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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文化新空间◆

“没想到这10位戏迷唱的是字正腔
圆，有板有眼。”看到台上的精彩表演，台
下的观众禁不住点赞。

那是 6 月 15 日晚，弘扬蒲剧冯派艺
术演唱会在夏县卫夫人艺术中心上演。
以蒲剧名家张秀芳为首的蒲剧冯派艺术
传承人，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别样的蒲剧

“大餐”。
这样的演唱会让观众欣赏到了专业

演员的拿手戏，更重要的是目睹了一众
戏迷票友的登台亮相。

这10位戏迷票友身着蓝色旗袍，缓
缓走上舞台。随着伴奏响起，蒲剧《清风
亭》选段从她们的口中激情唱响。

这些戏迷票友来自运城各地，同属
于运城市剧协戏迷协会。说起戏剧的好，
她们滔滔不绝。其中一位名叫张晓燕的
说出了这样的话，“戏剧，给了我第二次
生命”。

这是怎么回事呢？
时光回溯至2008年，临猗楚侯人张

晓燕正忙于生意，无暇他顾。然而，一次
熬夜加班之后，她倒下了。

幸运的是，她虽然被诊断为脑出血，
但就医及时，捡回了一条命。不幸的是，
留下了后遗症，口齿不清、半身不遂。

这对于正值壮年、总是要强的张晓
燕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

后半辈子就一直窝在家里吗？
准备一直让人伺候吗？
难道不再与人交流了吗？
……
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可，路又在何方？
多少个不眠之夜之后，她决定重拾

小时候的爱好——唱戏。

“以前忙着生意和家庭，就抽不出时
间，这下好了，就剩下时间了。”她笑着说。

说话不利索？
那就唱起来。
一遍又一遍听，一遍又一遍练……

张晓燕怎么也想不到，曾经说话张口就
来，彼时的开口却成了奢侈。

再难也要坚持！她告诉记者，确实不服
气，一个好端端的人，咋还能向病魔屈服。

就这样，多少次咬字、多少次运腔之
后，她突破了“口齿不清”，渐渐恢复到了
正常的说话状态。

她的这一改变，让亲朋很是震惊。亲
朋的鼓励加油更多了，她对自己的选择
也充满了信心。

能唱了，就上台去唱。为此，她坐着
轮椅、拄着拐杖，先后登上了《梨园春》

《蒲乡红》等舞台。
她被观众亲切地称为“轮椅上的歌

者”。而当更多人了解她的故事后，她又
成了人们口中“生命的强者”。

随着外出的次数增多，张晓燕也意
识到，必须站起来了，不能总让人照顾。

于是，她就像不会走路的孩子一样，
蹒跚地往起站、趔趄地往前走。

一步、两步、三步……功夫不负有心
人，不知摔了多少次之后，她远离了轮
椅、扔掉了拐杖，恢复如常。

现在的张晓燕，腰板直挺，走路生
风，而且会唱蒲剧、秦腔、眉户等多个剧
种、三十多个唱段。

“你想象不到我经历了什么。”她语
重心长地说，“那会刚从医院回到家，就
从卧室到卫生间上个厕所，我前前后后
用了半个多小时。”

张晓燕告诉记者，没有戏剧，她早就
放弃了。

戏剧除了给她内生的动力，还让她

结识了一帮戏迷票友。这些人聚到一起，
说说笑笑、唱唱跳跳，心情变好了，生活
也乐观多了。

渐渐地，张晓燕也意识到戏剧的传承
离不开戏迷，戏迷也是很重要的一支力
量。自身的价值被放大，她也更加专注于
唱戏，尽力抓住每一次能够上台的机会。

这次参加蒲剧冯派艺术演唱会，要
穿旗袍高跟鞋。为了演出，克服腿疾，张
晓燕在上台前还打了封闭针。

“晓燕的故事太励志了，她就是我们
的榜样。”运城市剧协戏迷协会会长邵雪
爱说，“我们这个大家庭友爱互助，每个
人都很积极，都想为戏剧的传承与弘扬
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正是有着专业演员的兢兢业业、戏
迷票友的孜孜以求、广大观众的无限热
情，戏剧，这个传承了百年千年的民族艺
术，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而这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也让每位参
与者都受益无穷，如重获新生的张晓燕。

记者 景斌

“ 戏 剧，给 了 我 第 二 次 生 命 ”

“志”在心中，“愿”在行动。近段时
间，凡是参观过河东池盐博物馆的，都会
遇到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讲解员。他们朝
气蓬勃的神态、自信从容的讲解，给游客
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群志愿者就是运城
学院文化旅游系的学生。

为弘扬志愿服务精神，提高学生服
务意识，近期，运城学院文化旅游系共16
名学子加入河东池盐博物馆志愿讲解服
务团。同学们用自己的热情和专业知识，
将博物馆的藏品与背后的故事生动地展
现给每一位观众，用独具魅力的方式将
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底蕴传递给每一位
来访的游客。

河东池盐博物馆共组织志愿者进行
了两次培训，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带领
下，志愿者们深入了解了池盐博物馆的
构成部分和七彩盐湖的发展历史，学习
了博物馆的基本知识，各类文物的历史
背景、文化内涵，以及一些讲解技巧等。
同学们认真准备、反复练习，博物馆讲解
员也给予了详细暖心的指导和鼓励。

经过前期的不断打磨，同学们正式
踏上了志愿讲解服务之旅，引领着游客
们穿越时光隧道、探寻历史奥秘。他们站
在历史文物前，如同一位位故事叙述者，
用生动的语言和丰富的表情，将运城盐
湖的由来、变化、相关文物和故事等娓娓
道来。从史前到当下、从盐的产出到盐文

化的传承、从盐湖的利用到保护，他们的
声音如同涓涓细流，温润而富有感染力，
他们时而慷慨激昂，讲述着盐古道上的
感人故事；时而轻声细语，讲述着历史的
发展和传承。他们的讲解不仅是对盐的
简单介绍，更是一次次对历史和文化的
深度解读。游客被这些生动的讲解所吸
引，仿佛置身于历史的长河中，他们或驻

足凝望、或低头沉思、或互相交流，每个
人都被这浓郁的文化氛围所感染。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志愿者们纷
纷表示，在志愿活动中收获颇丰，也很享
受与游客的对话和交流。学子们讲到，每
当穿上志愿者的衣服，站在博物馆的展
厅中，面对着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都深感荣幸与责任。作为博物馆志愿讲

解员、作为新时代青年，不仅是知识的传
递者，更是文化的桥梁，连接着历史与现
代、过去与未来。

“在向游客们介绍那些珍贵文物时，
仿佛能够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感受先
贤的智慧与情感。”学生们感慨地说。

与此同时，令同学们印象较为深刻
的是与游客的互动。游客的好奇、惊讶、
赞叹和感激，都让学生们感到满足和自
豪。有时会遇到一些对历史文化充满热
情的游客，与他们交流的过程，不仅让学
生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历史文化，也让
学生们更加热爱这份工作。

博物馆志愿讲解员的工作不仅是一
份责任，更是一份荣誉。文化旅游系学生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承和弘扬了中华
文化，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河东的历史
和文化。在广袤无垠的历史长河中，每一
位志愿者都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星，用
他们的知识和热情点亮了这片文化。同
学们的志愿行动让历史的尘埃不再沉
寂，让文化的瑰宝焕发出新的光彩。

运城学院文化旅游系有关负责人表
示，未来，将继续加强志愿讲解员队伍的
建设和培训，进一步提高志愿讲解队伍
的专业素养和服务水平。同时，也欢迎更
多志愿者加入进来，共同为传承和弘扬
河东文化贡献力量。

记者 景斌

“ 每 一 次 讲 解 ，仿 佛 穿 越 时 空 ”
——运城学院文化旅游系学子河东池盐博物馆志愿服务小记

▲演出结束后，运城市剧协戏迷协会团队合影留念，左一为张晓燕。

▲演唱会上，水袖功、辫子功等蒲剧绝技惊四座。

记者 杨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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