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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晚报讯（记者 薛丽娟）4月21日，由运城市生
态环境局策划、新绛县绛州蒲剧团演出的新创现代戏《桃
花峪的春天》，在盐湖区泓芝驿镇王过村举行开排仪式。

《桃花峪的春天》讲述了晋南中条山麓桃花峪村从毁
山炸石、开办镁厂到发展旅游康养，全面践行“两山”理
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作为“2024年六五
环境日”山西主场活动之一，该剧将在6月5日正式上演。

当天下午，艺术指导吉有芳、导演宋纪刚、编剧裴军
强、舞美设计杨良才、作曲张志勇等主创人员和新绛县绛
州蒲剧团演员齐聚一堂，依次就剧本创作特色、演员角色
安排、舞美视听效果、灯光服装设计及后续改进方向和联
排时间节点进行了交流，并召开剧本研讨会（下图）。

剧中的桃花峪村村民几十年来靠山吃山，开办镁厂，
进行粗放式发展、掠夺式开发，虽然解决了广大村民的生
产生活问题，但也造成了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一些村民
也因此患上了难以医治的伤病，严重影响桃花峪村的可
持续发展。市生态环境局帮扶干部刘青山来到桃花峪
村，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以高度的责任感，强烈的职业
敏感，决定“帮扶企业提升改造，整合资源发展旅游”。该
剧通过刘青山进村帮扶、上山调研、走访农户、夜查污染
源、说服群众等事件，环环相扣，步步推进，将一幅当代农
村践行“两山”理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全景
式呈现给广大观众，集中展现了一名环保人的责任担当
和新时代党员干部的赤子情怀。

运城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指出，作为环保题材
新创剧目，此剧开排意义重大，有助于向社会公众宣传生
态环境保护知识，题材贴合当下。新绛县文化和旅游局
相关负责人强调，不到一个月时间创排一出新戏，难度很
大，时间紧、任务重，需要剧团各位密切合作，共同努力。

新绛县绛州蒲剧团团长王谱勤表示，演职人员一定
会尽自己最大努力，克服困难，加班加点，各司其职，精心
创排，保证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任务，共同打造出一部精
品力作。

新创现代戏
《桃花峪的春天》开排□陈柯邑

4月20日，运城市黄河一号
旅游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河津
禹门口黄河大桥顺利举行，作为
特邀嘉宾的前央视主持人王为
念老师来到现场，笔者在比赛间
隙对他进行了采访。

王为念是山西太原人，艺术
学校毕业后，曾当过晋剧演员。
因为形象好，他开始了影视表演
之路，曾在电视剧《杨家将》中饰
演杨七郎，主演电视连续剧《狄
仁杰断案传奇》。1996 年他进入
中央电视台工作，参加了多届央
视春晚的录制。2008 年，他应主
持人王芳邀请开始参与综艺节
目《谁在说》的录制，从幕后走到
台前。

王为念告诉笔者，他的名字
与母亲一次未能成行的领奖有
关。1959年5月1日，母亲史银凤
被评为全国劳模，本来要去北京
领奖，结果因为他的出生没有
去。为了纪念这次获奖，母亲为
他取名“王为念”。

河津市禹门口黄河大桥下，
是自行车选手们出发的地方。当
天，王为念早早来到比赛现场，
为这次赛事直播做准备。

比赛进行中，作为嘉宾主
持的王为念在直播间为观众介
绍河津禹门口的风景，“大家
看，我们的背后就是黄河，旁边
就是吕梁山。这看起来美得像
画 ，但 确 实 是 运 城 的 真 山 真
水。”说罢，他还敲敲直播间的
玻璃墙壁。

他表示：在传播形式日渐
多元化的今天，要想吸引观众，
必须打破“制式”主持，要说群
众听得懂的话，要讲发自内心
的话，说有生活气息和烟火气
的话，如果照着稿件念，是很难
打动观众的。

因为曾经当过晋剧演员，王
为念对蒲剧也比较了解。他说蒲
剧是梆子戏的鼻祖，已有七百年
的历史。蒲剧对全国戏剧是有贡
献的，运城作为蒲剧的发源地，
值得人们骄傲。过去在剧团时，
他经常看到团里的老师们学习
闫逢春、王秀兰等蒲剧名家的做
戏、特技。

在直播中，王为念还用眉户
的曲调演唱了通俗歌曲《军港之
夜》。深厚的嗓音、铿锵的声腔、
投入的表情，尤其是浓烈而纯正
的眉户味道，让大家都觉得他是
一名运城本地的眉户剧演员，也
让大家看到了一名主持人的艺
术修养。

除了热爱戏剧，王为念还喜
欢歌曲，他创作并演唱的通俗歌
曲《上有老下有小》，歌唱普通人
的喜怒哀乐，赢得了不少粉丝的
喜爱。

在得知运城市区及十三县
（市、区）有40多家能让市民免费
读书的河东书房后，他激动地
说：“我要为一座热爱读书的城
市喝彩，我从此爱上了运城。”原
来，有一次，他到国外演出，乘坐

轮船时，发现船上有间书屋却上
着锁。他前去询问工作人员，却
被告知中国游客没有人看书。他
听后非常愤慨，认为中国作为东
方文明大国，对于阅读的热爱是
与生俱来的。同时，对于当下一
些人整天沉迷手机，让读纸质书
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也感到遗
憾。因而，得知运城有那么多政
府办的河东书房，而且前来读书
的市民还很多，他便发自内心地
鼓起掌来。

1998年和2005年的高考语
文试卷中曾有一道题：“最早叫中
国的地方是？答案是山西运城或者
晋南。”王为念得知运城所在的地
方最早叫中国时，兴奋地说：“太好
了，人一定得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文明从哪里来？根祖之地在哪里？
从这个意义上讲，到运城是势在必
行呀！”

充满热情、率真直爽、酷爱
艺术、风趣幽默……今年已经65
岁的王为念，不像一个花甲之
人，却像一个小伙子。据了解，他
在抖音短视频平台上的粉丝有
千万之多，这也许是艺术与真诚
带给他的青春和魅力吧！

前央视主持人王为念：

“我爱上了有河东书房的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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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火通尘世，云霞开晚晴”。近
日，我们来到稷山县，走进三晋老字
号、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河东工匠六
代传承的益泰永木雕所在地，体验非遗
文化魅力。

缓步迈入木雕展厅，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益泰永镏金匾额，醒目吸睛。展厅
陈列着部分老桌子、老椅子、旧匾额等
物件，其中有一块题着“浩然之气”的
旧匾额吸引了后稷研究会专家陈小明跟
黄建中两位老师的目光。两个人左看右
看，爱不释手，细看大有来头，落款正
是后稷母亲姜嫄的家族——邰氏，文史
遗珠，贵不可言。还有一块高高挂起的

“德茂庆”匾额，看着很是陈旧，虽斑
驳不清，却古朴沧桑，“德茂庆”三个
大字似乎在无声地述说着它的传奇历
史。经益泰永木雕有限公司董事长曹晓
理介绍才知，“德茂庆”原是“益泰

永”的前身。
原来早在1863年，稷山县寺庄有一

位心灵手巧的木匠曹锦仁，不但会制作
寻常农具，更是精益求精，制作了匾
额、木雕等，直至创立了“德茂庆”字
号。光绪年间，二代传承人两兄弟分
家，大哥仁义厚德，把老字号“德茂
庆”让给了弟弟，自己新创立了“益泰
永”字号。在这一礼一让之间，让大家
对山西人厚德、重义的品格有了更深的
认识。

在“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大厅
里，展陈着寓意丰收的红枣跟葡萄，颜
色深红油亮，饱满圆润，竟跟真的一
样，让人不自觉地想用手摸一摸。经曹
晓理介绍才知，这红枣和葡萄竟然是用
雷击枣木制作而成的，不但寓意好，还
有趋吉避凶的作用。文友晋永红跟陈小
明即兴来了个唱和：“珠玑隐腹意行
刀，更胜丹青运彩毫。三月枝头花尚
少，天工假手赐葡萄。”陈小明更想把

葡萄摘回家：“精雕朽木妙挥刀，籽粒
熟生惊纤毫。恐有清风窗外过，推门欲
摘绿葡萄。”

展厅内有线条流畅的菩萨，用兴乐
拔苦之心对众生，也有精雕细刻的骑龙
驾凤，还有一脸慈祥的寿星，顶着智慧
大包，等着为人们送去福寿康宁……每
件作品都精致大气，十分注重虚实主
次、层次结构的处理，写实中带着技巧
变化。作品既有北方木雕的大气质朴、
厚重深沉，也有南方木雕的细腻温婉，
造型精致，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让观者不由得陶醉不已。

益泰永几代人不但恪守“木雕活儿
要做好，全看起收一把刀”和“活儿
大，活儿小，该做的遍数不能少”的祖
训，更将祖训发展成今天“说好不如做
好木上刻春秋，要做就做最好的木雕艺
术”的学艺之风。

突然想起早上开车出门时，收音机
里说到对“工匠”一词的解析。“工”

就 是 一 人 立 天 地 ， 加 上 个 人 就 是 个
“天”字，也就是说人是那个接天通
地、支撑天地的人。北宋大家张载曾说

“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
命，为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天地
本无心，以生物为心，木本无意，以雕
者为意。保持对自然万物的敬畏，人与
自然才能和谐共生。而“匠”在 《说
文》 里面的释义就是木工，“大匠不为
拙工改废绳墨”。也就是说工匠不是简
单的制作，而是要有创新创意，有自己
独特的超前思维和浓厚历史的技艺传
承。

木雕的韵味，不是刻板的，它们是
有灵魂的，从一把刻刀开始，与我们相
遇、相知。它们既有传统文化的传承，
也是现代时光的见证。走进益泰永，走
进工匠的世界，体会不一样的灿烂人
生，探索匠人匠心的不悔精神！

回程有雨落下，送来一分清爽，让我
们在喧嚣中找到心底久违的清澈与宁静。

益泰永的“匠人匠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