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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是我出闺的前一晚上，还缺少
上轿的绣鞋一双，急慌忙我只把银灯剔亮
啊，独坐在灯光下来绣鸳鸯……”抑扬顿
挫的唱腔，轻盈欢快的身段，惟妙惟肖的
面部表情，在曲剧诞生地登封市颍阳镇李
洼村，上至 80岁老翁，下至 6岁顽童，一个
个将曲剧哼唱得韵味十足。

“俺村有会类”这是登封当地的方
言。登封人爱听戏，在登封每年每个村在
固定的时间段都有这样的“会”，每当村里
有“会”，就意味着村里要邀请唱戏的进
村，为村民唱上几天戏。

“金正月，银二月，沥沥拉拉到三
月”。每年自正月起，剧团开始进入演出
黄金季节。在一座搭起的简陋戏台子上，
一群妆容精致的唱戏人在台上唱着戏，配
上那走台和动作，一场精彩绝伦的戏曲正
在上演，引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

为什么登封的村落会有此种景象，正
是因为登封是河南第二大戏种曲剧的诞
生地。河南曲剧的前身是高跷曲子，曲剧
的第一次登台时间虽然有多种说法，最后
只认定了有时间、有地点、有剧目且多人
登台的李洼村。

1926年农历四月初七，汝州市高跷
班关遇龙和李洼村合演高跷戏，但因阴
雨多日道路泥泞，长腿高跷无法走行，眼
见无法收场，李洼村有人提议去掉高跷，
改为站于台上演唱。去掉高跷拐子登上
临时搭建的台子上演出了《许状元祭塔》
等剧目，结果受到极大欢迎。第一次将
流行在豫西的高跷曲子演进为台子曲
子，这就是曲剧的第一次登台，李洼村遂
成曲剧的诞生地。这一点，《中国戏曲剧
种大辞典》《河南戏曲音乐集成》《洛阳戏

剧史话》《登封县志》《临汝文化志》等都
有记载。

当年农历六月十三，李洼村在庙门前
垒了土台子，上面搭棚，后挂遮堂布，20余
个原本唱高跷曲子的于搭建的舞台之上，
模仿当地的越调和高调演唱（舞台曲子），
更是红极一时，完成了从高跷曲子到舞台
曲子的转变，河南曲剧就此在李洼村诞生。

曲剧是咱登封自己的戏，符合咱们的
一些习俗，听着简单易懂。庙会戏后，来
邀戏的络绎不绝，李洼村就招来了各地名
演员和本村演员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曲剧
团“醒民剧团”，并外出演出。

登封市曲协主席何中奇介绍，高跷曲
子艺人在颍阳李洼去掉高跷演出，是河南
曲剧诞生的标志性事件；李洼村既是“高
跷曲子转到高台曲子”的诞生地，又是“高
台曲子转到舞台曲子”的诞生地；登封人
王天水等人，是“高台曲子转到舞台曲子”
的主要实施者；李洼村的“醒民剧团”是中
国的第一个曲剧团，所以综合来看，河南
曲剧，唯一的诞生地或发源地只能是登封
李洼村。

如今走在李洼村门口，门头上书写
“李洼村曲剧发源地”。该村村委会边上
还立了一通石碑纪念这件大事。

嵩山文化是历史积淀形成的多元文化，是中
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更是全人类共有的文化遗
产。本报开设《嵩山文化》栏目，助推少林文化传
播发展。

银环招手小苍娃
跨越世纪的戏剧对话

□陈意冰

“山沟里空气好实在新鲜，朝
阳沟好地方，名不虚传……”3月28
日，在登封市大冶镇朝阳沟村刘兰
春文化苑内，一名小姑娘正洋洋得
意地唱起了银环经典名句。

“小苍娃我离了登封小县，一
路上受尽了饥饿熬煎……”在朝阳
沟村文化广场上，一位老者正在录
视频，浑厚的唱腔，引得人们驻足
观看。

一曲《朝阳沟》唱红了大江南
北，一句“小苍娃”让人们记住了
“登封小县”，而这两部戏均出自一
个村：登封市朝阳沟村，该村原名
叫曹家湾——源于曲剧《卷席筒》
的故事，伴随豫剧《朝阳沟》红遍全
国，“曹家湾”正式更名为“朝阳
沟”。一曲曲优美的传说，一段段
不寻常的机遇，积淀形成了朝阳沟
村丰厚的戏曲文化沃土，也成就了
“一村两戏”的绝世美名。

“昔有曹家湾，今有朝阳沟”！
千百年来，嵩山深处的山窝窝朝阳
沟村，在周围乡邻中间，一直享誉
着“老戏窝”的绰号，是戏曲《卷席
筒》《朝阳沟》的诞生地，该村竟产
生了一古一今两部经典大戏，且都
是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

很多人第一次听说登封，仰慕
登封，源于享誉中原的曲剧《卷席
筒》。因故事情节曲折感人，后人
便以戏曲的形式流传至今。《卷席
筒》是河南传统、经典曲剧剧目，又
名《白玉簪》《斩张苍》，最早流传于
明末清初期间。

“亲家母，你坐下，咱们说说知
心话。”这句朴实的台词正是出自
著名豫剧《朝阳沟》选段。《朝阳
沟》的创作及剧中主要人物银环、
拴保的原型都是真人真事。这部
作品从诞生之初就描绘了农村的
生活画卷，展示了人情之美，时至
今日依然是登上河南春晚舞台最
多的戏曲。

戏剧《卷席筒》展示了登封人
善良正直、舍己救人的光辉形象；
戏剧《朝阳沟》展示了登封人淳朴
善良、乐于助人的乡土气息。厚
重的戏剧历史文化底蕴如同春风
化雨，让人感受到小山村的淳朴
和自然风光的秀丽，与喧嚣的城
市相比给你一种回归大自然的清
新感觉。

“朝阳沟好地方名不虚传，山沟
里空气好实在新鲜，实在新鲜……
在这里一辈子我也住不烦呀……”
远处传来小姑娘那银铃般的声音，
让人温暖、感动、久久回味，那流淌
在戏中的浓浓的乡村风情，正是戏
剧令人迷恋的神韵所在。

走遍
嵩山

唱腔声声
唤醒嵩山大地曲剧风尚

□袁建龙

“面具下的真假，一板一眼、一招一式、
一悲一喜，正邪较量你来我往，善恶千回万
转……”似水流年，沧桑巨变，童年看戏锣
鼓铿锵，唱念做打，精彩纷呈的回忆，让人
念念不忘。

我的家乡登封市告成村位于嵩山箕山
之间，是二十四节气发源地，小时记忆里，
每逢正月十五，村里都要在广场上搭台唱
戏，亲朋好友、街坊邻里不约而同地自带板
凳聚集看戏。

咚，咚，咚三声大炮响起，紧跟着鞭炮
噼里啪啦，烟花四射，预示马上就要开戏
了。看戏的人们坐的坐，站的站，或窃窃私
语，或踮脚探头，已经拭目以待。先是几声
鼓“咚咚咚”试响，接着二胡“吱勾”几下，咚

咚锵便开戏了。记忆中的戏好像都是《打
金枝》《西厢记》《贵妃醉酒》等这些剧目。

喜欢看戏，在老家熟人多，打招呼，
拉家常，支应亲戚，接送家人，陪陪父母，
吃些家人做的凉粉、油饼却是另有一番
滋味。最为神秘的是后台，小时总是偷
偷透过缝隙看演员在脸上涂抹油彩，很
是羡慕。一切一切都与生命成长的生活
有关，而与生命有关的一切细节总是值
得回忆的……

岁数不一样，心态不一样，看戏的感受
就不一样。一样的戏，看一次有一次的感
受，看一次有一次的味道。随着社会的发
展，人们居住形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改
变，看戏，这种热闹的场景随之远去。

如今的告成村唱戏广场，已经改头换
面，变成了网红打卡地。节假日，许多年
轻人穿汉服，摆出唱戏动作，伴随咔嚓一
声，画面定格在观星台上空，犹如梦回汉
唐。通过短视频、直播、达人……传播到
四面八方。

锣鼓铿锵，佳人如花，今古相融，戏剧
尤俏。在历史的长河中，古老的戏曲见证
着繁荣和变迁，见证着沧海桑田和百姓喜
乐。那些曾经过往的，令人感动的、伤怀
的、鼓舞的人和事，也已如同戏曲，或珍藏
于记忆深处，或归隐于茫茫尘烟之中。

春光明媚，杨柳依依也好，暴风骤雨，挫
折坎坷也罢。感恩生活大舞台上你我独一
无二，不可复制，丰富多彩的“喜剧”人生。

艰苦岁月里的“喜剧”人生
□李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