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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60年过去了，这个戏中人满怀豪情
要“坚决在农村干上一百年”的地方，虽然
有显而易见的变化，但相比周边村镇，并没
有更多出彩之处，村容村貌甚至远不如几
公里外的村庄。

“我们有这么得天独厚的资源，一直没
好好利用。”朝阳沟所在的大冶镇党委书记
王志斌不无遗憾。

走遍朝阳沟的房前屋后，几乎没有多
少可以满足这种情怀的景物。除了杨兰春
文化园，只有一座孤零零的“银环亭”，在荒
草映衬下显出破败之色，餐馆、旅店等服务
设施更无迹可寻。只有村民土地流转后建
起的森林公园，营造出些许戏里描绘的山

村风光。
“游客来了都说可惜，没开发，也没

吃没喝。”赵朝阳说，朝阳沟有 3400多口
人，土地流转后，村民大多去了附近的企
业打工。

朝阳沟最具现代感的是横跨朝阳沟水
库的大桥。这座斜拉桥位于连接郑州与登
封的一条交通要道上，据说创下了多个亚
洲之最，被视为当地的地标。

“朝阳沟的面貌很快会有一个大的改
变。”谈到未来，王志斌顿时精神振奋。多
年来，由于朝阳沟名声在外，前来谈合作开
发的企业很多，始终没拿出满意的方案。
2017年 6月，当地终于与合作方签订协议，

将立足朝阳沟特色，投入巨资打造戏曲文
化小镇。

目前，朝阳沟主街道两侧的房屋改造
整修已提上日程。3至 5年内，戏曲小镇的
核心部分将会建成，旅游、地产、养老等各
项设施也将不断完善。

“人欢马叫，干劲十足，不断向前。”王
志斌用几个热气腾腾的词概括理想中的朝
阳沟。他说，豫剧《朝阳沟》所蕴含的昂
扬斗志、淳朴情怀等真善美之光，在今天
仍应该发挥作用。他希望这个山村在新
时代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有一天真能
像戏里唱的那样，让人“在这里一辈子我
也住不烦”。

朝阳沟60年：
永远的旋律 不变的情怀

雪后的朝阳沟一派清冷静
谧的气息。近60年前，登封这
个看似平凡无奇的小山村曾名
震大江南北。它孕育了几代人
传唱的豫剧经典《朝阳沟》，后
来干脆以戏为名，更加深了彼
此成就、不可分割的情感和文
化联系。
新华社记者 刘雅鸣 双瑞

“朝阳沟好地方名不虚传”，“走
一道岭来翻一架山，山沟里空气好
实在新鲜”，孩子们稚嫩而一本正经
的唱戏声回荡在朝阳沟上空。这是
村里小学的戏曲课，每周一节雷打
不动。41岁的村支书赵朝阳说：“朝
阳沟的孩子不会唱戏，说出去惭愧。”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朝阳沟的
村民仍津津乐道于《朝阳沟》的演
出盛况，并试图留住这份令他们
骄傲的记忆。

赵银环是《朝阳沟》女主角银
环的原型，尽管已经 75岁，皮肤却
隐隐透着光泽，身段模样颇能看
出年轻时的风采。随着《朝阳沟》一
炮而红，银环的名字街知巷闻。几十
年来，慕名来找她的观众不计其数，
即使这个朝阳沟的姑娘早就嫁到了
外村。在杨兰春文化园附近，得知与
记者交谈的就是银环，几名游客争相
跟她合影。

身为青年突击队队员，十几岁的
银环聪明爽利、朴实能干。下乡体验
生活的杨兰春，毫不掩饰对这个农村
小姑娘的喜爱，浓墨重彩地把她写进
剧本。银环的人生从此改变——没
有得到多少物质或荣誉，但她的心气
不同了。

“我没啥成色，可不像舞台上的
银环。”赵银环这么说着，但神情里
却有一股不一般的劲头。多年来，
她隐隐较着劲，总拿戏中的银环作
参照。

对《朝阳沟》念念不忘的，还有被
这部戏浸润多年的普通观众。

“我从小就听，很熟悉，老想到
朝阳沟看看。”从河南禹州赶来的56
岁教师段应祥说，《朝阳沟》属于一
份独特的记忆。每年，上万名游客奔
赴并非旅游景点的朝阳沟，怀着跟段
应祥相似的心情。

“我们村是‘戏窝’，自古就有戏
曲基础，但真正有名气还是在《朝阳
沟》演出后。”72岁的村民冯书太说，
朝阳沟原名曹村，经典曲剧《卷席筒》
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由于《朝阳
沟》声誉甚隆，20世纪 70年代，曹村
改名朝阳沟。

沾土带露 扎根创作演绎跨时代魅力

“亲家母，你坐下，咱俩说说知心话”，
直到今天，《朝阳沟》的一些唱段还在民间
广为流传。尤其是中原地区，从城市的公
园广场到农村的田间地头，熟悉的旋律一
响起，听者往往就不自觉地轻声应和。

尽管从未得过显赫奖项，首演时布景、
道具总共才花了十几块钱，可这部创作于
20世纪 50年代的戏，却一直活跃在老百姓
的口碑里。其秘诀无它，正来自于编剧杨
兰春和演员们深深扎根乡村的创作过程。

“他来的时候正赶上抗旱种麦子，跟大
家一样挑水干活，看见啥事就赶紧写在烟
盒上。”68岁的朝阳沟村民赵万青回忆，当
年他才七八岁，喜欢黏着这位城里来的文
化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一个个舍不得扔
的空烟盒。

1957年，杨兰春到曹村体验生活。他白
天劳动，晚上串门，听到有意思的就随手记
下。村里现在还保存着一孔几尺见方的窑

洞，岁数大的村民说，干活的间隙，杨兰春经
常在那里写写画画。

村里各色人物的脾气秉性、语言神态，
杨兰春很快就摸得清清楚楚。1958年，成
千上万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以此为背
景，凭借深厚的农村生活积累，在极短时间
内就写出了这部风靡全国的豫剧现代戏。

“戏都开演了，还没有名字，可把大家
急坏了。曹村有座朝阳寺，村里沟沟坎坎
也多，杨兰春一拍大腿说，就叫‘朝阳沟’
吧！”冯书太绘声绘色地转述口口相传的逸
闻，说到兴奋处眉飞色舞，亲热地像讲自己
的家事。

其实，杨兰春和河南省豫剧三团的演
员们初到村里时，村民并不欢迎。“那时候
生活困难，添一口人就得添一碗饭，老百姓接
受不了他们。”赵万青回忆，三团的人扫地、担
水、下地，什么活都肯干，到他们走的时候，村
民都舍不得，一个劲儿往他们包裹里装红薯、

玉米。
《朝阳沟》创作团队正因为扎根生活沃

土，了解实际情况如何，人民真正需要什
么，才有了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
品。多年来，戏中的男女主人公“银环”、“栓
保”已更换了三四代，朝阳沟一直是河南省
豫剧三团的生活体验基地。村民们热衷点
评哪一代“银环娘”蹦得更高，也喜欢给
“栓保”们提意见。每次到朝阳沟，演员们
既饱受艺术源泉的滋养，又是一趟不忘初
心之旅。

2009年，88岁的杨兰春病逝，遵他遗
愿，骨灰一半运回河北老家，一半葬在登封
的朝阳沟。村民自发为他集资修碑，负责
张罗的冯书太说：“大家都想表示心意，拦
都拦不住。”最后，墓碑的落款是朝阳沟全
体村民。

根植于大地的艺术家，人民永远不会
忘记。

《朝阳沟》舞台演出剧照：栓保和银环 资料图片

因戏得名
朝阳沟蕴含
百姓不变的情怀

人欢马叫 朝阳沟有望“一辈子也住不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