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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入梨园，怎知春色如许？
从暖春到初冬，许昌市戏曲艺术发展中心各展

演部演职人员的身影出现在许昌大地的不同角落，
为基层百姓送上了一场又一场精彩的戏曲演出。
在许昌这个历史悠久的“戏曲之乡”，丰厚的戏曲土
壤孕育了百年不灭的“戏曲魂”。

在繁忙的惠民演出之余，演职人员还走出许
昌，走出河南，在北京，在石家庄，在驻马店，在高规
格、高层次的展演和比赛活动中，展示着他们精湛
的表演艺术。

8 月 22 日晚，由许昌市戏曲艺术发展中心创作
的，33 年常演不衰的经典剧目《倒霉大叔的婚事》
作为“出彩河南——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中国豫
剧优秀剧目北京展演月”的参演剧目登上了北京长
安大剧院的舞台；

10 月 17 日，由许昌市戏曲艺术发展中心精心
打造的大型新编历史豫剧《灞陵桥》，经河南省文化
厅推荐，在石家庄大剧院成功参加全国梆子声腔优
秀剧目展演；

10 月 21 日、23 日，许昌市戏曲艺术发展中心排
演的大型新编历史剧豫剧《灞陵桥》和新编越调现
代戏《丑娘》，代表我市参赛“天中杯”第八届黄河戏
剧节……

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传统戏曲的发展面临着
新的机遇与挑战。许昌市戏曲艺术发展中心作为
我市戏曲事业发展的重要阵地之一，不断挖掘许昌
戏曲艺术本身的内核力量，根植传统，不断开拓，不
遗余力地做好许昌戏曲的传承与创新。

厚重沃土 孕育戏曲之魂
立足中原，厚重文化沃土，许昌的戏曲文化源

远流长。许昌素有“戏曲之乡”的美誉，戏曲历史悠
久，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重视戏曲事业的传承与
发展。

许昌戏曲可以追溯到古时的歌舞、百戏及说唱
等艺术活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文艺方针指导下，许昌戏曲事业的发展日新
月异，十分繁荣。

许昌市豫剧团的前身是新中国成立前许昌当
地的“大油梆”“二油梆”。后来，“大油梆”改为“新
许剧团”，“二油梆”改为“大众剧团”。1986 年，许
昌地区改划为市，由原来的许昌专区豫剧一团、二
团合并成的许昌地区豫剧团更名为许昌市豫剧团。

许昌市曲剧团成立于 1955 年 8 月，前身为“聚
乐轩曲剧团”。1955 年 8 月，正式定名为“许昌市曲
剧团”。半个世纪以来，许昌曲剧在老一辈艺术家
的传承和发扬下不断创新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一个
年轻、优秀的剧种，被越来越多的观众所喜爱，常年
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深受老百姓的欢迎和好评。

许昌市越调剧团创建于 1960 年。该剧团的著
名表演艺术家毛爱莲属河南八大戏曲名家之一，并
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毛派艺术”，与越调大师申凤梅
齐名。该剧团曾多次进京汇报演出，代表河南省参
加全国性的文艺赛事，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2013 年 2 月 6 日，由许昌市豫剧团、市越调剧
团、市曲剧团合并成立的许昌市戏曲艺术发展中心
举行揭牌仪式，我市戏曲事业发展站在了新的起

点。

名家辈出 传承戏曲力量
“井拔凉水又冲冲，观罢女子心高兴，这一件大

事算办成，说几句暖心话儿把她哄……”
“现在的人可真能呀，天都黑了，还在云彩眼儿

里飞嘞……”
看到这些熟悉的唱词和念白，很多人都会忍不

住会心一笑，想起“越调皇后”毛爱莲，想起“常倒
霉”任宏恩。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许昌戏曲诞生
了众多名家、名角。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许昌
更是孕育出了不少能够叫响全国的戏曲名家。

著名越调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毛爱莲是
许昌市越调剧团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有“越调
皇后”之美誉。其开创的“毛派艺术”深入人心，塑
造的戏曲角色个性鲜明、血肉丰满。毛爱莲在《白
奶奶醉酒》中塑造的“白奶奶”这一形象，达到了炉
火纯青的程度。2009 年，毛爱莲被授为第三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春风吹得人心醉——”伴随着“倒霉大叔”常
有福悠扬欢快的唱腔和幽默诙谐的表演，一幕幕改
革开放以来新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舞台上展
现。《倒霉大叔的婚事》中常有福的扮演者任宏恩曾
任许昌市豫剧团团长，是国家一级演员，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从 20 世纪 60 年代的《人欢马叫》到 80
年代的《倒霉大叔的婚事》，再到 90 年代的《我爱我
爹》，这 3 部经典作品被誉为豫剧现代戏表演艺术
的 3 个里程碑，他独具一格的表演方式，被大家所
熟知。

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张晓凤曾担任许昌市曲
剧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1958 年，她进入许昌市
曲剧团工作，师从李全录、张新芳，在继承张新芳老

师的唱腔基础上，不断创新，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
格。从艺 60 多年来，她演出了大量的古装戏、现代
戏，代表剧目有《泪洒相思地》《春江月》《清风亭》

《李豁子离婚》等。
一个又一个经典角色，一段又一段经典唱腔，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许昌戏曲发展史中，毛爱莲、
任宏恩、艾立、张晓凤等名家，在越调、豫剧、曲剧等
不同曲种上，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如今，在许昌市
戏曲艺术发展中心的引导下，以师带徒、以戏带教
或开办培训班等各项带徒传艺活动正在紧锣密鼓
地进行。

作品说话 开拓艺术领地
于地方戏而言，继承是基础，发展是生命。许

昌戏曲辉煌的发展历史深刻说明了只有用好好的
剧目，才能使戏曲的发展充满生命力。

豫剧也叫“河南梆子”，唱腔激昂、粗犷、高亢。
桑振君、任宏恩、汤玉英、艾立等豫剧名家深受戏迷
喜爱，经典剧目《白莲花》《下陈州》曾赴京演出。《倒
霉大叔的婚事》《清水湾》《颍河骄子》等剧目分别获
得国家级、省级各项大赛的金奖、银奖及河南省精
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越调又称“四股弦”，申派（豪放派）艺术创始人
申凤梅、毛派（婉约派）艺术创始人毛爱莲在全省乃
至全国都拥有数量庞大的“粉丝团”。越调经典剧
目有《火焚绣楼》《李双喜借粮》《无佞府》《卖箩筐》

《夫妻俩》《沙家浜》《白奶奶醉酒》等。许昌越调已
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曲剧也称“高跷曲”“曲子戏”，20 世纪 50 年代
改为“曲剧”，唱腔以真嗓为主、假嗓为辅，真、假嗓
结合，缠绵悠扬，抒情性强，生活气息浓烈，深受群
众喜爱。曲剧经典剧目有《洛阳令》《花亭会》《一笔

贷款》《逼婚》《无名草》等。
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许昌市戏曲艺术发展中

心不断扩展，在传统剧目的基础上，又打造了众多
经典的剧目。

许昌市戏曲艺术发展中心豫剧部排演的大型
新编历史剧豫剧《灞陵桥》以独特的视角，通过土山
之邀、面君拜将、白马之战、皇嫂误解、抚琴吟诗、河
边谈心、灞陵惜别等场景把曹操和关羽曲折复杂、
矛盾交织的内心世界生动地展示出来，塑造出崭新
的人物形象，歌颂了曹操的仁德、爱才和关羽忠义、
诚信的道德精神，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该剧创排
后参加两次大赛，获许昌市戏剧大赛金奖、2017 年
第十四届河南省戏剧大赛“河南文华大奖”。经河
南省文化厅推荐，《灞陵桥》又入选全国梆子声腔优
秀剧目展演，剧中人物曹操的扮演者黄力杨也被特
邀参加开幕式演出。

该剧中曹操的角色由许昌市戏曲艺术发展中
心主任黄力杨扮演。为了演好这个角色，黄力杨大
量搜集与曹操有关的历史资料、民间传说等，从不
同的角度理解曹操。黄力杨还从其他戏曲名家塑
造的曹操形象中仔细揣摩，力图展现自身特色。在

《灞陵桥》一剧中，黄力杨努力把握曹操的情感波动
和内心感受。剧中灞陵桥畔辞别关羽一幕，曹操深
情注视着关羽离去的背影，心生无限惋惜。他对手
下将士说：“众将！关羽不贪金钱，不恋爵禄，心怀
忠义，不忘誓言，乃大丈夫也，汝等皆当如此！”这段
表演层层递进，引人入胜，让观众不由地走进曹操
的内心世界。

许昌市戏曲艺术发展中心越调部排演的新编
大型越调现代戏《丑娘》讲述了生活在中原贫困山
区的母子俩悲欢离合的故事。该剧先后获得了
2018 年度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保护资金扶
持、2018 年度河南省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专项
资金扶持等。

许昌市戏曲艺术发展中心曲剧部创排的大型
曲剧现代戏《好儿媳》以弘扬传统美德、孝老敬老为
主题，旨在鞭打假恶丑，歌颂真善美，塑造贤良孝顺
的好儿媳田草形象，呼唤优秀传统文化回归。该剧
获得第七届“黄河杯”大赛银奖。

近年来，我市戏曲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紧紧围绕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唱响主旋律。一方面歌颂时代精神，我市戏曲
工作者先后创作了反映时代楷模先进事迹的《燕振
昌》，打造青山绿水体裁的《清水湾》，倡导文明新风
的《好儿媳》《憾天情》《丑娘》，反映新农村风貌的

《梨花寨》，表现民生工程的《柿子红了》，扶贫体裁
的《百花谷》等大型现代戏剧；另一方面弘扬传统文
化，先后创排了《灞陵桥》《后汉风云》《智审荀俯案》

《曹操与蓝莺儿》等传统戏剧。
“许昌戏曲的发展源自党的好政策，源自我们

坚持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文化自信。正是由
于老艺术家们德艺双馨的精神引领，新一代演职人
员的团结一心，才赢得了众多剧目在舞台上的完美
呈现，也正是这份拼搏、坚持和毅力，才使得‘许昌
戏曲人’战胜困难，不忘初心、砥砺前行。”黄力杨表
示。

梨 园 春 色 无 限 好
——许昌市戏曲艺术发展中心发展侧记

本报记者 王增阳

结识邵卫，不是通过他做的菜，而是敬
佩这位在餐饮行业浸淫 30 余年的老牌儿厨
师对饮食文化烂熟于心。认识邵卫，是通
过他的一部中篇小说《工农兵饭店》。

工农兵饭店对于老许昌人来说，是一
个时代的饮食记忆，而对于邵卫来说，这是
他职业生涯的开始。1980 年，18 岁的邵卫
参加工作，在工农兵饭店盛豆腐汤。“后来，
我还卖过饭票，做过水饺。生意好的时候，
单是做饺子皮儿一天就能用掉 4 袋面。”邵
卫说，后来他被调往市饮食公司，负责整理

《饮食地方志》，开始与文字打交道。
“那时候，我们整理地方志，很多地方都

去过，采访老厨师和有名的饭店。我们到长
垣县想采访刘国正师傅，他是我省的一位名
厨，由他口述，别人执笔，形成了约 50万字的

《中餐纲目》，介绍了 1057 种菜点的制作方
法，后更名为《中餐食谱》。不过，那时候他
已经去世多年，我们没能采访到他。后来，
我们又去采访了秦敬石师傅，他告诉我可以
把饭店的故事写成小说。”邵卫说，当时他跟
着一个叫李玉文的同事一同前往，她是公司
的笔杆子，文字功底很好，自己跟着她学到
了不少知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邵卫调往许昌地
区供销社饮食服务科，主要从事农村地区
饮食人才的职称考核、评定等行业管理工
作，穿梭于许昌地区的各个县区。后来，供
销社成立农村饮食服务公司，邵卫负责业
务，去过西北，闯过东北，也曾南下采集食
材 ，很 多 俗 语 都 是 在 谈 生 意 的 时 候 学 到
的。20 世纪 90 年代初，邵卫选择停薪留职，
自主创业，他前后开过 7 家饭店，当过星级
酒店的总经理，也在农家乐、生态农庄等不
同的地方工作过。

“我对豫菜有着深入的了解，如果说有
什么经验的话，也都是失败的经验。”邵卫
笑言，他都是从一次又一次失败的经历中
总结出来的。在邵卫看来，豫菜难以“走出
去”的一大原因，就是缺乏独特的天然食
材，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豫菜的发展；另
一个原因是厨师队伍文化程度相对较低，
不少从事豫菜的厨师眼界狭窄，不与时俱

进。
“就许昌来说，成功的豫菜饭店不多，

能让人印象深刻的更是寥寥无几。其实，
许昌也曾拥有在全国知名的名厨和名菜。
李彦宾师傅的‘活鱼活吃’，河南省饮食界
一致认同这是许昌的代表菜。这道菜被选
入 河 南 省 商 业 技 工 学 院 的 教 材 ，值 得 自
豪。张名顺师傅的‘菊花白菜’被《中国名
菜谱·河南篇》登载，也是值得庆贺的。许
昌的豫菜前辈厨师有李彦宾、张大昌、牛聚
银、张名顺、朱兆德、刘文甫、许建发、彭国
安等。”邵卫说。

“也许会有人疑惑，我这一个厨子，怎
么拿起笔杆子写起文章来了，其实从年少
时期，我就喜欢文学。”邵卫说，少年时期，
他看连环画《鸡毛信》，被海娃的故事吸引，
后来还看了《战地红缨》《艳阳天》等小说。

“文革”结束后，邵卫在市区老工人文化宫
附近的阅报栏看《文汇报》，读到了卢新华
创作的短篇小说《伤痕》，这篇文章在邵卫
的心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他久久不能
平静。

1978 年，《人民文学》杂志刊登了一期
小说专刊，在这本全国知名的文学期刊上，
邵卫读到了贾平凹的《满月儿》，读到了贾
大 山 的《取 经》，读 到 了 刘 心 武 的《班 主
任》。自此，邵卫习惯性地开始阅读。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他就开始订阅《小说选
刊》等文学杂志。

“前段时间，《小说选刊》举办‘改革开
放 40 年最有影响力小说评选’。我虽然称
不上业余作者，但是以读者的身份，也有不
少喜欢的小说篇目。短篇小说有《哦，香
雪》《受戒》，中篇小说有《蒲柳人家》《玉米》

《三寸金莲》《人生》，长篇小说有《许茂和他
的女儿们》《尘埃落定》《芙蓉镇》等。我最
喜爱的作家是史铁生、阿来和毕飞宇，最喜
爱的女作家是铁凝、王安忆、迟子建，我最
喜爱的河南籍作家是刘庆邦，最爱读河南
人写的小说是《黑娃照相》。”邵卫说。

读 小 说 、品 文 学 ，邵 卫 却 极 少 自 己 下
笔 。 真 正 开 始 动 笔 写 文 章 ，源 于 一 次 偶
遇。“2016 年夏天，我在家照顾老父亲。有

一天在外边乘凉的时候，有一个老太太认
出了我，叫我的名字。后来她说起工农兵
饭店，我才意识到，她是我当年的同事。我
们聊了很多往事。回到家，我感觉有必要
把那些故事写出来。”邵卫说，他用了 4 个月
的时间，写出了《工农兵饭店》。

文章以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公有制食
堂工农兵饭店的变迁为主线，以年轻的主
人公乔卫星在不情愿的心态下进入饭店学
厨的经历为主要内容，在轻松诙谐的语调
中，将众多饮食知识贯穿其中，描写了工农
兵食堂在那个大背景下，厨师、食客、学徒
等不同角色形形色色的生活百态。

邵卫在行文之时，各种有趣的时代描
述信手拈来。如作者写到主人公乔卫星去
看电影的情节。“有次我逃学去看阿尔巴尼
亚影片《战斗的早晨》，挤了半天队，书包带
都挤断了，幸好，鞋没踩丢，才买到一张第
二排的座号。电影看下来，头仰得跟鬼子
兵似的目空一切。”写到帮厨瘸子勾把蒸笼
烧着了，崔师傅骂道“龟孙，真能烧火呀！
火焰山也是你小子点着的吧。”邵卫以他自
身的工作和生活体验，为读者描绘了一幅
在大时代背景下的生活画面，让人感受到
时代风云变迁中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和百态
人生。

这篇文章刊发在了许昌市文联主办的
刊物《原野》的头题上，反响很好。两年的
时间里，邵卫写了 14 万字的小说。他写的

《火车驶过许州城》以市区铁西街、铁东街
附近区域为故事发生地，写的《把天烧个
亮》《枪杀邬挺生》围绕 20 世纪初许昌英美
烟草公司发生的一桩桩往事为背景，突出
描写了许昌悠久的烟草文化。

“ 感 谢 生 活 ，生 活 虽 没 有 给 我 带 来 地
位、家财，但生活赋予了我良好的心态，为
我提供了充足的创作素材。在文学的世界
里，我获得了内心的平静和满足，通过阅读
感受到了这个五味俱全的多彩世界。文字
的魅力滋润了我的心田，也照亮了我的文
学创作之路。”邵卫说，如今他工作、阅读、
写作、照顾老母，享受着生活带给他的每一
种滋味。

一 个 厨 师 的 文 学 梦
本报记者 王增阳

本报讯（记者 王增阳 通讯员 李彩）
日前，记者从市文化部门获悉，国家文物
局近日评审通过了《灵井“许昌人”遗址保
护规划》（文物保函〔2018〕1453 号）。与
遗址保护规划同步推进的灵井“许昌人”
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编制工作和遗址保护
利用设施建设项目也正在加快进行。

灵井“许昌人”遗址是我国最重要的
古人类文化遗址之一，因 2007 年 12 月首
次发现并被命名为“许昌人”1号头盖骨化
石的出土而名扬内外。截至目前，我市共
发现了 45 件距今 12.5 万年至 10.5 万年的
古人类头骨化石，分属 5 个不同的人类个
体。2017 年 3 月，灵井“许昌人”最新研究
成果《中国·许昌出土晚更新世古人类头
骨研究》在世界顶尖学术期刊美国《科学》
杂志上发表。“许昌人”的发现与研究，先
后荣获“2007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7 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等称号。
灵井“许昌人”遗址保护规划是遗

址 保 护 利 用 管 理 的 根 本 遵 循 ， 也 是 规
划、申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实施保护
展示项目的基础和前提。自去年开始编
制以来，我市紧密结合遗址实际和灵井

“许昌人”遗址考古勘探、发掘成果，数
次进行实地调研、征求国内有关专家意
见，几经修改完善，2018 年 8 月经省文
物局组织专家评审全票通过，11 月 15 日
国家文物局下达批准意见，目前正在按
照国家文物局评审意见进行修改，进一
步完善并经省文物局核准后，将按程序
报省政府核准公布。

灵井“许昌人”考古遗址公园 2017 年
被列入河南省首批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名
录，是我市着力打造的重大文化工程，在
省文物局和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目前正按照市委常委会议提出的“市里牵
头，高质量规划”的要求进行考古遗址公
园规划编制工作。在两大规划编制报批
过程中，我市文物部门积极谋划了灵井

“许昌人”遗址保护利用设施建设项目。
该项目处在遗址的考古发掘区，既是遗
址核心区的保护展示工程，又是考古遗
址 公 园 的 一 个 重 要 节 点 项 目 。 该 项 目
2017 年由国家发改委批准列入中央预算
内投资计划并给予专项资金补助 360 万
元，2018 年 2 月国家文物局批准了项目
设计方案。

目前，该项目正在加紧施工，已完成
地表清理和基桩工作，正在进行地基处
理，展示棚钢结构的场外加工也在同步进
行，预计明年 5 月将全面建成。届时，该
项目将极大地改善灵井“许昌人”遗址的
保护环境和展示效果，成为我市文化遗产
保护利用工作的新亮点。

我市加快推进灵井
“许昌人”考古遗址公园

规划建设

本报讯（记者 寇旭静 通讯
员 徐婷）近日，由建安区教育体
育局主办、建安区青少年学生校
外活动中心承办、建安区一高协
办的建安区首届青少年田径运
动会圆满落幕。

据了解，本次赛事是建安区
系列体育运动赛事之一，也是建
安区撤县设区后的首届青少年
田径运动会。赛事分为高中组、
初中组和小学组 3 个组别，共设
32 个 比 赛 项 目 ，其 中 包 括 田 径
100 米 、200 米 等 竞 赛 项 目 和 跳
高、跳远、铅球等田赛项目。

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来
自该区乡镇中心学校、区直学校
的 21 支代表队共计 394 名体育
健儿进行了为期 3 天的激烈比
赛，并决出奖项，建安区一高、建
安区二高、建安区三高获得高中
组总积分前三名；建安区第一实
验学校、椹涧乡一中、建安区一
高初中部斩获初中组总积分前
三名；建安区第一实验学校小学
部、建安区实验中学小学部和榆
林乡中心小学分别获得小学组
总积分的前三名。值得一提的
是，在男子高中组田径 100 米决
赛中建安区一高的苏嘉朝跑出

了 10 秒 70 的成绩，达到国家一
级运动员标准；闫嘉兴以 11 秒
20 的比赛成绩，达到国家二级运
动员标准。

建安区教育体育局副局长
马军伟表示，本次运动会的成功
举办，不仅充分展示了建安区中
小学生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和
竞技体育运动水平，而且推动了
体育后备人才建设、校园阳光体
育运动的广泛开展，促进了青少
年身体素质和竞技体育水平的
不断提高。

据悉，近年来，建安区教育
体育局在建安区委、区政府的正
确领导下，持续加大中小学体育
硬件设施投入力度，不断加强体
育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全面深化
体育教学改革，大力开展中小学
阳光体育活动，积极筹办各项体
育赛事，进一步推动了建安区体
育事业的繁荣发展。

建 安 区 首 届 青 少 年
田径运动会圆满落幕

本 报 讯（记 者 寇 旭 静 通 讯 员 王 晓
卫）近日，由许昌市足球协会和河南正通
集团联合主办、河南骄骧体育发展有限公
司承办的 2018 年“正通杯”十一人制、八
人制足球联赛开幕式在魏都实验学校举
行，标志着本次比赛正式拉开帷幕。

来自各县（市、区）的 24 支球队、300
多名参赛队员秉承“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的比赛宗旨参加了开幕式，魏都区的球员
代表及裁判员代表在开幕式上依次宣誓，
保证本次比赛公平公正。

开幕式结束后，伴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
响，河南正通汽贸队和长葛雄鹰队率先展开
比赛。参赛选手精神饱满，积极发扬团队作
战精神，不但展现了不俗的脚法，而且展现
了健康向上、斗志昂扬的精神风貌。经过两
个小时的激烈对决，河南正通汽贸队以6比0
的成绩获得首场比赛的胜利。

许昌市足球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本
次比赛采取双循环赛+淘汰赛制，赛事在
每周六、周日进行，赛程预计 7周。

据悉，为进一步扩大足球运动的影响
力，推动我市足球运动的广泛开展，许昌
市足球协会自 2016 年开始承办“正通杯”
足球赛，目前已经成功举办 3届。

2018年“正通杯”
足球联赛开赛

图为豫剧《灞陵桥》关羽辞别曹操的场景 王克 摄

图为体育健儿正在进行比赛 寇旭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