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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艺术团先后推出过
大型《帝后礼佛》和《李密开仓
放粮》等大型演艺活动。节假
日，每天的参演人员高达 200
余人。

记者也亲眼看到，艺术团虽
小，但五脏俱全，光是御林军服
装就有 280套，宫女服装 30套，
大臣服装40套等，随着时间的推
移，偃月古城艺术团的声誉也在
不断攀升。

进入偃月古城景区，体会到
的是无处不在的河南豫剧优美

的旋律。偃月古城艺术团是景
区的艺术团，也是河洛镇的艺术
团，更是巩义人的艺术团。在偃
月古城，品赏独特的戏曲风韵已
成为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闲暇时候，最高雅的时
尚就是走进偃月古城，听上一段
戏，享受着充实的精神生活。

“繁荣戏曲文化，振兴豫剧
名镇”，偃月古城艺术团一直在
路上。在此，也祝愿他们百尺竿
头更进一步，在“戏曲名镇”这方
沃土上永远生机勃勃！

繁荣戏曲文化 提升“戏曲名镇”底蕴
初冬，记者循着鼓音铿锵、弦

音悠长，走进了巩义市河洛镇的
偃月古城。穿老街，过旧巷，韵味
无限。不远处，湖水映山色，山色
秀湖水，禅意幽深，宁静致远。品
香茗、观梨园，阅尽古今事，享尽
艺术美。 记者 李晓霞

河洛镇是“人民艺术家”常香
玉的故里，这是河洛镇得天独厚
的资源优势。2019年，由河南省
文联、河南省戏剧家协会组织开
展的“河南省戏曲之乡”评选揭晓
后，荣获“河南省戏曲名镇”称号
的河洛镇有着戏曲传承历史悠
久、群众基础深厚、戏曲生态良好
等特点，成为展示地方文化的一
扇窗口。正是偃月古城艺术团的
兴起，营造出了全社会关心支持
戏曲发展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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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汭，西望康百万庄园，南依洛
河，北偎邙山，总面积 5000余亩，
是一座以石窟寺为依托，以挖掘
和传承河洛文化为主导，集参禅
礼佛、精品美食、民俗展示、购物
娱乐、休闲度假为一体的明清建
筑式的开放型文化旅游景区。偃
月古城艺术团的兴起，颇有一段
渊源。河洛镇原本就有戏曲之乡
之称，这里孕育了著名的人民艺
术家常香玉，离偃月古城不远，就
是大师出生并学戏的地方。

在偃月古城，有“人民艺术家

常香玉”纪念馆、河南戏曲权威李
树建艺术展馆等，艺术气息浓
厚。偃月古城艺术团自 2016年
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双百”方针
和文化自信，树立繁荣戏曲文化、
振奋民族精神，营造豫剧名镇的
远大理想，已义务演出 600余场
次，赢得了诸多殊荣。目前，是河
南省戏剧家协会的创作、采风基
地；2018年 10月，被河南省戏曲
家协会冠名为“豫剧名镇”；是河
南艺术职业学员戏曲系的教学实
践基地等。

每个周六晚上，景区都会
准时开放百姓大舞台，为游客
和附近群众奉上专场戏曲演
出，除此之外，还根据不同的节
假日排练不同的节目。为庆祝
党的生日，专门排练了大合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民族舞蹈《大海航行靠舵手》、
豫剧《江姐》中“绣红旗”一场、
歌剧《白毛女》“扎红头绳”一
场，除演唱豫剧之外，又有了多

种艺术形式。
2018年春节，景区举办了

业余剧团戏曲汇演，从正月初
一到正月十六，连续演出 32场，
13个参演团队轮回演出，场场
爆满、座无虚席。游客们说，
“古城有韵，好戏连连，来了就
不想走。”据不完全统计，艺术
团从成立至今，共排练出了 100
多个节目，演出了近千场，观众
达近30万人次。

冬去春来，寒来暑往，偃月
古城艺术团，这支活跃在洛水岸
边的艺术奇葩，已越发茁壮，从
最初的 13人发展到了 38人，他
们把传承戏曲文化，弘扬戏曲文
化作为己任，孜孜不倦。

当前，艺术团结合巩义市
“摘星夺旗创三宜”活动，已把
红色经典革命现代样板豫剧
《红灯记》全场排练完毕，“这
出戏难度大，艺术含量高，我
们从 10 月 9 日开始紧锣密鼓
地排练，力求精益求精。”通过

偃月古城艺术团负责人王晓红
的介绍，记者了解到。为了达
到预期的演出效果，在舞台原
有的基础上，又更换了切光
灯、变光灯，利用红色、蓝色等
切光技术，换场摆景，充分肯
定了景区对戏曲文化的重视。

10月21日晚，经过多天的紧
张排练，偃月古城艺术团成功演
出了豫剧《红灯记》全场，这次演
出阵容庞大，演技精湛，受到社
会各界人士和戏迷爱好者的一
致好评。

沧海桑田 岁月变迁“戏比天大”

2016年 5月初，偃月古城组
建艺术团的消息传出后，附近爱
好戏曲的一些群众高兴坏了，
“没事了哼唱一段，是业余爱好，
谁能想到有一天还能进艺术团
呀，当时一块儿报名的有 13个
人，在一间简陋的石棉瓦房子
里，开始系统地学，进步很快。”

艺术团的学员们都来自农
村，有一部分是零基础，凭的是
对戏曲的一腔热爱，在原艺术团
团长刘淑云带领下从正运手、倒
运手、掏运手、脚踢等；手、眼、
身、法、步、大开门、小开门、一条
边等；上场台步、举手投足、一招
一式，这些基本功教起，一遍又

一遍，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紧
接着，又开始学唱腔，从豫剧板
眼基础教起，学员们心有灵犀，
很快就掌握了豫剧板眼和牙、
齿、喉、舌、唇五音的发声技巧。
随着艺术团影响力越来越大，巩
义市具有相当专业水平的乐手
和演员也慕名加盟。

2017年 5月 1日，是偃月古
城戏曲广场、百姓大舞台顺利竣
工的日子，也是景区艺术团建团
以来首次演出，当初那些不敢伸
手、不敢抬脚、不会用眼神的学
员，全都有模有样地塑造出了不
同的角色，昔日那些吹不准音儿
的大众乐手，在“全队一盘棋”精
神的感召下，经过长时间的苦

练，走出了别具特色的豫剧旋
律。“五一”黄金周期间，艺术团
用一场场近乎完美的演出，赢得
了阵阵掌声。

据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偃
月古城艺术团成长发展历程中，省
市有关领导和戏曲名家也给予了
很大的关心和支持，中国戏曲家协
会副主席、河南省剧协主席、河南

省豫剧院院长李建树曾三次光临
景区艺术团指导工作，郑州市、巩
义市有关领导也多次到景区走访
并观看演出，省市很多豫剧名家也
被邀请至景区为演员传艺。“各级
领导的关心和支持，艺术家们的倾
情献艺，大大提高了艺术团的凝聚
力，增强了从艺人员的艺术素质和
自身修养。”

竖起招兵旗 自有吃粮人

只有启程 才会到达理想的彼岸

对戏曲的爱 是一个完整的过程

有了戏曲 生活才有了美

我们的名镇 我们的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