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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之交，万物并秀。古老的蒲剧，
在省会太原再次“唱新”。

这次是“比赛”！5 月上旬，2024 年山
西省大学生“非遗正青春”校园演说大
赛现场，省内 42 所高校 42 支非遗队伍
同台竞技、精彩角逐，传承非遗文化，讲
述非遗故事。

一招一式、一腔一调，有板有眼，有
模有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蒲剧，
又现高光时刻——青年蒲剧演员大展
身手，河东蒲苑又传新声。

著名蒲剧表演艺术家景雪变作为
受邀国家级非遗蒲州梆子代表性传承
人，同运城学院音乐系“蒲乡蒲韵 生
生不息”团队用青春力量，为观众们呈
现了传承近 500 年古老剧种的精彩技
艺，成为比赛中最令人惊叹的焦点之
一。

参赛团队俨然是蒲剧传承力量的
化身，他们通过独特的演绎方式，展现
了青年视野下蒲剧的魅力。这支团队由
运城学院音乐系学科专业带头人景雪
变、运城学院音乐系表演专业教师李
凯、运城学院音乐系青年教师卫玮和孟
昊兴、程子芮、王晓妮、张美强、周杰、仝
咺萌、李星云 7位音乐系学生组成。比赛
中的非遗演绎环节，蒲剧阎派弟子第四
代非遗传承人、运城学院 2018 级表演专
业学生南征参与表演。

从学校教室的练功房，到亮相戏曲
大舞台，青年蒲剧学子一路“闯关”，在
运城学院团委组织的锣鼓杂戏、晋南眉
户、葫芦刻画、绛州皮影等 16 项非遗项
目作品演说展示中，他们凭借出色表现
脱颖而出，代表学校参赛。对于团队学
生来说，日复一日的练功已是他们的家
常便饭。此次他们以亲身经历，化身为
蒲剧传承与传播的使者，积极响应“非
遗正青春 传承正当时”的主题。这群
年轻的蒲剧演员，将个人的热情与才华
注入蒲剧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中，为其
赋予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接下来，我们欣赏蒲剧中的经典

绝活《挂画》。”非遗展说环节，“00 后”青
年蒲剧人程子芮声音铿锵有力，同搭档
孟昊兴踏步入场。时长几分钟的汇报，
融历史、聚精神、展未来，将蒲剧的历
史、魅力、活力尽收其中，载着现场观众
畅览蒲剧的前世今生，感悟蒲剧的发展
与传承。仅仅几分钟的展示，却拿下了
全场最高分。

舞台一侧，景雪变始终和她的“孩
子们”站在舞台，与躬身艺苑的蒲剧教
师李凯共同回应大赛评委对蒲剧的关
切——蒲剧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蒲剧特技是蒲剧的精华，也最为打
动这一代青年蒲剧人。非遗演绎环节，
学生们演绎拿手绝活“帽翅功”“翎子
功”“跷功”“水袖功”等 6项蒲剧特技，在
光与影的交换中，电子屏幕上逐渐出现
老一辈艺术家的身影——跷功创始人
王存才、中国戏剧二度梅花奖获得者景
雪变……年轻的心与古老的蒲剧同台
对话，在一代代蒲苑艺术家的传承下，
诉说着蒲剧新生代的故事。这一刻，舞
台上，诠释着“传承正当时”。

在一次次表演中，越来越多的同学
们开始思考如何将非遗更好地传播和
发展下去，为非遗的守正创新注入青春
力量。于是，在蒲剧展演中融入流行音
乐的元素，是这个团队的有力创作。

“宁穿烂，不穿错。”蒲剧的行话孟
昊兴一直牢记，“戏曲是门综合的艺术，
蒲剧为我们留下了诸多传统，各种各样
的表演要素如手眼身法步、四功五法、

唱腔、发声方法、音乐、化妆、伴奏等。蒲
剧创作应遵从规矩的严谨性，所以在蒲
剧的创新探索方面，我们既要保证戏曲
的原汁原味，再兼具时尚元素。”

重视演出，热爱舞台，是蒲剧表演
艺术家、青年蒲剧演员共同的默契。

开赛前一天，他们突然接到参加闭
幕式优秀节目展演的通知，为了呈现完
美的表演，运城学院音乐系教师立即展
开了紧张的“遥控作战”——晚上 10 时，
着手重新编排音乐，并加入了充满激情
的鼓点花活。学生们整夜奋战、精心排
练，最终如约在舞台上完成了绝妙的表
演。

“创作过程中，我们用几个月的时
间实地参观、调研采访、线上直播，从中
汲取到很多灵感。这一过程不仅激发了
创作的灵感，还促进了相关情节的设计
和剧本的创作。”团队指导教师卫玮说。
背后的故事既是蒲剧事业传承的生动
写照，更是团队高效协作能力和对蒲剧
敬业的充分体现。

动作演绎娴熟，唱腔韵味十足，惊
艳现场的表演，蒲剧成为全场瞩目的焦
点，这一青年蒲剧团队荣获比赛一等
奖。

这是继去年运城学院青年团队荣
摘一等奖后，运城学院音乐系蒲剧表
演专业的大学生第二次参加全省“非
遗正青春”校园演说大赛，尽管他们
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景雪变坚守
初心，亲自带领这些年轻的接班人登
上舞台。

“演员都是热爱舞台的，渴望在舞
台上发光发热。对表演者来说，每次上
台演出的机会都弥足珍贵。平时勤学苦
练，虚心求教，就是为了等待登台的那
一刻。”景雪变说。在艺术家的悉心栽培
和指导下，在这个带有浓烈青春色彩的
舞台上，青年蒲剧人时刻绷紧，不敢放
松。

“舞台上观众鼓掌的瞬间，那一刻
就知道一切都值了！”主工花旦、小旦的
程子芮说，“我们有句行话，‘一天不练，
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
练，观众知道。’戏曲舞台包罗万象，考
验每一位演员，我们就是要在舞台上用
绝活拿人，入得进去，扎得进来。”

戏曲艺术的守正创新需要青年戏
曲人才的加入，终身为蒲剧舞台奋斗，
景雪变更加注重蒲剧人才的“阶梯式”
培养，“希望这些年轻的蒲剧人不断超
越自我、超越前辈，坚 持 守 正 创 新 ，让
蒲剧更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用跟上时
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创造
蒲剧更加美好的明天！”

趁 青 春 ，伴 蒲 剧 长 青
本报记者 游映霞

巡盐御史是专司盐务
的官职，都察院监察御史
奉命出巡盐务时即称为巡
盐御史。巡盐御史一般派
往 主 要 产 盐 区 ， 据 《明
史》《清史稿》 记载，朝廷
通 常 在 两 淮 、 两 浙 、 长
芦、河东等地各派巡盐御
史 一 人 。 此 制 创 设 于 明
代，并延续至清中叶。其
职责主要是收缴盐税，并
监督盐商的专卖。清代满
族正黄旗人萨哈岱于乾隆
十七年 （1752 年）、二十三
年 （1758 年）、 三 十 三 年

（1768 年） 三 度 出 任 河 东
巡盐御史。在任期间，主
持 修 复 河 东 盐 池 防 水 渠
堰，特别是每年都对运城
城北姚暹渠进行修复和浚
疏，对防治客水侵犯盐池
起 到 了 积 极 的 防 护 作 用 ，
为盐业丰产丰收提供了基
本保障。

巡盐御史萨哈岱

萨哈岱，字鲁望。荫
生 ， 由 主 事 官 至 福 州 将
军。著有 《樗亭诗稿》。乾
隆 二 十 六 年 （1761 年），
河东盐政萨哈岱第二次出
任 河 东 巡 盐 御 史 的 第 三
年，总结前次任上河东盐
池防止客水的经验，上奏
皇帝言到：“盐池地洼，全
恃姚暹渠为宣泄。近因渠
身日高，涨漫南北堤堰禁
墙 内 。 黑 河 实 产 盐 之 本 ，
年久浅溢。涑水河西地势
北 高 南 下 ， 倘 汛 涨 南 趋 ，
则盐池益难保护。五姓湖
为 众 水 所 汇 ， 恐 下 游 阻
滞，逆行为患。均应及时疏通。”帝
听后，从之 （《清史稿·卷一百二
十九志一百四》）。萨哈岱依从帝
令，动员人力，每年对姚暹渠都有
浚疏，以利于盐池盐业生产，于国
于民均为有利。

关于姚暹渠，王守基在 《盐政
议略》 中写到：“运城北门外为姚暹
渠，盖池形最低。每逢大雨时行，
山水往往破垣灌也。池受客水，即
盐 花 不 生 。 则 保 护 盐 池 ， 渠 堰 之
工，最为要紧也。姚暹渠，即古之
永丰渠也。本后魏都水校尉元清所
开。至隋大业间，都水监姚暹重加
浚治。民赖其利，因以号焉。渠起
夏县之王峪口，引史家峪诸水，合
流而东。自东而北，又合巫咸谷之
水，折而西流。历安邑、解州、虞
乡县界，入五姓湖以达黄河。计长
二万三千七百零七丈八尺。盖所以
约东南客水，使西归于河者也。”这
一 段 话 说 明 姚 暹 渠 对 盐 池 的 重 要
性，又讲述了姚暹渠的概况，凡是
出任河东巡盐御史对浚治姚暹渠和
盐池堤堰非常重视。

河东盐池晒盐害怕客水，但又
离不开水，萨哈岱任职期间，有一
年，天气干旱少雨，池水枯竭，盐
池不能生产，萨哈岱带领盐政官员
和众多盐商、盐丁在盐池神庙为产
盐 求 雨 ， 举 行 了 一 次 大 型 祭 祀 活
动。他写下了 《望雨》 的诗句：“云
阴空屡合，雨意究仍无。素海流将
涸，青郊草欲枯。塑风占石燕，燃
燧畏金乌。农穑宁堪待，商鹾且未
敷。食忧三省淡，泽盼一朝苏。能
否邀天贶，行当肃祷雩。”此诗收录
在他的 《樗亭诗稿》 著作集内。由
于心诚则灵，老天开恩，果然天降
甘露，当年盐产丰厚，盐商、盐丁
无不欢欣鼓舞，萨哈岱也受到皇帝
的恩典。

萨哈岱夜宿延祚寺

萨哈岱在三度出任河东巡盐御
史期间，姚暹渠由于渠道被泥沙淤

塞， 他 主 张 岁 修 姚 暹 渠
渠 道 ， 并 身 体 力 行 ， 身
先 士 卒 ， 亲 自 勘 察 姚 暹
渠浚修工程。

在 勘 察 工 程 期 间 ，
萨 哈 岱 夜 宿 北 魏 所 建 的
延 祚 寺 （今 永 济 市 城 东
街 道 孙 常 村）。 据 1983
年 的 《永 济 县 地 名 录》
记 载 ， 延 祚 寺 位 于 永 济
正 东 十 一 公 里 孙 常 村

（姚 暹 渠 在 该 村 旁 边）。
始 建 于 北 魏 。 唐 朝 贞 观
年 间 ， 曾 于 以 重 修 ， 相
传 五 代 时 赵 匡 胤 闯 荡 江
湖 遨 游 关 西 时 ， 曾 病 倒
于 该 寺 ， 承 蒙 寺 院 和 尚
照 料 ， 病 情 好 转 ， 恢 复
康 健 ， 重 返 江 湖 。 在 后
周 显 德 年 间 ， 寺 院 毁 于
火 灾 。 赵 匡 胤 继 周 之
后 ， 当 了 宋 朝 开 国 皇
帝 ， 为 报 答 寺 僧 养 病 之
恩 乃 大 兴 土 木 ， 加 以 扩
建 ， 后 又 赐 号 “ 延 祚
寺 ” 并 赠 供 千 人 吃 饭 的
大 锅 一 口 （大 锅 可 容 四
十 担 水）， 俗 称 “ 大 锅
寺 ”。 明 代 嘉 庆 乙 卯 年 ，
寺 院 又 毁 于 地 震 ， 于 万
历 二 十 五 年 重 新 修 建 。
延 祚 寺 外 还 存 有 《廷 祚
禅 林 周 围 全 图》 石 碑 一
通 。 系 青 石 质 ， 长 方
形 ， 高 1.5 米 、 宽 1.1
米、厚 0.1 米，碑文图清
晰 ， 全 面 反 映 原 寺 院 的
建 筑 规 模 和 雄 姿 及 寺 周
景 致 。 该 碑 的 石 座 造
像 ， 系 灰 砂 石 质 ， 长 方
形 ， 长 0.8 米 、 宽 0.4
米 、 高 0.35 米 。 四 面 辟
龛，龛内各雕坐佛 1 尊，

龛周线刻祥云、荷花、莲座图案。
刻记：“廷祚禅气林势雄，飞龙宋
代见奇功。巍峨宝殿凌空起，灿烂
金身耀日烘。北接湖光明镜里，南
临条岭画屏中。娑罗永共梧桐茂，
刻绘形图愧未共。”这是原镶嵌在
延 祚 寺 四 大 天 王 殿 墙 壁 上 的 明 代

《延祚禅林周围全图》 石碑上，由
无名氏撰写的诗歌记录了延祚寺昔
日皇家寺院的富丽堂皇和侠义仁勇
的故事。

萨哈岱在夜宿延祚寺返回途中
写下了 《盐池》《姚暹渠》《踏勘姚
暹渠工至五姓湖宿延祚寺归途》 等
诗句。诗曰：“一道长渠百里余，年
年积潦苦难陈。周防预作绸缪计，
好 趁 春 融 二 月 初 。 古 寺 曾 留 一 夕
眠，重来犹忆十年前。湖光山色浑
依旧。叹息霜华已满颠。杏花未雪
柳才稊，陇麦青青望已齐。岂是寻
春归去晚，篮舆行遍短长堤。秋霖
夏潦御防难，沙积泥淤堰不完。经
画 敢 辞 艰 力 作 ， 一 劳 长 此 庆 安
澜 。” 萨 哈 岱 把 岁 修 姚 暹 渠 的 原
因 、 环 境 、 时 代 背 景 ， 自 己 几 度
修 复 姚 暹 渠 的 心 情 和 历 历 在 目 的
记 忆 ， 夜 宿 寺 庙 情 景 ， 想 象 修 复
后 的 状 况 ， 全 都 写 在 诗 里 。 最 后
还 念 兹 在 兹 地 告 诉 后 人 姚 暹 渠 若
安 全 无 恙 ， 盐 池 便 能 平 安 无 水 侵
之 患 ， 就 能 给 社 会 和 百 姓 创 造 更
多的财富。

萨 哈 岱 作 为 一 个 封 建 社 会 的
士 大 夫 尚 能 如 此 ， 我 们 今 天 更 要
坚 持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的 根 本 政 治 立
场 和 价 值 取 向 ， 全 心 全 意 为 人 民
服 务 ， 做 到 一 切 为 了 人 民 ， 一 切
依 靠 人 民 ， 我 们 就 能 战 胜 前 进 道
路 上 的 各 种 艰 难 险 阻 。 在 新 征 程
上 ， 我 们 要 不 忘 初 心 ， 牢 记 使
命 ， 站 稳 人 民 立 场 、 把 握 人 民 愿
望 、 尊 重 人 民 创 造 、 集 中 人 民 智
慧 ， 着 力 解 决 人 民 最 关 心 最 直 接
最 现 实 的 利 益 问 题 ， 在 高 质 量 发
展 之 路 上 阔 步 向 前 ， 为 全 面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国 家 、 全 面 推 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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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郭 华） 近 日 ，
绛县组织召开文物安全联席会议，强
化文物保护单位安全责任意识，切实
做好文物安全工作。

会议指出，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
提高认识，增强文物保护的责任心，
深刻汲取河南大学大礼堂火灾事故教
训，文物部门全力排查各级各类文物
保护单位安全隐患，严格监督文物保
护修缮工程施工安全，迅速建立全县

不可移动文物安全监管平台，对不可
移动文物现状科学分析研判，精准实
施保护动作，全面确保文物安全。要
合 力 联 动 ， 形 成 齐 抓 共 管 的 良 好 态
势。各乡镇、各部门要建立健全文物
安全监管体系，推动安全责任落实，
加大文物保护督查督导和执法检查力
度，在特殊时期、特殊时段组织开展
重 大 事 故 隐 患 、 消 防 安 全 等 专 项 检
查，消除文物安全隐患。建立完善文

物安全管理机制，形成齐抓共管、协
调推进的良好局面。要坚守底线，切
实保障文物安全保护工作。落实文物
安全工作责任制，把安全工作摆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常抓不懈。强化各项
应急管理措施落实，定期进行应急预案
和突发事件处置演练，切实提升文物安
全应急管理整体水平。加强文物领域综
合执法工作，严肃查处各类违规违法行
为，对文物违法犯罪实行零容忍。

绛县：加强文物安全保护

本报讯 （记 者 乔 植） 5 月
28 日，山西省群众文化惠民工程文
艺演出走进闻喜县社区服务中心龙
海社区，为辖区居民带来了一场精
彩的文化盛宴。

山西省群众文化惠民工程围绕
打造群众文化服务品牌、培育乡村
群众文艺队伍、挖掘本土文化能人
艺人、培养本土文化带头人、实施
免费送戏下乡等方面开展，旨在推
动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提高公共
文化服务水平，提升公共文化服务
效能。

活动现场，来看演出的居民络

绎不绝，舞蹈 《五星红旗》、女独唱
《桃花红杏花白》、新疆舞蹈 《快乐
的男舞伴》、旗袍秀 《花开中国》 等
节目精彩上演，演员们热情激昂，
现场掌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舞台
下，观众们津津有味地看演出，拿
出手机记录精彩表演瞬间，小小的
舞台洋溢着满满的幸福，辖区居民
们真正享受了一场文化盛宴。

下 一 步 ， 闻 喜 县 社 区 服 务 中
心 将 开 展 更 多 接 地 气 、 暖 民 心 的
文 化 活 动 ， 真 正 将 文 化 惠 民 、 服
务 百 姓 落 到 实 处 ， 为 居 民 幸 福

“加码”。

闻喜：文化惠民进社区

本版责编 游映霞 美 编 冯潇楠 校 对 李静坤

本 报 讯 为 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共
享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成
果 ，5 月 24 日 ，2024
年 文 化 馆 服 务 宣 传
周系列活动之“匠心
守护 技艺传承”芮
城 县 文 化 馆 非 遗 技
能 泥 皮 画 公 益 培 训
在 芮 城 县 美 术 馆 举
办。来自山西省蒲剧
艺术院（运城市文化
艺术学校）二年级的
20 余 名 学 生 在 沉 浸
式 体 验 中 感 受 非 遗
文化之美。

泥 皮 画 是 省 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以泥为主要材料，拌
以一定比例的麦秆、
麦壳皮、棉絮、麻绳、
头发等辅助材料，经
过加水充分搅拌后，
分 不 同 层 次 附 着 在
符 合 要 求 的 硬 质 板
材 上 ，再 经 抹 平 、晾
干、起稿、勾线、着色
等 步 骤 后 而 成 型 的
一种传统画种。

活动现场，文化
馆 授 课 教 师 为 同 学
们 讲 解 示 范 了 泥 皮
画的制作工艺，孩子
们认真学习、仔细临

摹，制作出一幅幅精美的泥皮画作品。
2024 年芮城县文化馆服务宣传周

系列活动由芮城县文化和旅游局主办、
芮城县文化馆承办，于 5 月 20 日启动。此
次文化服务宣传周旨在着力推进全民艺
术普及，更好发挥文化馆对推动公共文
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

截至目前，芮城县文化馆服务宣传
周系列活动已陆续举办非遗进校园、优
秀节目展演等活动，包括非遗技艺、情景
舞蹈、戏曲表演、乐器独奏、歌曲演唱，充
分展示了芮城县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
魅力。

据悉，芮城县文化馆将继续探索非
遗公益培训的形式，让更多人了解非遗、
走进非遗、热爱非遗，通过开展丰富多彩
的非遗活动，让更多人加入非遗传承的
队伍中来，为保护和传承好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奠定人才基础。

（苏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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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演绎环节，蒲剧特技表演精彩亮相。（资料图片）

运城学院音乐系“蒲乡蒲韵 生生不息”团队。（资料图片）

5 月 23 日，闻喜县 2024 年文化馆
服务宣传周文艺汇演活动走进闻喜县
西城社区举办精品文艺节目展演。

演出在鼓乐《秦王点兵》中拉开序
幕，舞蹈、笛子独奏、三句半、模特表

演、蒲剧表演、男女合唱等群众喜闻乐
见的艺术形式，让现场观众流连忘返。

据悉，5 月 20 日至 26 日，闻喜县
2024 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文艺汇演活
动先后在涑水小镇、涑水花园、西城社

区、银光社区等地分别举办精品文艺
节目展演，为群众奉献了一场场精彩
的文化盛宴，让群众一起感受艺术文
化的魅力。

特约摄影 温徐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