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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念做打，全是功夫。豫剧《白蛇
传》非常考验演员的唱功，细微之处春
风浩荡，情坚之处摧枯拉朽。

依然是5年前的市民中心演播
厅，吴素真率领斩梅的一众原班人马
回到千年古驿站回报家乡父老。在这
个盛产芝麻，寓意“芝麻开花节节高”
的丰沃的土地，不仅仅用手中粮滋养
着世人，还以其丰厚的文化底蕴慰藉
着奔波在奋斗路上的芸芸众生。

吴素真的表演把角色融入骨髓，
她的一颦一笑，腾转挪移，严谨而不失
灵巧，唱功端庄而不失灵气。

被业界誉为“练不死的吴素真”，
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造就了对戏曲艺
术精益求精的舞台艺术。她的表演松
弛、自然；她的水袖功夫堪称一流；她

的演绎质朴无华大深若浅；她对艺术
的领悟能力足以做到取长补短、融会
贯通；她把祥符调的板式、旋律、技巧
与白素贞的情感融为一体，通过速度
的快慢、音域的高低、节奏的松紧、力
度的强弱，多种对比形式，实现陈派声
腔深厚中的时尚活力，既细腻深刻，又
新颖别致。

从那以后，记者就记住了这个沉
浸于艺术世界的吴素真，也对博大精
深的戏剧艺术有了一些认知。

舞美、道具、唱词、表演、戏剧艺术
的综合性宛如大浪淘沙，最终让一个
个富有创新精神的演员脱颖而出。

华灯初上，锣鼓开道。7月7日晚
的驻马店市民中心演播厅座无虚席，
由河南省豫剧院青年团倾力打造的豫

剧《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在观众的期待
中正式开演。很多慕名而来的观众甚
至席地而坐，既要一睹心目中的巾帼
英雄，也要随着铿锵的梆子、悠扬的丝
弦，一同感受穆桂英的飒爽英姿。

“唱念做打，一场戏下来看得我们
心惊肉跳，无论是唱功还是打功都是
一流。”观众表示，能够通过“中原文化
大舞台”近距离领略省级豫剧团的表
演，非常荣幸。

由杜永真扮演的穆桂英通过丰富
的肢体语言、细腻唯美的唱腔、情节丰
富的唱段，将一位爱国爱家、驰骋疆
场、保家卫国的伟大女性的心理淋漓
尽致地表现出来，受到观众喜爱。

当天夜晚大戏开场前，很多观众
透过后台玻璃一睹心目中“角儿”的芳

容，看到演员们穿戴整齐，这么热的天
气坚持在后台练功，十分感动。“台
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无论做什么
事儿都需要坚持，都需要对艺术精益
求精的不懈精神。”剧作家周明理表
示。

连日来，随着2024年“中原文化
大舞台”驻马店专场演出不断，《白蛇
传》《对花枪》《穆桂英挂帅》《红梅记》
等大戏，吸引大批市民早早来到剧
场。“中原文化大舞台”立足河南丰厚
的历史文化资源，通过组织一系列惠
民演出活动，更好展现新时代戏剧艺
术传承发展的繁荣气象，提升全省演
绎市场服务发展能级，让人民群众享
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
神文化生活。

剧场外雨声喧哗，剧场内座无虚
席。7月2日晚，驻马店市市民中心演
播厅内，由河南省豫剧一团（青年团）倾
情演绎的陈派经典豫剧《白蛇传》，在观
众的翘首以盼中拉开帷幕。

“虽然是叫断桥，桥何曾断？桥亭
上痴情男女意缠绵，山含情水含意流连
忘返，好呀好羡慕，好羡慕红情绿意人
世间。”随着饰演白素贞的陈派再传弟
子梅喜雪在杜永真扮演的小青的跟随
下在西湖畅游，这段深入人心的唱词瞬
间让人拉回千年之前——白娘子与许
仙的爱情故事徐徐展开。

5年前，2019年6月，凭借《白蛇传》
摘得第29届梅花大奖的遂平籍豫剧演
员吴素真也是在这间演播厅向台下人
潮汹涌的父老乡亲连续演出《白蛇传》

《梵王宫》。吴素真用心用情演绎的白
素贞一角深得人心，叫好声一片。

从豫剧皇后陈素真排演经典大戏
《白蛇传》以来，此剧未能流传，直到由
陈门再传弟子吴素真复排此剧，并于
2015年5月惊艳亮相后为世人所知。

我们欣喜地看到：“陈派艺术”有了
接棒者。风云际会，她的戏曲梦还在一
代代传承下去。

文/图 全媒体记者 郭建光

豫剧《白蛇传》演出现场

唱念做打 让戏曲艺术火起来

七月流火，在位于汝南县三桥镇
溱头河村的汝艺戏剧用品厂内，工人
庄献伟正穿针走线，290层麻纸在他
的手下变得服服帖帖。庄献伟先根据
演员需要的戏靴样板制作鞋坯，再根
据样板选择纸张的数量，经过切样、穿
麻线、鞋底打孔、割口、纳鞋底、修边、
打磨、上鞋面、烘干、抹粉等几十道工
序，一双浸透着手工艺人智慧的戏靴
尘埃落定。

在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灵井镇的
霍庄村，村民白天加急、夜晚赶工，精
心制作舞龙、舞狮、旱船、大头娃娃、戏
服等传统社火道具，家家户户都沉浸
在一片勤劳热闹的景象中。十多个快
递公司的车辆汇聚村口，承载着一件
件包装好的旱船和花灯以及各式各样
的戏服，运往四面八方。

起源于农耕时代的社火，是我国
民间一种古老而充满活力的民俗文化
样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社火涉及音乐、舞蹈、曲
艺、杂技、武术、戏曲、工艺美术等众多
艺术门类。

在许昌市曹魏古城，中国社火文
化艺术馆内展示了我国社火文化、许
昌三国戏曲文化及戏曲服饰，现代工
艺的簪花饰品等。戏曲髯口是戏曲艺
术中代表男性的重要道具，多用牛尾、

马尾或人发制成，是代表剧种人物年
龄、性格的一种装饰，也可通过摆、抖、
吹等做派表达人物丰富的心理活动。
髯口颜色种类繁多，按照颜色不同有
黑、黪、白、紫、红等，其中黑、黪、白对
应老中青，显示人物年龄，紫、红和混
色体现人物特征。按照人物性格区
分，有三髯、满髯、扎髯等。三髯用于
表现文雅、清俊的人物，满髯就是用整
个胡须把嘴盖住，多用于富贵之人；扎
髯是在满髯中央剪一片与嘴齐，另有
一片系于颜下，一般用于粗鲁不羁之
人。

徜徉在社火博物馆的展品之中，
了解每一个艺术样式背后的故事，从
中也能了解脚下这片土地“盛产”的豫
剧艺术何以能够繁衍生息、何以能够
开枝散叶、何以能够歌乐升平、何以能
够经久传唱。

同时空内，相距不远处都有从事
社火的手工艺。

清末时期，汝南县为汝阳县，汝阳
县境内有京剧、评剧、河北梆子、河南
梆子、道情、曲子、二夹弦、越调等不同
的戏班，特别是具有汝南特色的罗卷
戏、丝弦道更是遍及乡里。于是，传统
戏装之一的戏靴制作，在这个得天独
厚的地理环境中，制作技艺更加成熟
精湛，成了有名的“汝艺戏靴”。汝南

县城出现了一家叫宏远戏装的商店，
溱头河村十多岁的涂冬至到该店当学
徒，拜师学习戏靴制作。

涂冬至将戏靴制作技艺传给其子
涂大春后，涂大春对戏靴制作进行了
改进，主要是根据演员们提出木板鞋
底太重、落地声音较大的意见，制靴底
时以麻纸取代木板。

20世纪80年代，涂大春将戏靴
制作技艺传给儿子涂全新。2003
年，涂全新创办了戏靴制作家庭作坊，
2016年创办“汝艺戏剧用品厂”，办
理了营业执照，并注册了商标，招收
10名热爱戏靴制作技艺的工人，形成
了纯手工制作的规模经营，使戏靴制
作技艺得到更好传承。

“汝艺戏靴”根据舞台上生、旦、
净、末、丑不同角色，以及南方戏、北方
戏的不同讲究，制作的有老生靴和登
云履老生靴、虎头靴和虎头高底靴、绣
花鞋和绣花快靴、武生快靴、花旦鞋、
戏剧僧鞋以及影视古装靴、影视蒙古
靴等。

涂全新告诉记者，一双鞋靴包括
鞋底、鞋帮、鞋腰，然后缝制、绣花、包
装，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才能完成。其
中手工制作的厚底靴与市面上常见的
朝靴不同，靴底是用数百层麻纸加一
层牛皮压制而成，演员穿着在舞台上

行走，轻便、稳当、有弹性、不易崴脚，
靴子不会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

汝艺戏靴纯手工制作技艺已经传
承百年，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
价值，也体现了戏曲文化的审美理
念。

“我们既遵守传统又不囿于传统，
有私人订制的纯手工产品，也有满足
市场需要的大众产品。像在靴面上刺
绣，我们现在改用机器，如果用手工，
得耗费很多人力和时间。现在，我们
产品的口碑越来越好，并注册了‘天中
汝艺’商标，许多戏剧名家都关注我们
的产品，省豫剧名家李树建就在我们
这里定制靴子。艺术家们穿着我们做
的戏靴在舞台上唱念做打，进行艺术
创作，我们感到非常骄傲。”涂亚威告
诉记者，“汝艺戏靴”入选驻马店市第
6批非遗目录，他们觉得身上的担子
更重了，一定会把这一技艺传承好、发
扬好，让这个凝聚着数代人心血的招
牌擦得更亮。

随着电商的发展，这些艺术产品
搭上了电商“快车”，让非遗传承的保
护和发展插上“云翅膀”。从老一辈
“跑断了腿，磨破了嘴”找销路，到坐在
家中动动手指“卖全球”，如今，凝聚着
丰沛艺术营养的戏靴等社火产品重新
火起来了。

精工细作 探寻社火的艺术之源
文/ 全媒体记者 郭建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