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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四 川 省 成

都 市 成 华 区 委 书

记 郑丽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志中

7 月 24 日，山西运城临猗县西寺后

村的夏夜，一改往日寂静，乡村戏台灯

火通明。来自十里八乡的乡亲把戏台围

得水泄不通，摇着蒲扇，津津有味地看

戏。台上，一众蒲剧青年演员，一招一

式一板一眼，高亢激越、朴实奔放的唱

腔引得台下老少观众阵阵叫好，好不热

闹，至夜深方散。

这 一 晚 ， 是 90 后 蒲 剧 演 员 杜 丽

娜，跟着剧团送文化下乡的第 10 个夜

晚 。 作 为 山 西 省 蒲 剧 艺 术 院 的 青 年 演

员，她和同事在过去 10 天辗转 10 多个

晋南乡村，一天两场戏，一次演出近 3
个小时。频繁的奔波令她有些疲惫，但

依然难掩激动，“至少还有这么多人爱

蒲剧，我觉得是蒲剧的力量让我们聚在

一起，尤其是年轻人”。

杜 丽 娜 12 岁 开 始 学 戏 ， 在 过 去 近

20 年 的 时 光 里 ， 她 几 乎 跑 遍 了 运 城 的

每一个村庄。值得关注的是，这个看起

来纤瘦弱小的姑娘，不仅是乡村戏台的

常客，还是中国戏剧文化奖、山西红梅

奖、杏花剧目奖的获得者，先后 4 次在

央视戏曲春晚、新年晚会等登台亮相。

在山西运城，有一批像杜丽娜一样

的青年蒲剧演员，他们在专业领域成绩

斐然，将“舞台”搭在了当地的每个乡

村，还延伸到相邻的陕西、甘肃等地，

脚步踏遍了每一个喜欢蒲剧的地方。作

为中国梆子声腔中古老的剧种之一，蒲

剧在这里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青年演员撑起蒲剧戏台

单腿跳椅，交叉跳椅，旋椅⋯⋯日

前山西运城举办首届蒲剧文化周，作为

蒲剧 《挂画》 踩跷唯一的传承人，杜丽

娜凭着扎实的身手动作和圈椅技法，在

太 师 椅 上 腾 挪 跳 跃 灵 活 自 如 、 行 云 流

水，令现场观众喝彩阵阵、掌声连连。

演出当日，来自运城、临汾两地的

南 征 、 褚 晓 丹 、 任 超 群 、 杜 丽 娜 等 10
名蒲剧青年演员以蒲剧青年新秀的身份

登台亮相，绝技频出，演绎百态人生。

与之形成呼应的是，台下也多了很

多 青 年 观 众 的 身 影 ， 现 场 座 无 虚 席 ，

精 彩 的 演 出 还 采 用 了 线 上 直 播 的 方

式 ， 让 人 大 饱 眼 福 ， 观 看 人 数 累 计

22.4 万人次。

中 国 戏 剧 文 学 会 副 会 长 、 山 西 文

化 促 进 会 会 长 王 笑 林 感 叹 ：“ 当 年 的

‘小梅花’成长起来了，蒲剧的传承后

继有人。”

蒲剧又名“蒲州梆子”，因兴起于

山 西 南 部 的 蒲 州 （今 永 济 一 带） 而 得

名，是山西四大梆子中最古老的剧种，

腔高板急、热耳酸心，自诞生之日起就

名角辈出，在每一个时代发展阶段，都

能唱出自己的如歌行板。

山西省蒲剧艺术院党委书记王志凯

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前些年蒲剧

团面临着经费拮据、演员青黄不接等种

种 困 难 。 为 振 兴 这 一 优 秀 剧 种 ， 近 年

来，当地政府不断加大政策、资金扶持

力度，从多方面提高了剧团实力。

“重要的是让青年尽快走上蒲剧舞

台的中心，这是戏曲人的责任。”在中国

戏剧梅花奖“二度梅”获得者、国家级非

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景雪变看来，戏剧

的繁荣要有成批的戏剧新人源源不断地

涌现，才能为一个剧团、一个地方、一

个剧种提供可持续发展的人才资源。

在此次蒲剧艺术周上，两代戏迷看

两代演员同台演出，别有一番意味。

责任在于传承

台下，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分别采

访了南征、褚晓丹、杜丽娜 3 名蒲剧青

年演员，他们中杜丽娜年龄最小，学戏

已 有 19 年 ， 其 余 两 位 也 不 过 30 岁 出

头，但学戏均已超过 20 年。

“好戏都是磨出来的。别看在舞台

上‘出将入相’很风光，可日日练功、

压腿十分辛苦，而且收入也有限。”景

雪变表示，蒲剧人才曾面临严重断代危

机，后来创办了“小梅花定向班”，以

解决演员青黄不接问题，“戏剧教学有

其 非 常 明 显 的 特 殊 规 律 ， 练 好 ‘ 童 子

功’，决定着演员一生的艺术前途。”

在这个话题上，杜丽娜、褚晓丹等

人都有讲不完的故事。

杜丽娜所演蒲剧 《挂画》 中，有近

两分钟在椅圈把手及椅背上的表演，鼓

板一响，需要她一跃跳上圈椅，在椅子

把手间轻盈跳跃，这便是经典绝技“椅子

功”和“跷功”。重点是需要形神兼备，以

体现角色情绪、心情的微妙变化。

过去条件有限，为了这一串行云流

水的腰腿功夫，杜丽娜不知多少次从摞

起的红砖上摔下来受伤。后来脚下功夫

渐稳，她又把砌墙的红砖单块侧立在四

方桌子上，人需要克服内心恐惧，从地

面跳起，以脚尖落于红砖侧沿。“练好

了这个，在椅背上就简单多了。”杜丽

娜说。

在 她 参 加 2022 年 央 视 新 年 戏 曲 晚

会之前，恩师吉有芳郑重地将自己珍藏

20 多年的头花交予她。

“挑一个像样的，自己喜欢的，上

台戴着好看！”杜丽娜说这是师父将一

份传承交到了自己手中。

青年演员褚晓丹认为学无止境，恩

师 王 艺 华 是 他 心 中 难 以 逾 越 的 高 峰 ，

“蒲剧是口传心授的艺术，师父演过的

戏，多数人不想再触及，因为很难再达

到那样的水准”。

过去几年，褚晓丹多次参加有关部

门举办的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年轻

戏迷也需要培养，我的责任在于传承，

尽可能把好的表演展现出来，让更多人

了解蒲剧，之后再谈突破自己”。

不久前，山西省蒲剧艺术院针对青

少 年 和 广 大 戏 迷 推 出 了 暑 期 蒲 剧 培 训

班。出乎王志凯意料的是，还没开始推

广，已有不少人来报名，“几个班都超

员 了 ， 其 中 少 儿 兴 趣 班 原 计 划 招 16
人，现在已经有 36 人报名，很多小粉

丝受长辈影响也开始迷上蒲剧”。

蒲剧青年正赢得更多年
轻戏迷

尽管近年来，蒲剧的发展传承在晋

南民间开始焕发出生机，但是困局依旧

存在。

“ 收 入 不 高 ， 招 不 来 人 、 留 不 住

人。”王志凯表示，演员、编创、音乐

等戏剧人才青黄不接的现象，是大多数

地方剧团面临的共性问题。

可喜之处在于，随着蒲剧新生代演

员、编剧的出现，他们对于当代戏剧创

作的纯粹、思想表达的鲜明令人耳目一

新。相比一些地方剧团所存在的局限，

青年演员对于自身的业务创作以及文化

传播有着更新的认识。

在由蒲剧艺术院青年运营的视频号

上，粉丝们热情留言：“女神姐姐样样

精通”“小时候经常跟家人听戏，不喜

欢，现在听到蒲剧声，倍感亲切”“这

是 来 自 家 乡 的 声 音 ”“ 抖 音 里 看 蒲 剧 ，

我竟然还看完了”⋯⋯

针对蒲剧的发展、经营现况，王志

凯说，蒲剧不同于别的艺术表演，一部

好 的 蒲 剧 从 创 作 到 排 练 成 熟 ， 成 本 很

高，尤其新戏费尽心思创作出来，还需

要经过戏迷的认可。只有很少的蒲剧作

品能靠票房收入就获得盈利。尤其是本

土 戏 剧 ， 补 贴 票 款 是 很 常 见 的 一 种 方

式，比如送文化下乡活动，大部分由财

政来补贴票款，离不开政府的扶持。

但是令人欣慰的是，随着蒲剧青年

的接续传承，越来越多的青年观众正在

加入戏迷队伍，“其实很多戏迷求票心

切，艺术周期间，除保留工作票和专家

票外，演出票全部售卖，还是满足不了

需求。”王志凯说，“一名在广西上学的

大学生，回运城第一件事就是抢购演出

票看戏。”

线 下 一 票 难 求 ， 线 上 观 看 更 是 火

爆。不少域外戏迷表示，这样优秀作品

井喷的展演活动，的确十分解渴。

“不过随着蒲剧在民间的认可度越

来越高，也有民间资本关注到蒲剧带来

的话题性与文化价值，包括我们的蒲剧

艺术周，也许不能很快扩大蒲剧的文化

影 响 力 ， 但 对 蒲 剧 的 推 广 成 效 明 显 。”

王志凯说。

蒲剧90后突围求生

百色海事局团
支部成立了青年政
治理论学习小组，
定期开展政治理论
学习，鼓励青年聚
焦海事主责主业，
并进行课题研究，
结合岗位工作撰写
论文和情况交流类

信息。小组还通过召开青年座谈会等
形式广泛听取青年意见建议，不断改
进青年工作，同时依托“桂志愿”服务
平台，积极开展水上搜救、水上安全知
识宣传等志愿服务活动。下一步，我们
将继续发挥团组织引领作用，深入开展

“喜迎二十大 青春志愿行”行动，聚焦
海事主责主业，切实加强青年职工队伍
建设，助推青年职工成长成才，努力打
造“四个铁一般”海事青年队伍。

团成都市成华
区委以“中长期青
年发展规划”“县
域共青团基层组织
改革”两项全国试
点 为 契 机 ， 编 制

《成华区“十四五”
青年发展规划》并
将规划纳入全区发

展规划“总盘子”，实施“‘青年之家’品
质倍增计划”，建成“旗舰店—社区店—
共营店”三级青年之家98个，发挥青年
人才驿站“蓉漂”第一站作用，联合制
定出台22条青年人才政策体系，投入
青年双创扶持资金2.3亿元，做优“成
华群英荟”志愿服务品牌，实现“成
华对青年更有爱、青年对成华更有
为”的双赢效果。下一步，团成都市
成华区委将坚持党管青年原则与青年
优先发展理念相结合，持续巩固拓展
试点成果，狠抓团干部政治素养、工作
水平、工作作风和队伍形象提升，助力
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为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贡献青春力量。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 月
通讯员 王培文

站在黄杨木雕作品《高山流水》

前，时间仿佛凝固了。黄杨木温润光

洁，“高山”指高擎的龙壶，“流水”为

倾泻的香茗，作品以巴蜀茶艺表演

为题材，刀法简洁洗练，刻画人物衣

纹线条柔和，虚实相间中展现着黄

杨木雕对传统与现代技艺的巧妙融

合，令人拍手称绝。该作品多次荣获

各类展览金奖，现收藏于中国工艺

美术馆。专家点评时提到，《高山流

水》作品诗意抒情，写实般的人物刻

画，雕刀游走间“笔笔到位”，线条达

到了白描的艺术效果。

在 元 宇 宙 世 界 里 ，收藏这样的

佳作，变得更加便捷，吴尧辉黄杨木雕

《城市老记忆》数字藏品系列近期已上

线“豹豹青春宇宙”数字藏品平台。

吴尧辉，浙江乐清人，现为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中国木雕艺术大师、

中国传统工艺大师、温州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乐清黄杨木雕”代表性传

承 人 。他 的 作 品 线 条 简 练、古 拙 雄

健 ，极 具 神 韵 。吴 尧 辉 先 后 创 作 了

200 多件黄杨木雕优秀作品，获国家

级、省级特等奖、金奖 50余次，黄杨木

雕作品《赏乐》和《大唐盛世系列组

雕》两次荣获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

“山花奖”。《城市老记忆》黄杨木雕系

列一套 6件，分别为《甜蜜童心》《柳巷

飘香》《一炮走红》《千锤百炼》《高山

流水》和《势均力敌》。

《城市老记忆》黄杨木雕系列作

品取材于普通人的老城故事，以木

雕艺术语言来记录时代文化变迁。

其 中 ，作 品《甜 蜜 童 心》和《一 炮 而

红》生动形象地刻画了“兑糖儿”“爆

米 花 ”的 旧 时 市 井 生 活 场 景 。作 品

《柳巷飘香》中，从人物至器物，小至

锅 碗 ，大 到 灶 柜 ，作 者 无 不 精 雕 细

琢，阵阵馄饨香仿佛就流淌在作品

周围。“黄杨木雕的制作工艺非常复

杂，从设计到成品需要经过十几道

工序，其间至少需要 40 多把雕刻刀

具。”吴尧辉说。

“在长期的对黄杨木雕的创作

中，我对黄杨木产生了一种特殊的

情感。这种情感来自对大自然造化

的感恩，来源于心灵深处。当心灵的情感与大自然的造

化产生共鸣时，就激发了我的创作之情。”吴尧辉说，

“黄杨木这种材料非常珍贵，大自然赋予其细腻、光洁、

温润的品质。随着岁月的更迭，其色泽更加沉稳，淡淡

的褐色有一种淡雅之美，这种美是一种与中国人审美

心理联结在一起的中国文化的美，具有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质朴、含蓄、温和、内敛的特点。”以黄杨木雕为代

表的中国艺术，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根植于民

间的风土人情之中，根植于人们对人生、自然以及社会

传统的理解之中。“若要让这一具有浓厚传统文化积淀

的艺术走向当代，需要在继承中求变化，有破有立，因

为木雕艺术应是当代的艺术，应有它的当代精神，形成

木雕艺术的当代形态，应是多元的而不是保守的。对木

雕艺术的认识，不能仅限于传统的工艺层面，因为这一

古老的工艺美术门类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不仅属于过

去，也属于现在和未来。”吴尧辉说。

①蒲剧青年演员南征正在做上台前的最后准备；②蒲剧青年演员杜丽娜台下练功照片；③蒲剧《挂画》中青年演员杜丽娜剧照。 受访者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富春
通讯员 张虎强

甘肃省通渭县是远近闻名的“中

国书画艺术之乡”。在人才济济的通

渭 县 美 术 家 协 会 ， 有 一 名 特 殊 的 会

员 ， 叫 吕 娟 娟 ， 是 出 生 于 1995 年 的

聋哑女孩。

“世界以痛吻我，我报之以歌。”得

不到命运的眷顾，就让奋斗成为生命

的注脚，这些年来，吕娟娟一头扎进绘

画的世界，用精进的作品描绘出多姿

多彩的生活，也表达对世界的热爱。

农村聋哑女孩走上别
样人生路

吕娟娟出生 40 天左右的时候，父

母发现，孩子的听力不好，可在农村忙

着干活，当时并没有多在意，直到后来

发现同龄的孩子都又说又笑，才意识

到，自己的孩子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期，注定这

一生要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吕娟娟

走上了一条不一样的人生路。

8 岁 的 时 候 ，在 父 亲 一 次 又 一 次

的反复坚持和央求下，村里的学校才

勉强收了吕娟娟。

天生的障碍像山一样横亘在年幼

的 吕 娟 娟 面 前 ，她 经 常 着 急 ，甚 至 生

气，但是没用。终于有一天，在自己的

练习本上描摹书本上的插画，得到了

老师和同学的赞许，她才安静了下来。

从小学到初中，吕娟娟画遍了所

有课本上的插画，也将自己周围的人

和物都画了个遍，除了铅笔画，她还学

会了水彩画。在无声的世界里，她用丰

富的颜色填满自己的世界。也因为画画

出众，吕娟娟也逐渐打开了自己的心扉，

自信地跟身边的人相处。

后来，吕娟娟上了特殊教育学校，也

拥有了人生中的第一副助听器，第一次

听到了这个世界的声音。这期间，她学习

了手语，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语言，有了

自己的表达方式。

助听器和手语，帮吕娟娟打开了一

个新世界。一次放暑假的时候，校长把她

推荐给了通渭的两名美协会员，希望得

到专业人士的指导。正是在那个假期，吕

娟娟第一次接触到中国画，接受了严格

的工笔画教育和训练。同时，她还喜欢上

了书法。之前从没接触过的书法和绘画

技巧激发了她的天赋，加上勤奋和对新

生活的渴求，她的绘画进步很快，尤其擅

长工笔画。

在绘画学习班上，吕娟娟有一位特

别的“同学”——通渭县残联理事长伍正

芳。出于女性的同情和责任感，伍正芳像

对 待 自 己 孩 子 一 样 照 顾 和 爱 护 着 吕 娟

娟：担心吕娟娟不好好吃饭，便把她带到

自己家里，给她加强营养；吕娟娟练习绘

画很刻苦，经常到很晚，伍正芳便“强迫”

她好好休息。

也是在伍正芳的影响下，吕娟娟接

触到了网络，开始将自己的作品晒到网

上，不几天便有人向她买画。吕娟娟这才

意识到，自己的画可以养活自己，可以减

轻父母的负担。从此，她更加勤奋地练习

工笔画，画的时间长了眼睛疼，她就在网

上自学眼保健操；站得时间长了，腰腿麻

木了，她就学习练习瑜伽。

除了帮助吕娟娟提高绘画水平，伍

正芳还鼓励她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开阔

自己的世界。为了最大限度融入社会，吕

娟娟逼迫自己学习说话，强迫自己跟人

说话，为了练习发音，她开了网络直播。

一 点 一 点 ，一 步 一 步 ，从 简 单 的 发 音 开

始，她反复练习，腮帮子肿了，舌头磨烂

了，口腔肿了，还是在咬牙坚持，甚至做

梦都经常在练习说话⋯⋯

用色彩点亮出彩人生

“奋斗的人生更出彩。”这两年，吕娟

娟自己租了房子，开始独立生活。为了赚

更多的钱补贴家用，过上更加美好的生

活，她又学会了做手工在网络直播间售

卖⋯⋯

吕娟娟很珍惜时间，把自己的一天

都安排得满满当当。她给自己制定了时

间表，从早上 6 点半起床，到晚上 12 点睡

觉；从跑步、做早餐到创作、网络直播和

练习瑜伽。她也很自律，做事一丝不苟，

从不马虎。

吕娟娟还是个孝顺的女孩。父母都

是清贫憨厚的庄稼人，过着面朝黄土背

朝天的生活，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都在

上学，家里的支出大。为了减轻父母的生

活压力，她经常将自己卖画和手工艺品

赚的钱交给父母；每年腊月的时候，她都

精心绘制好年画、写好对联，拿到文化市

场 上 去 卖 ，备 好 年 货 ，回 到 家 乡 下 的 老

家，帮助母亲打扫房间⋯⋯

每天都在进步，可困难也如影随形。

画的画自己经常不满意，又得一次次重

来；尝试新的创作，总会有各种波折；自

己身体有残疾，网络直播带货中有很多

不便⋯⋯每一点的进步和收获，吕娟娟

都要付出比常人多千倍万倍的努力。

多少年的不懈奋斗，让这个柔弱的

女孩练就了钢铁般的意志。别人嫌弃她

是个聋哑人的时候，她感到伤心，但从来

不哭，她会忍住眼泪，铺开宣纸，醒开颜

料，拿起画笔，当笔尖吐出万千线条和各

种颜色，才会让她平和安静，充满希望。

勇于同命运做抗争，吕娟娟用精进

的作品表达对世界的热爱。在追求梦想

的路上，她走得无比执着坚定。

吕娟娟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画

家。在伍正芳的帮助下，这几年，她参加

了很多展览，也斩获了很多奖项。每一项

荣誉和奖项，都让她更加努力刻苦。

“一个农村女孩，并没有因为听力

言语能力的缺 失 而 消 极 对 待 生 活 ， 反

而 更 加 勇 敢 地 面 对 生 活 ， 自 立 自 强 、

健康向上，令人钦佩。”伍正芳说，吕

娟 娟 是 通 渭 县 残 疾 人 士 的 优 秀 代 表 ，

也是广大青年朋友身边的榜样，她的奋

斗和努力，成就着自己的人生，也激励

着更多的人。

农村女孩在无声世界里画出绚烂的花

扫一扫 看视频

吕娟娟在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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