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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向奔赴

24 岁的凤翔西府曲子传

承人张志龙五次登上央视，

将家乡的曲子唱给全国观众

听 ；“90 后”宝鸡秦腔小旦都

盼盼把无悔青春献给戏曲艺

术 ；“80 后”宝鸡汉服社负责

人白静掀起汉服热潮，尽显

古韵风华……

在宝鸡，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的接力棒正在交给青

年一代。他们用年轻的思维、

年轻的方式，在传统文化的传

承与创新、继承与发展中演绎

出新篇章，让激情、奋进的青

春，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韵之

美“双向奔赴”。

新潮古韵碰撞火花 
10 月 5 日晚，在央视综

艺频道《我爱满堂彩》栏目中，

来自我市凤翔区糜杆桥镇西

白村的西府曲子第七代传承

人张志龙，与 6 位村民闪亮登

场，为全国观众带来一曲精彩

的《秋游凤翔》，展示了西府曲

子之美，并赢得一片掌声。这

已经是宝鸡西府曲子第五次

登上央视了。

“能被央视邀请，我们都

特别兴奋，同时也很紧张，面

对全国观众的期待，我们必须

拿出最好的状态，展示咱们宝

鸡的地方文化。”张志龙是这

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节目

现场，在他的带领下，村民们

以最饱满的精神状态、最专业

的表演水准获得满堂彩。仅仅

五六分钟的舞台展示，张志龙

就让观众在欣赏西府曲子之

美的同时，还了解了凤翔

泥塑、马勺脸谱、土织布、

刺绣、草编、剪纸和木版

年画等本土非遗文化。

刚刚过去的中秋

国庆假期，宝鸡汉服社

的成员们连着参加了

5 场文化活动。宝鸡汉

服社负责人白静特意

推出李白、贵妃两个经典

的古代角色，在西府老街、

茵香水镇和宝鸡高新区等地

与观众对诗、互动，让人穿越

回那个一眼千年、古韵风华的

大唐盛世，沉浸式感受传统文

化的独特魅力。

市戏曲剧院里，十余名

“90 后”演员正在加紧练功，

为新创作的戏曲进行细致排

练，唱念做打间，演绎出喜怒

哀乐、人间百态。“现在喜欢戏

曲的年轻人也不少呢。台上一

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必须

学好老一辈传授的专业能力，

还要突出个人特点来进行演

绎，让戏曲被更多人所喜爱。”

剧院演员都盼盼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需要

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

时俱进、勇于创新。青年一代正

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热情来拥抱

传统文化、诠释传统文化。新潮

与古韵碰撞出的火花，为文化

的传承注入更多活力。

守正创新破茧成蝶 

张志龙告诉记者，他自小

就热爱西府曲子，这种乡音乡

韵是刻在骨子里的。随着村子

老一辈艺人年龄越来越大，这

种民间曲艺也缺乏标准化的曲

谱，如果年轻人不接力，这项非

遗就面临失传。“我伯父张耀飞

是第六代传承人，是他召集一

批曲友，组建了十余人的表演

班社。”张志龙介绍说，伯父年

龄大了，于是特意让学过音乐

的他当上了西府曲子第七代传

承人。土生土长的张志龙认为，

传承这种民间曲艺，作为年轻

人的他肩负重任。

当问到扎根家乡做民间文

化传播者的原因，张志龙坚定

地说：“西府曲子是一座未开

发、待开发的宝藏。家乡老一辈

人在艰苦年代还能不丢手中的

乐器，不忘哼唱的曲调，在劳动

后、农闲时，通过演唱来苦中作

乐，那是一种多么豁达的精神。

他们老了，不能让他们对曲艺

的传承有所担忧，我必须要把

家乡的文化留下来、传出去。”

张志龙守住了老腔调，换上新

唱词，加上舞台艺术化，在守正

创新中，上演了一出宝鸡乡村

民俗的立体表演秀。

“在新一代青年眼中，国潮

国风不再是老气、传统的符号，

更是一种文化浪潮、一种新鲜

的生活方式，甚至是自我的表

达。”白静告诉记者，从2004年

第一次接触汉服，到参加首届

中国华服日活动，她痴爱的不

仅仅是汉服的华美，更多的则

是汉服背后的中华文化。

2018 年，白静成立了宝鸡

第一家汉服社，成员从最初的

30 多人到如今的上千人，组织

参与过数百次公益文化活动，

为传播汉服文化、周礼文化作

出了很大努力。“从最初大家

的不理解、异样的眼光，到如

今大家对汉服的欣赏赞美和

对文化的探索求知，会让我觉

得很有成就感，也让我更加热

爱家乡，更有自信去做汉服文

化的推广者。”白静说。

都盼盼也说，曾有一段时

间，随着老一辈戏曲表演艺术

家逐渐淡出舞台，面对观众对

年轻演员不认可、观众大幅度

减少的尴尬场面，剧院的十余

名年轻演员感觉心很凉。大家

很快调整好心态，相互鼓励，为

扭转秦腔的尴尬境地，大家依

然坚守舞台，坚持练功排戏。

“我们早上5点就开始练功，有

时深夜12点还守在练功房，有

些演员不得已还带着孩子一起

来，孩子睡着了，妈妈还在一遍

又一遍地练……”说到那段时

间，都盼盼的声音有些哽咽。

“好在剧团很快从引渭渠

边搬到了经二路上，硬件设施

都有了很大提升，大家练功的

劲头也更足了，加上近年来剧

团不断推陈出新，创排了一系

列新戏佳作，让年轻人有了更

多展示的机会。有了扎实的基

本功，再加上好剧的加分，我们

年轻演员也得到了观众的广泛

认可。”都盼盼开心地说，如今，

在下基层的惠民演出中，或是

剧团的登台表演，场下观众总

是爆满，大家的喝彩声、叫好声

永远是给予他们的最大鼓励。

 坚守热爱传承文化
不论是传承家乡曲艺的

张志龙，还是汉服文化的助推

者白静，抑或是戏曲表演者都

盼盼，他们之所以愿意深耕各

自的艺术领域，让传统文化大

放异彩，无一例外都是缘于个

人的无比喜爱和对家乡的深

沉热爱。

都盼盼从小向往演员的漂

亮服饰和装扮，长大后学习专

业戏曲表演，一转眼进入剧院

已有 16个年头。她直言，宝鸡

人勤劳朴素，祖祖辈辈在西府

大地上辛勤耕耘，戏曲是人的

精神寄托。它不只是老一辈人

的“心头好”，更是当下年轻人

了解传统文化的窗口。同时，戏

曲也有教化人的功能，那份“咿

咿呀呀”的婉转低吟、霓裳折扇

间的回眸一笑、家国大义中的

慷慨凛然，都能让人沉醉其中。

市戏曲剧院院长邰凯丰

也表示，戏曲艺术的传承需要

新一代青年演员的接力，青年

演员需要展示的舞台，传统戏

曲也需要注入新生代的活力。

有戏才有表演舞台。近年来，

他们加大力度，创排出一系列

历史剧、红色题材剧、廉政剧

等，获得了广大戏迷的好评，

也让年轻演员有了更多施展

才华的空间。不仅如此，他们

还评选出青年演员郭卫华、张

璐等新一代“小五朵金花”，让

年轻人在接力文化传承上有

了更大的信心和动力。

在传承文化方面，这些年

轻人除了运用新媒体创新传播

手段之外，还开展了非遗进校

园、文化讲座进校园等活动，在

孩子们心中种下传统文化的种

子。张志龙说，他们多次到附近

的镇村小学，表演西府曲子、讲

解民俗文化，为孩子们铺设了

一条艺术之路。目前，他们已经

发现了多个很有天赋的孩子，

也开始加大对孩子们的学习引

导和培养。“西府曲子唱的其实

也是一种情怀，它的魅力还在

于能把老一辈人拉回到曾经生

活过的岁月，让四五十岁的人

回到童年的记忆中，给孩子和

年轻人展现一个他们不曾见过

的场景。”张志龙总结道。

白静说：“我们也多次将

汉服文化讲座送进校园，在金

陵小学、高新一小、凤师实验

小学等，让孩子们了解咱们的

周礼文化、汉服文化，孩子们

都特别开心。”

如今，“中国风”劲吹，国

风大热，传统文化在青少年群

体中受到热捧，反映出当代年

轻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更加喜

爱、更加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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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与古韵
——走近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鸡年轻人

本报记者 罗琴

白静（左六）和宝鸡汉服社的成员正在举行活动

张志龙在央视演出（视频截图）

凤翔西白村西府曲子班演出登上央视

汉服文化进校园活动一瞥

青年戏曲演员都盼盼正在排练

都盼盼在舞台上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