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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

《周原儿女》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于虹

浓墨重彩绘乡情
赵月汉主题油画展《回乡》开展

本报讯 8 月 6 日至17 日，

宝鸡籍油画家赵月汉的主题油

画展《回乡》在宝鸡展览馆开展。

这次画展是由宝鸡展览馆、

陕西省写意油画研究会、宝鸡市

美术家协会主办，宝鸡画院、陕

西当代画院承办的宝鸡中青年

艺术家“月月展·天天看”文化活

动第 45 期。赵月汉是宝鸡陈仓

区人，现居广东顺德。其作品以

关中农村风土人情为创作素材，

展现关中人纯朴、善良的品格，

描绘农田、村庄、屋舍，

给人带来一种久违的浓

重乡情，在业内广受赞

誉。他的油画作品曾入

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

的 2018 全国油画作品

展、2018 深圳（大芬）

国际油画双年展、2019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美术作品展，以及获得

了 2019 美丽黄河口·全

国中国画、油画作品展

入会资格奖。展览期间，

还将举办《回乡——赵

月汉油画作品展》主题

学术研讨会。

         （晓燕）

本报讯 日前，来自我市

近百名京剧票友齐聚市区西

府天地民俗观光旅游景区，大

家欢聚一堂，轮番上演自己喜

爱的京剧曲目，一展风采（见
上图）。

当天演出，大家轮番上台，

带来了《贵妃醉酒》《状元媒》

《西厢记》等名段。特别是市中

医医院康复科副主任护师杜丽

娟创作的京剧唱段《岐黄赞》，

更是成为本次演出的亮点。今

年 2 月份，我市首批中医医

疗队代表奔赴武汉开展医疗

援助工作，基于这样一个背

景，杜丽娟萌生了创作京剧

咏唱中医战“疫”的想法。她

说 ：“中医是国粹，京剧也是

国粹，我的同事在武汉用传

统中医为患者解除病痛，是

我创作这段京剧的灵感。”演

员们精彩的演出，赢得了观

众阵阵掌声，也让大家感受

到了国粹京剧的魅力和宝鸡

京剧票友的演唱水平。

据了解，目前宝鸡地区

喜爱秦腔、豫剧的市民较

多，常年参与京剧演出的市

民不到五百人，民间京剧票

房有 6 家。组织者魏龙说，通

过这次活动，就是为了弘扬京

剧国粹，传承古老的艺术，让

更多年轻人越来越喜欢这门

艺术。
本报记者 于虹

为迎接今年10月在我市举办的第九届陕西省艺术节（以下简称“九艺节”），市戏曲剧院创排的新编秦腔现代剧《周

原儿女》就要参加比赛了。离最后的比赛还有两个月时间，市戏曲剧院的演职人员正在紧张排练中。8月3日，记者也来

到排练现场，听大家讲述——

精雕细琢出精品
2019 年 8 月，市戏曲剧院接到通知，他们要

为“九艺节”准备一台具有本土元素的现代戏。

市戏曲剧院院长仝凤琴说，接到任务后，他们就

商量该找谁来写剧本，写什么内容。最终他们把

目光投向了农村，西府大地有取之不尽的素材。

商量好方向后，最难的是找谁来写，请外地有名

的编剧，可他们又对宝鸡农村不了解，不可能创

作出具有浓郁西府特色的作品来。最后他们请

来了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编剧、国家一级编剧党

小黄。  

编剧人选确定好已经是 2019 年 9 月，此时

离“九艺节”只有 1 年的时间。剧本还没写，更不

要说后面排戏的事情了。

虽然确定写农村题材，可是写什么内

容，党小黄和市戏曲剧院所有人都两眼黑。

随后他们与市农业农村局联系，请其提供一

些线索。

这两年，我市脱贫攻坚取得了显著成效，各

县区都涌现出不少先进个人。时间紧任务重，党小

黄和仝凤琴带人实地去采风。采风过程中，他们

在凤翔县一家养殖公司获得了灵感，就用大学

生回乡创业，带动全村人一起致富这个思路进

行创作。

2019 年底，初稿终于出来了。他们一边

商量改剧本，一边挑选演职人员。随后受疫

情影响，党小黄在西安来不了宝鸡，仝凤

琴他们也去不了西安，两边只能在家里打

电话沟通剧本，就这样一遍遍地修改，今

年 2 月底，剧本成型。随后市戏曲剧院又

邀请专家对剧本进行再次商讨，同时确

定导演以及作曲人选。他们请来了中

央戏剧学院教授、国家一级导演陈霖

苍，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作曲、国家一

级作曲薛天信。这时已经是 6 月了，

戏还没有排。没办法导演只能在排

练场一边排练一边对剧本进行再

次修改。

在排练现场，记者看到，仝

凤琴除了全程盯演员排练，还要

逐字逐句对剧本进行推敲，不

断修改。仝凤琴说，不到最后

一刻，就要不断进行修改，确

保剧本经得起推敲。

宝鸡故事上舞台
对于选择大学生

回乡创业这样的题材，

仝凤琴说，他们在采风

中发现，如今回乡创业

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农民早已不是人们

脑海中面朝黄土背

朝天的模样，到处

都有现代化养殖

场，土地都是机

械化耕作，不论

是养鸡场还是

养猪场都比较

干净。大学生

们也一改“书

呆子”的形象，利用所学的知识与当地农民一起

科学种地、养殖。

在剧中，刚大学毕业的雪儿是经济专业的学

霸，看到同学们都去大城市里当白领，而自己却因

家庭原因不得不回到农村去养猪，满肚子的委屈。

刚开始，她只想养几年猪，供弟弟妹妹上完大学，

就要回到大都市，因为在心里，她觉得一个大学生

毕业了又回去当农民，会被同学笑话。与此同时，

她的学长陈刚同样是回乡创业的大学生，却不断

鼓励雪儿，并帮助她树立信心。在几年的农村生活

中，从政府工作人员到村民，大家一起帮助雪儿，

雪儿也利用大学所学的知识，把家里的小猪圈办

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养猪场，在她的带动下，不少乡

亲们加入养猪行业。此时的雪儿再也不愿离开这

片土地，她觉得中国的农业要兴盛、农村要振兴，

需要他们这些懂得现代化科技的年轻人加入。 

年轻演员挑大梁
走进排练室，夏日的闷热让人有些不舒服。一

些还没登台的演员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场中央，那

里，一场戏正排练到精彩处。

随着曲声，演员们不停地变换位置，在场中

穿插。

“停一下！”忽然，仝凤琴叫停了排练，她眉

头紧锁，指着场上的演员说，“现代戏手是半圆式，

样板戏里手才是虎口张开。”她一边说一边做起了

动作。说完台上表演继续，还没一会儿排练又被叫

停，“念白不要端着，要用眼神与观众交流。”……

这样不断叫停的排练，对大家来说已经司空

见惯，为了将《周原儿女》打造成一部精品剧目，大

家都十分用心。

在演员的挑选上，一个外地知名演员都没请，

全部用的是剧团里的人。仝凤琴说 ：“其实我是有

私心的，外地演员请来，我们精心打造的剧目，参

加完演出，剧就随人散了，而用自己的演员，不仅

能把剧留下来，还能让这些年轻人得到锻炼，出一

些人才。”

对于这样的决定，所有人都悬着心，害怕年轻

人扛不下这样的重活，害怕演出最后出纰漏。虽然

挑选的演员平均年龄只有 30 岁，但是他们并没有

让人失望。

剧中雪儿的扮演者张璐和陈刚的扮演者李艺

强说，他们拿到剧本后，用了三四天时间，不仅将

剧本熟记于心，还把唱腔都记了下来。

当时导演给他们排戏时，看到这些演员都脱

了本直接上台，直夸他们。张璐说，背台词的那几

天，时刻都在嘴里念叨着，连上厕所的时间都不放

过。李艺强说，下班他走在路上，嘴里念叨着台词，

身边的过路人都投来异样的眼神。

剧本这关过了，可更难的问题又出现了，剧团

里很少排现代戏，不论从台步、手势、语气到念白，

“味道”全都不对。仝凤琴说，导演是外地人，没听

过当地方言，也不知道他们念得合不合适，可是台

下的她却听得明明白白，明知道演员们念错了，可

又不能打断导演。只能是导演走了之后，她从头再

给他们改。尽管如此，所有人都铆足了劲，希望在

这次“九艺节”上一展拳脚。

老旧的空调嗡嗡作响，演员们忘我地排练着。

从下午 2 点到晚上 8 点，除了上厕所的时间，没有

一个人觉得累要喊停，一句台词、一个眼神，一遍

又一遍不停地练习。直到记者离开，排练厅里的曲

声依旧没有停歇。

京剧票友齐献艺

被喊停后也要立刻进入角色

两位主演李艺

强和张璐在搭戏

闷热的天气也挡

不住大家排练的热情

    一遍遍地排练，确保每一个动作到位。

赵月汉在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