校 对 郝鹏飞

在河东戏剧舞台艺术园地中，垣曲
曲剧确属一朵艳丽的奇葩。因为就河东
地区来说，即使大到晋南乃至三晋大地
的各区各县，也就垣曲一家有曲剧。垣
曲曲剧源于豫省，根基在豫，是在垣曲
这一方戏剧热土培植成长起来的曲剧
艺术。多半个世纪以来，垣曲曲剧秉赋
河南曲剧的基因，不断借鉴融汇各方戏
剧艺术的精华和营养，逐步成长发展为
垣曲及周边广大区域人民群众同赏共
乐的带有垣曲地域色彩的戏剧艺术奇
葩。

垣曲人有了自己的剧团

垣曲地处晋豫之交，是一个两地文
化互相交集渗透的多元化戏曲之乡。垣
曲人热爱戏曲，历史之久远，从出土的
宋、金墓葬中的砖雕实物和县志、牒谱
等 史 志 记 载 的 资 料 中 即 可 得 到 印 证 。
1961 年版的《辞海》中有说：“流行于山
西垣曲一带农村中，约有五六百年以上
历史”的锣鼓杂戏，“保存了不少宋元戏
曲的遗迹”。锣鼓杂戏是垣曲地区民间
曲艺的统称，其形式多种多样。比如解
峪南山的打镲，谭家西石的霸王鞭，古
城胡村的高跷，刘张古堆的旱船、秧歌，
等等，不一而足。它们地方色彩浓厚，风
格特点各异，代代相传，历久不衰。上世
纪中前期，垣曲地带外来多种戏曲剧种
在 此 交 集 。比 如 有 河 东 而 来 的 蒲 州 梆
子、眉户等“西戏”，有河南过来东塬一
带人爱听的怀梆、越调等“东戏”，还有
北 山 人 接 纳 进 来 的 上 党 梆 子 、八 音 会
等。各种剧种交相碰撞，更大大活跃了
垣曲人的文化生活，满足了人们对戏曲
爱好的需求。

新中国成立以后，政通人和，百废
俱兴，老百姓安居乐业，文化事业也日
趋繁荣。1951 年年底，河南洛阳地区由
程俊星带领的民间青年曲剧班子来垣
曲演出，把流行于豫西河洛一带的曲剧
这一新兴曲艺形式带到了垣曲。这一新
兴的曲剧艺术曲调优美，弦律活泼，演
唱起来亦庄亦谐，亲切自然。它来自民
间小调和曲艺说唱，极富人民性和音乐
性，老少皆宜，雅俗共赏，深得老百姓喜
爱 。一 到 垣 曲 ，垣 曲 人 就 入 迷 了 。翌 年
春，为满足垣曲老百姓的意愿，由垣曲
县政府牵头，该班子组合了河南灵宝的
一班曲剧艺人，随后又邀请翟东海等几
个有影响力的名角加入，组成了一班行
当齐全的曲剧团。这就是垣曲曲剧团初
始的班底。该剧团成立后，经于县政府
礼堂汇报演出，又到全县各地巡演，反
响良好，受到全县人民的欢迎。于是垣
曲县政府经过上级政府备案批准，正式
接纳该团为垣曲县曲剧团。从此，曲剧
这一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戏曲
剧种，就在舜乡垣曲扎根生长，发展壮
大 ，成 为 河 东 剧 坛 一 朵 熠 熠 生 辉 的 奇
葩。

垣曲曲剧的成长和发展

垣曲曲剧团成立之后，除在本县各
地 巡 回 演 出 ，也 开 始 有 计 划 地 外 出 巡
演。那时各方面条件都还很差，每去一
地，多以骡马大车接送，全团演职人员
往往舟车劳顿，生活清苦，工作劳累。剧
团本身多方面条件也很欠缺，比如没有
专职的导演和编剧，也没有专职的音乐
设计，很多人都是身兼数职，颇为辛苦。
但戏演得却不含糊。1953 年春，剧团首
次参加晋南专署文艺汇演，其传统剧目

《青山英烈》即大获成功，在整个晋南戏
曲 界 引 起 轰 动 ，受 到 专 署 文 化 局 的 表
彰。随后其演出范围越来越广，沿陇海
路西出陕甘，沿同蒲路北至省城、大同，
南向则遍走河洛地带，所到之处，广受
欢迎，享誉晋陕豫。

垣曲曲剧团创建伊始，即着手考虑
招收本县本土学员，以使剧团朝本土化
方向发展。1954 年，在全县范围内首次
招收了 60 名 9 岁至 15 岁学员，由专人负
责学员的学习和生活，年终考核后择优
留取 30 名继续学习。一年半之后，这些
小学员开始随团练习演出，从扮演衙役
跑 龙 套 小 角 色 开 始 ，到 三 年 后 正 式 拜
师，成为团内的二线专业演员。他们之
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了团内的台柱子。比
如吕瑛、杜卫生、李清香、王增棉等人都
是继翟东海、琚德祥等老一辈台上名宿
之后的第二代名角。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
春风吹遍了垣曲的山山水水，但垣曲曲
剧 却 显 露 出 青 黄 不 接 、后 继 乏 人 的 现
象。为及早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使曲剧
艺术这朵奇葩在垣曲继续得以茁壮成
长并繁荣发展，垣曲县委宣传部、县文
化局报请县委、县政府批准了开办垣曲
戏曲学校的报告，决定招录一批 8 岁至
14 岁儿童入校学习，为垣曲曲剧储备一
批后备力量。经过层层筛选和考试，800
多个报名者中最终有 40 个优秀学员被
招录。这 40 个学员经过三年的学习和培
养，后又经过艺术学校曲剧班的专业训
练和进一步提高，最后全部进入垣曲曲
剧团，从而奠定了剧团坚实的后备人才
基础。这些人其后都成了剧团新生代中
坚力量，支撑起剧团乘风破浪，走向辉
煌。

从 1952 年建团至今，垣曲曲剧团已
走 过 了 大 半 个 世 纪 的 辉 煌 历 程 。这 期
间，有坦途，有坎坷，有繁荣，也有一度
的萎缩，但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由起
初货郎担子一样的戏班子，到今天设备
齐全的现代化文艺团体，由二三十人的

“杂巴脚”到阵容恢宏的正规剧团，它的
发展见证了垣曲地方文化的历史进程，
也见证了新中国戏剧文化的历史进程。

垣曲曲剧一路走向辉煌

垣曲曲剧这株戏剧艺术之花，一路
走来，洒下了一路令人骄傲和欣慰的荣
誉和光彩。

1956 年，晋南专署在临汾组织文艺
汇报演出，垣曲曲剧团拿出的《夜审周
子琴》得到圈内专家和广大观众的广泛
认可，荣登榜首。演员琚德祥、翟东海、
孙香云分获表演二等奖和三等奖，剧目
获表演集体奖，剧团奖获了一幅金丝绒
大口幕。在数十个剧团中脱颖而出，获
此奖励，当属不易。第二年，专署举办学
生会演，杜卫生、孙香云的折子戏《三不
愿意》又获表演三等奖。到了 1959 年，晋
南专署举办了全区青年演员汇报演出，
吕瑛和王秋兰的《赶脚》剧目获集体奖，
二人分获表演甲等奖和乙等奖。省报以

“看垣曲曲剧团 19 岁青年演员吕瑛扮演
七十岁的老汉”为题发文报道。临汾航
校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垣曲籍革命元
老）之后特邀剧团为苏联专家演出，受
到 褒 奖 。上 世 纪 六 十 年 代 ，剧 目《风 雪
配》参加专署会演，又获二等奖。进入七
十年代，革命现代剧目《李双双》《掩护》
均参加了运城地区的汇报演出和交流
演出，虽活动未设奖项，但二剧所得评
价甚高。其后现代戏《激浪红梅》又参加
了全省会演，吕瑛、王秋兰又拿回优秀
演出奖。还有，在运城地区专场举办的

《红灯记》汇报演出中，垣曲曲剧团吕瑛
饰演的李玉和的剧照悬挂在剧院显要
位置，一众演员都获得了表演奖和优秀
青年演员奖。

“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的文艺界冲
破“左倾”思潮的禁锢，进入一个百花齐
放的新的繁荣时期。垣曲曲剧乘着时代
的春风，编创出一个又一个反映时代脉
搏的新编现代戏剧目，并挖掘出不少有
现实教育意义的古装优秀传统剧目。比

如《风雨桃花岭》《卷席筒》《情系法网》
等。其中以《情系法网》的成绩为最。

1995 年春，垣曲县纪委委员、剧团
时任支部书记王仰圣几个人创作了一
部戏叫《情系法网》，由县文化局申大局
进行了加工修改，排练试演后觉得很满
意，也引起了县委、县政府有关部门的
重视，认为是一部很有现实教育意义、
弘扬正气的好剧目。后又经省、市纪委
领导和有关专家几次审定加工，《情系
法网》先在运城各县巡演，演出达 40 多
场次，《运城日报》予以跟踪报道，反响
强烈。该年秋，剧团按省纪委设定的路
线，开始了自临汾侯马北上大同、东走
太行、西到吕梁的全省大巡演。在省城
太原长风剧场，《情系法网》五场连演，
场场爆满，人满为患。人们沉浸在亲情
人情和党纪国法的矛盾漩涡之中，在
享 受 精 彩 表 演 和 优 美 音 乐 弦 律 的 同
时，接受了一场严肃的政治法律的教
育。《山西日报》 以“ 《情系法网》 演
出场场爆满”为题作了专题报道，《人
民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 等新闻媒
体也都陆续予以宣传介绍。巡演历时
三个多月，达 300 多场次，遍走了全省
各地，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而同
时，垣曲曲剧也一时间撂红了三晋大
地，誉满全山西。

进入新世纪后，垣曲曲剧继续沿着
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大方向，不断编创出
一部部老百姓喜欢的好作品，献给人民
群众。2003 年，一部反映计划生育题材
的《花 菇 岭 的 弯 弯 事》（原 名《花 好 月
圆》）出炉，受到市县领导的关注。经过
几度修改排练，具备了很强的现实性和
观 赏 性 ，先 在 河 东 大 剧 院 举 行 首 演 仪
式，然后赴全市巡回演出。演出 40 多天，
前后 50 多场次，场场座无虚席。垣曲曲
剧又火了一把。2017 年，随着农村脱贫
致 富 ，扶 贫 攻 坚 运 动 的 开 展 ，以《核 桃
湾》为代表的新一批反映农村生活的剧
目出炉了，《核桃湾》再一次唱红了河东
大地，唱响了汾河湾。

许多年来，随着文化市场多元化现
象的冲击，古老的戏剧舞台艺术面临诸
多现实困难，怎样把中华优秀文化遗产
传 承 并 发 扬 ？垣 曲 曲 剧 团 适 应 市 场 需
求，克服困难，走出困境，在改革中求生
存，在创新中求发展。如今，垣曲曲剧仍
一直活跃在舜乡大地和晋豫山川，并将
一直活跃发展。

垣曲曲剧人才辈出，代代相传

垣曲曲剧团建团至今，风雨兼程，
涌现出一代又一代优秀演艺人才，深受
广大观众喜爱。他们声名远扬，保留在
人们的记忆里。

以翟东海为代表的最早一批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的老艺人，是剧团头一拨
顶门立户的台柱子。他们大都来自河南
原籍，从小受艺学戏，各自皆能独当一
面。翟东海 1930 年生，河南孟津大崔沟
人。1953 年入团，先后任剧团副团长、团
长和戏校副校长、校长，国家一级演员。
他出身贫寒，天资聪颖，从小就喜欢看
戏，边看边捉摸学唱。十几岁时，他被一
家戏班看中收为徒弟，在孟津一带唱出
了名气，后随团到西北多地演出，一边
演，一边拜师求经，学得各路戏曲的专
功特技，一时名声大噪。他做戏认真，一
丝不苟，唱念做打，皆成工夫，其唱腔音
域，浑厚有磁性，抑扬顿挫，高低缓急，
既受听又耐听。垣曲老一辈人看曲剧，
都爱听翟东海的唱工，至今，他的《夜审
周子琴》《闯王劝将》《生死牌》《沙家浜》
等剧中的唱段都还在人们的耳际回响。
孙香云是和他搭戏最多的旦角演员。她
是平顶山市人，少年时代兵荒马乱，没
上过学，唱戏全凭脑子记。她扮相俊秀，
身段优美，唱工扎实，吐字清晰，正如观

众们所说，她的戏词就像在嘴边放着，
一出口就字正腔圆，节律稳准，让人如
痴如醉。她最擅长青衣，《秦香莲》《风雪
配》《陈三两爬堂》《三子争父》……都是
她的拿手好戏，也最受观众青睐。此外，
和 他（她）俩 前 后 一 起 的 琚 德 祥 、王 国
安、马秀珍等那批老演员，也都各有千
秋，深得观众欢迎。

垣曲曲剧团在垣曲本土招收的第
一 批 学 员 ，当 属 垣 曲 曲 剧 的 第 一 代 传
人。他们这一代演员在相当长的时期成
为剧团中坚力量，承前启后，是剧团的
中流砥柱。这中间，吕瑛、杜卫生、李清
香、谭政民、王秀芳等都是其中的佼佼
者。

吕瑛是垣曲县皋落乡人，他学戏天
赋极好，有一副好身材，天生好嗓门，性
情 和 善 ，谦 虚 好 学 ，演 啥 像 啥 ，学 啥 会
啥，是个难得的好戏苗子。他师从翟东
海，不仅得其真传，更有别出心裁的创
新 和 发 展 。他 活 跃 在 垣 曲 剧 坛 四 五 十
年，参演的《赶脚》《激浪红梅》《红灯记》

《寇准背靴》《李天保吊孝》等脍炙人口
的剧目唱红了垣曲，唱红了运城，也唱
红了三晋大地。他是广受群众欢迎的名
家名角。和他一起出道的杜卫生也是皋
落人，是团里无出其右的丑角演员。他
出身戏剧世家，父亲杜中权年轻时就是
皋落地带唱家戏的名角，解放后在县文
化馆工作。垣曲曲剧团成立之初，他即
参与了剧团的组织建设，并担任首任支
部书记。受家庭影响，杜卫生从小就对
唱戏感兴趣。他也确实有唱戏的艺术细
胞，与生俱来，浑身是戏，扮演的角色无
论走到哪里，都是一路轻松愉快，一路
欢声笑语。他在《借妻》《阎家滩》《三子
争父》等诸多剧目中扮演的王小二、王
二、石憨、小苍娃等一系列舞台艺术形
象，风趣幽默，憨态可掬，活灵活现，至
今令人捧腹。可惜在他事业如日中天的
年岁，却因肝癌不幸早逝，令剧团和全
县老百姓痛感遗憾。

如前所述，上世纪八十年代，为缓
解垣曲曲剧后继乏人困境和满足贮备
后继人才的需求，县政府联合县剧团创
建了垣曲戏曲学校，培养了 40 名曲剧后
起之秀。这批人才其后即成为剧团近数
十年来的生力军和骨干力量。他们之中
的佼佼者，有后来先后成为团长的白雪
芹、张红伟、张转社等人。作为旗手，她

（他）们带领剧团一批人乘风破浪，一路
向前。

白雪芹，祖籍河南平顶山，父母皆
在垣曲上班，她从小就在垣曲长大。1980
年，垣曲戏校招生，她有幸报名并被录
取，从而踏进了戏曲艺术的大门。她学
戏 成 长 得 很 快 ，毕 业 后 分 配 到 剧 团 不
久 ，就 成 为 团 里 新 一 代 离 不 开 的 台 柱
子 。她 主 工 青 衣 ，《三 哭 殿》《泪 洒 相 思
地》《陈三两爬堂》《秦香莲》等是她的成
名剧目。她不仅戏唱得好，而且作风正
派，品行端正，为人行事踏实认真，很得
团内上下的赏识和信任，后来成了剧团
最年轻的首位女团长。她是中国戏剧家
协会会员，山西省戏剧家协会理事，运
城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垣曲曲剧代表
性传承人，国家二级演员。

其后，和她同期同学的学友，又是
同台演出的师姐弟、师兄妹的张红伟和
张转社，先后接过了她的团长的担子，
他们共同掌持着垣曲曲剧团走过激情
燃烧的岁月，又穿越风雨，走向新的光
辉的明天。

垣曲曲剧，这朵在河东乃至三晋大
地独树一帜的戏剧舞台上的奇葩，定将
继续迎风沐雨，在百花齐放的春天的文
艺园地里永放光辉，永唱不衰！

压题照为正月初十晚压题照为正月初十晚，，垣曲曲剧团垣曲曲剧团
在蒲景苑剧场演出在蒲景苑剧场演出《《卷席筒卷席筒》》时剧照时剧照。。

马坚兵马坚兵 摄摄

垣曲曲剧,河东戏剧舞台的一朵奇葩
■王端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