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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我市发出了“看中国，来
宝鸡”全国文旅网络微短剧剧本征
集启事，征集故事背景在宝鸡的短
剧本。近两年，全国网络短剧持续火
爆，以新、奇、快的故事吸引观众并
赢得市场。宝鸡历史故事丰富，当今
的都市故事也很多。艺术创作者不
妨乘着这股东风，用短剧助力我市
讲好宝鸡故事。 

网络短剧剧情铺垫少、反转多、故
事点密集，以手机小屏幕、竖屏方式播
放，单集时长从几十秒到 10 分钟左右
不等。近年来，网络短剧在各大社交平
台呈现出了迅猛的发展趋势。有报告
显示，2023 年中国网络短剧市场规模
相当可观，甚至一些海外观众也加入
了追短剧的队伍。 

短剧作为时下的新事物，在火爆
“出圈”的同时，部分网络短剧存在制
作水平参差不齐、故事同质化严重等
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短剧中
不乏《逃出大英博物馆》 《拜托啦奶
奶》等立意深远的短剧。从野蛮生长
到精品化，短剧也需要通过一定量的
积累、一定时间的发展、一定时期的

“过滤”，去糙留优，做出精品，这样才
能吸引大量高黏性的用户群体。   

宝鸡历史故事繁多，其中不乏好
看、有趣又充满正能量的故事。例如爱
情故事中有“乘龙快婿”，说的是先秦
时期，秦国公主弄玉与才子萧史的浪
漫。剧情反转的故事有“虞芮之讼”，说
的是先周时期，虞、芮两个诸侯国国
君，为争夺一块土地互不相让，于是，
来到周原找周文王评理，结果却被西
岐农夫的互谦所感化，深感惭愧。还有

“秦襄公孤勇崛起”“申包胥哭秦庭”等
很多可供短剧挖掘的故事。 

近段时间，宝鸡的联盟大桥、辣子
火锅持续“出圈”，在线上、线下颇受关
注，这是宝鸡作为宜居城市的一个方
面的反映。在这座生活便利、文化深厚
的城市中，每天都在上演很多有趣的
故事，这些故事也可成为短剧素材。 

我们期待，以宝鸡故事为背景的
优秀网络短剧不断涌现，一起助力宣
传美丽宝鸡，把宝鸡故事传播得更远
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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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素问》记

述了黄帝和岐伯关于酒的

一段对话。黄帝问曰:“为

五谷汤液及醪醅奈何？”

岐伯曰：“必以稻米，炊以

稻薪，稻米则宛，稻薪者

坚。”这是关于酒的最早记

载。黄帝与岐伯的对话，说

明新石器时代古雍大地已

经有了酒的出现。 

汉 代 刘 安 的《 淮 南

子·说林训》中记载：清醠

之美，始于耒耜。意思是美

味的清酒，是从种地翻土

的农具耒耜开始的。当时，

有了农具的出现，农业生

产得以更好发展，粮食产

量增加，提供了造酒的物

质基础。同时，宝鸡北首

岭、横水河、马道口等仰韶

文化遗址都出土大量的陶

器、陶片，用火烧制的陶器

也是远古时代造酒的生产

条件。

此外，神农炎帝是上

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

生于姜水( 一说是今宝鸡

市渭滨区的清姜河，一说

是今宝鸡市岐山县的岐水)，神农耕

而作陶，陶以盛酒。古代酿酒的两个

条件均为炎帝部落所创，炎帝神农

氏造酒的传说顺理成章。因此，西凤

酒出于古雍州即出于炎帝所创，白

酒之源当之无愧。        （李一珂）

乘短剧“东风”
宣传宝鸡

麻雪

西凤故事

宝鸡大戏

本报记者 祝嘉

唱响宝鸡故事
“社稷安危责任重，怎负先祖

众黎民。身居司寇护国本，风雨荡

涤召邑村。”4 月 5 日晚，岐山县

剧团原创秦腔大戏《甘棠清风》在

岐山县凤鸣镇召亭村上演。舞台

上，须生演员付定国唱腔浑厚、念

白铿锵，将召公清廉为政、秉公执

法的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

西周初期，召公正是在召亭

村的甘棠树下受理诉讼，而召亭

村也因此成为“甘棠清风”的发源

地。2019 年，岐山县剧团根据召

公相关史料和传说，推出新编大

型秦腔廉政历史剧《甘棠清风》，

以戏曲的形式唱响宝鸡故事、弘

扬甘棠清风。

近年来，我市市县两级院团

深入挖掘本土资源，创作推出了

一大批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观

赏性的戏曲精品佳作，在丰富舞

台剧目的同时，也为地域文化的

传承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深耕乡土  挖掘文化遗珍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

浒，至于岐下。”三千多年前，周人

扶老携幼、跋山涉水，来到岐山脚

下定居繁衍。这里不仅肇启了强盛

的西周王朝，也孕育了灿烂的礼乐

文明，而流传至今的典故和传说，

为戏曲创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

源。“作为本地剧团，理应拿出一部

反映岐山历史文化的大戏。”岐山

县剧团团长郭君芳说，“往小里说，

这是我们剧团的发展需要；往大里

说，这也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责任

使然。”经过两年多的创作和排练，

2019 年 11 月 27 日晚，《甘棠清风》

在岐山大剧院首演，精彩的剧情

加上精湛的表演，令全场观众耳

目一新、交口称赞。2020 年 10 月

4 日晚，《甘棠清风》亮相第九届

陕西省艺术节，受到专家和同行

的一致肯定和好评。随后，该剧又

作为廉政教育文艺作品在岐山巡

演并在西安展演，以秦腔为载体

讲述廉政故事、传播廉洁文化。岐

山县凤鸣镇干部黄斌看过后说 ：

“《甘棠清风》让我以家乡悠久的廉

政之风为荣，激励我在工作中严于

律己、奋发有为。”

近年来，我市各级院团创作推

出了一批脍炙人口的戏曲作品，从

2011 年的《苏若兰》，到 2023 年的

《铁胆御史》，绝大多数都取材于西

府乡土，有着显著的地域特色和人

文风情，以及与众不同的真实感、

厚重感、新鲜感、亲切感。其中，《苏

若兰》《班超》《天地粮仓》《清水弯

弯》《望鲁台》《喜铃》《甘棠清风》

《吴山恩缘》《周原儿女》《铁胆御

史》等先后登上陕西省艺术节的舞

台，赢得了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

位于陈仓区西部的吴山自古

便是历史文化名山，如今又以险

峻和秀美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

胜地。陈仓区的宝鸡市西秦新声

剧团搜集整理吴山相关素材，创

作推出了大型秦腔历史剧《吴山

恩缘》。该剧以吴山为背景，结合

了当地的历史和传说，围绕一个

“恩”字谱写了大仁大爱的壮丽诗

篇。剧团团长马小课说 ：“乡土文

化是艺术创作的‘富矿’，为我们

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而我们

要做的就是俯下身来，认真分辨、

采撷其中的闪光点，‘千淘万漉虽

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突出亮点  打造艺术瑰宝
正如马小课所言，从矿到金，

是需要淘漉的，而从素材到剧本，

也是需要加工的。即使再著名的

人物、再经典的故事，也需要艺术

的打磨和雕琢，才能更好地呈现

在舞台上。

东汉军事家、外交家班超，

是宝鸡历史上一个响当当的人

物。他胸怀大志，为实现理想，毅

然投笔从戎、参军报国，从一介

书吏转身戍边大将，出使和镇守

西域 31 年，成为开拓和维护汉

朝与西域关系的和平使者。史书

上不乏关于班超的记载，小说里

也屡见关于班超的情节，但其人

其事依然值得重现在舞台上。然

而，照搬照抄则难免雷同，平铺

直叙亦缺乏趣味，于是，宝鸡市

戏曲剧院决定舍弃班超“摔笔参

军”的典故，转而从他戍边 15 年

以后起笔，浓墨重彩地书写他在

安定民族、复兴商道方面的贡

献。这样的处理，展现了班超不

同于一般文人和武士的长远目

光与广阔胸襟，使整部作品在保

持深厚底蕴的同时，有了更为丰

富的现实内涵。

2014 年 9 月 25 日晚，宝鸡

市戏曲剧院创排的大型秦腔历

史剧《班超》在市工人文化宫首

演，壮怀激烈的报国之志、荡气

回肠的父子之情，生动展现了班

超波澜壮阔的一生。该剧荣获当

年第七届陕西省艺术节优秀剧

目奖。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是北宋思想家、教育家张载的

著名格言，体现着这位曾在眉县

横渠治学的大儒崇高的人生追

求和执政理念。然而，如何将这

深邃的“横渠四句”以及张载的

人物形象丰满鲜活地呈现在舞

台之上？

为此，陕西西路秦声剧院特

邀我市著名剧作家汪玉全和国家

一级编剧、西安易俗社原社长冀

福记联手共创剧本，命名《天地粮

仓》。全剧以张载在陕西云岩（今

宜川）任县令时赈济灾民的史实

为背景，讲述了张载以仁心大义

智斗贪官、勇违上命，开启皇仓救

助百姓的故事。这样极具冲突感

和紧张感的叙事，增强了全剧的

吸引力和感染力，也为张载的思

想找到了具体的载体，使观众更

加深刻地感受到张载的民本主张

和济世情怀。

该 剧 于 2014 年 创 作 推 出

后，不仅获得第七届陕西省艺术

节优秀剧目奖、优秀编剧奖，还

登上了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的

舞台。著名戏剧评论家梧桐说 ：

“《天地粮仓》将张载的故事以秦

腔的形式呈现在舞台上，正是他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

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精神

的传承和弘扬。”

创新题材  映照时代风华
传统戏曲舞台上，忠臣良将

的形象屡见不鲜，才子佳人的身

影层出不穷，然而时过境迁，曾经

的经典无论如何复制和模仿，始

终是难以超越的。这对今天戏曲

创作而言，既提出了挑战，也留下

了空间。

细数近年来我市的原创戏曲

作品，既有《苏若兰》《班超》《天地

粮仓》《望鲁台》《甘棠清风》《吴

山恩缘》《铁胆御史》这样的历史

剧，也有《清水弯弯》《杨佩侃》《喜

铃》《周原儿女》这样的现代剧，其

中，历史剧并非单纯地复述历史，

而是巧妙地融入了爱国、恤民、尊

师等具有现实意义的主题，让观

众在欣赏剧情的同时，感受到强

烈的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得

历史故事焕发出新的价值。而现

代剧则更为直观地展现了生态环

保、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当代社

会的风采与成就。这些剧目关注

社会变化、聚焦民生热点，让观众

感受到浓厚的时代气息，并汲取

到澎湃的奋进力量。

宝鸡市戏曲剧院 2017 年创排

的新编眉户剧《清水弯弯》，是该

院近年来推出的首部现代剧，该

剧由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会员、千

阳县农民编剧朱维创作剧本，讲

述了清水湾村村委会主任王宝在

招商中，因不愿为眼前利益引入

污染企业而发生的一系列有趣而

感人的故事，以小见大地反映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

理念。时任剧院院长仝凤琴在谈

到剧种选择时说 ：“相比秦腔的

高亢豪放、雄浑激昂，眉户戏更加

细腻委婉、优美柔和，也更适合承

载生态环保这一主题。”该剧最终

获得第八届陕西省艺术节文华剧

目奖。

由扶风县文化馆、陕西明星

演艺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推出的新

编秦腔廉政历史剧《铁胆御史》是

最近一部登上陕西省艺术节舞台

的秦腔剧目。该剧以明代扶风籍

监察御史王纶为主角，生动地展现

了他不畏强权、坚守正义的历史故

事，讴歌了秉公执法、铁面无私的

正气清风，不仅成为一部精彩的秦

腔佳作，更堪称一本生动的廉政教

材。扶风县纪委监委将其作为廉洁

文化建设重点内容，在全县范围推

广展示，让更多人从中了解历史知

识、接受廉政教育。

回眸这些原创戏曲作品，展

现了宝鸡深厚的人文底蕴和鲜明

的时代特色，不仅是我市文艺创

作持续繁荣的缩影，更是宝鸡文

化软实力不断提升的见证。我们

期待，未来能有更多戏曲佳作在

宝鸡诞生，让宝鸡故事唱得更响、

宝鸡声音传得更远。

讲述班超出使西域故事的大型秦腔历史剧 《班超》 反映乡村发展和环境保护主题的新编眉户剧 《清水弯弯》

大型秦腔历史剧 《天地粮仓》 将“张载”形象丰满鲜活地呈现在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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