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候
雷
乃
发
声

虽然惊蛰始有雷鸣，但是多雨的时节是在春分以后，随着天气转

暖，雨水增多，下雨时，天空出现雷声了。

三
候
始
电

春分十日后，天空打雷时，人们开始看到从云缝中发出的闪电。

一
候
玄
鸟
至

玄鸟即燕子，燕子是季节性候鸟，春分时节北方天气变暖，在南方

越冬的燕子又飞回北方，衔草含泥筑巢居住。

三
候
鹰
化
为
鸠

随着天气日渐和暖，鹰开始繁育后代，鸠开始鸣叫求偶。这两种

鸟儿外形很相似，古人认为鸠是由鹰变化而来的。

二
候
仓
庚
鸣

仓庚就是黄鹂鸟，惊蛰后五日，黄鹂鸟感知到春阳之气，开始鸣叫

求偶。古人认为，黄鹂鸟鸣叫是春天到来农耕开始的物候标志。

一
候
桃
始
华

桃花是春天重要的物候花，桃花的花芽在严冬时蛰伏，到惊蛰节

气开始开花了。

惊蛰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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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

“二十四节气”，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在“二十四节气”中，“五天为

一候，三候为一气”，即半个月为一个节气，每个节气分三候，一年共“二十

四节气”“七十二候”，古人将各“候”均与一种物候现象相对应。这是古人独

有的关于时令、气候、物候变化规律的知识体系，属于我们祖先的时间哲

学，至今仍然指导着传统农业生产和我们的日常生活。（韦远东 文/绘）

春分三候

在观看电视剧时，又看到了曾经与我

们生活相伴多年的压水井。顿时，那些已

经被岁月深埋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我村当年家家都使用压水井，它曾

是乡亲们摆脱每天担水吃的历史性标

志。在这之前，我们居住的那个只有十

几户人家的自然村，有南北两口水井。

北边那口井在一家院中，井口不大，却

足有三丈来深，井内呈酒壶状，越往下

越显宽阔。井口绿油油的马兰和那簇

灿灿的黄花，映衬着水井的神秘。

南边那口井就在我家房后不远的

地 方 ，出 了 大 门 ，往 右 后 方 一 拐 便 是 。

这口井呈椭圆形，从井口到井底也有两

丈多深。井口右端被一块比锅盖大出

近一倍的黑石头盖住，黑石头旁边有一

棵挺拔的枣树。

从我记事时起，父亲及邻近几户人

家的男人肩担水桶担水的样子，便深深

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紧挨着水井的是

我大爷、二爷家的菜地，隔三岔五地就见

大爷、二爷在月光下一桶一桶地打水浇

那一畦一畦的架豆、白菜、韭菜之类。后

来在井口安上了辘轳，比一桶一桶地用

井杆子往上拉，算是省劲了许多。我成

家独立生活后，体验过用井杆子打水的

辛苦，也体验过摇动辘轳的惬意。

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时

候，村里人不知从哪里看到了压水井，

一时兴起了打井热，家家都在自己的院

内打井并安装压水装置。当时省地质

五队队部驻地在我村，附近的山里也长

年耸立着多个钻塔。于是，钻机使用过

的旧钻杆便成了最好的压水井材料，地

质五队的修配厂也成为乡亲们求助焊

接压水井的免费加工厂。我家的压水

井 管 子 ，就 是 找 当 时 修 配 车 间 主 任 求

得，并请修配厂师傅给焊成的。

有了压水井之后，解脱了村里男人

很大劳动负担，不需要每天起早或收工

回来再拖着疲惫的身子去打水担水，家

庭妇女也随时都可以自己压水。

随着社会的进步，压水井这一曾备

受人们青睐之物又被水泵取代。随便

走进一个家庭，都不会再见到压水井的

影子。看到的是，电源一通，水缸便会

很快注满清水，就会听到菜地里涓涓的

流水声。

没等人们从按动开关就清水喷流

的美妙状态中醒来，类似于城市自来水

的压力罐又进入了农家，直接用压力罐

自动为厨房和太阳能供水。不能不说，

这是过去想都想不到的事。

现在想想那个担水吃的年代，想想

街上那些负重扁担发出的“嘎吱嘎吱”

颤动声，倒好似仙境般的童话；再想想

那并不古老但却早已远去的压水井，不

禁滋生一丝淡淡的怀念。

当然，怀念过去的东西，只是情感

上的不舍。我想，我们在乐享现代文明

的同时，也该允许在心底给曾经的依赖

留一方栖息之地。因为，这毕竟也是历

史，是难舍的乡愁。

远 去 的 压 水 井
□ 郭建设

评剧，我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曾被称

为全国第二大戏曲剧种，仅次于京剧。在

华北、东北及其他一些地区流行很广。

评剧于 1909 年左右形成于唐山，习

称“蹦蹦戏”或“落子戏”，又有“平腔梆子

戏”“唐山落子”“奉天落子”“平戏”“评戏”

等称谓。1935 年蹦蹦戏在上海演出时，

因为上演剧目多有“惩恶扬善”“评古论

今”的新意，采纳名宿吕海寰的建议，改称

“ 评 剧 ”。 1936 年 白 玉 霜 在 上 海 拍 影 片

《海棠红》时，新闻界首次把“评剧”的名称

刊载于《大公报》，从此，评剧的名字广泛

传播于全国。

评剧在现代戏的创作演出方面影响

很大。其中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小白玉霜

演出的《九尾狐》《小女婿》，新凤霞演出的

《刘巧儿》《祥林嫂》《小二黑结婚》《艺海深

仇》，东北韩少云演出的《小女婿》等，都受

到普遍欢迎。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2006 年 5 月 20 日，评剧经国务院批准

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评剧有东路、西路之分，而以东路评

剧为主。今天盛行的是东路，流行于华北

地区和东北三省，在南方也有广大观众。

西路评剧又叫“北京蹦蹦”，是在东路评剧

梆子、老调的影响下形成的。它的腔调高

亢，板头丰富，别具风格。辛亥革命前后

在北京及京西各地演出，很受观众欢迎，

以后逐渐式微濒于绝迹。

评剧的奠基人是河北唐山的成兆才。

成兆才的艺术生涯是多舛的，在艺术实践

中，成兆才深感对口莲花落节目单调，不

能满足观众的欣赏要求和演员的艺术水

平发挥。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他

开始编写《乌龙院》等拆出剧本，作品多为

移植、改编自其他剧种，从此开始他的创

作生涯。他编写的剧目，表现了清末农村

生活的某些侧面，反映了农民中间朴素的

道德观念和对美好、友善、和睦家庭的向

往，因而受到农村观众的欢迎。

清宣统元年（1909 年）正月，莲花落

以新的姿态出现在冀东农村。在滦县东

吴家坨，成兆才等人第一次亮台演出，节

目有《告金扇》《刘伶醉酒》《老妈开嗙》

等。他们的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连演五

天五夜，台前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压肩叠

背。随即，京东庆春班成立，成兆才成为

编剧、演员。该班由滦县进入永平府（今

河北卢龙一带），由于当地官府多次下令

禁止莲花落演出，为混过官府耳目，遂取

名为“平腔梆子戏”。

成兆才走红的时代，正是军阀混战、

百姓苦难深重之时。他同情人民的疾苦，

不满社会的腐败，写出了一系列反映现实

的剧本，如《杨三姐告状》《枪毙驼龙》《黑

猫告状》等，偶尔也写古装戏。其作品多

是描写一般市民的生活，下层贫民的形象

也常出现于舞台上。他的剧本是反映旧

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

1922 年，年仅 24 岁的月明珠由于过

度劳累病逝于沈阳。成兆才一手培养出

来的一颗明珠陨落他乡，成兆才和全体演

员怀着无法抑制的悲痛心情扶灵回乡。

接着，成兆才举用他培养多年的金开芳领

衔主演，使一度解散的警世戏社头班重整

旗鼓，于 1923 年返回唐山，又进入天津演

出。在天津，经吕海寰建议，改“平腔梆子

戏”为评戏，取“评古论今”之意。

评剧诞生至今，以极强的生命力很快

在华北、东北等地的城市、农村、工矿迅速

扩展开来，并形成剧目繁多、流派纷呈、艺

术人才层出不穷的辉煌局面。

赤峰地区从民国初期就已有了京剧、

梆子和评剧，那时戏班的演出形式经常是

“三合水”，或叫“三大块”（即把京剧、河北

梆子和评剧三个剧种结合在一个团体中

演出）。由于百姓们特别钟爱评剧艺术，

使评剧与京剧、梆子分离开来，成为单独

的艺术表演团体，并逐步加以发展，成为

极具影响力的剧种。

评剧以平民化、大众化通俗流畅的艺

术风格极易传播。其艺术特点是：以唱功

见长，吐字清楚，唱词浅显易懂，演唱明白

如诉，表演生活气息浓厚，有亲切的民间

味道。它的形式活泼、自由，最善于表现

当代人民生活，因此城市和乡村都有大量

观众。

评剧唱腔是板腔体，有慢板、二六板、

垛板和散板等多种板式。新中国成立后，

评剧音乐、唱腔、表演的革新取得显著成

就，特别是改变了男角唱腔过于贫乏的弊

病，男声唱腔有了新的创造。其表演艺术

虽吸收了梆子、京剧的身段、程式，一度出

现京剧化的倾向，但仍保持着民间活泼、自

由、生活气息浓郁的特点。可以说，接地

气、善于表观现实生活是评剧的一个传统。

评剧的男腔和女腔，是在莲花落、蹦

蹦戏的音乐基础上，逐步吸收并借鉴梆

子、京剧的唱法形成的。伴奏以胡胡（板

胡）为主，打击乐器与京剧大体相同。评

剧女腔是由月明珠等人创造的，男腔是由

倪俊生等人创造的。

评剧唱腔是在唐山民歌、莲花落等民

间音乐基础上，吸收东北二人转、京剧、河

北梆子等冀东和京津一带地方戏曲的音乐

成分形成。其特点为抒情性强、流畅自然、

乡土味浓。唱腔为板腔体结构，由一板三

眼、一板一眼、有板无眼、无板无眼等四种

节拍形式组成。常用的板式有慢板、反调

慢板、二六板、垛板、流水板、散板、尖板等。

慢板即一板三眼，是评剧唱腔的基本

曲调，过去为旦腔专用，后来逐步发展为

旦、生共用。慢板由上、下两个各四小节

的乐句组成，每句又可分为三个小分句，

其特点是多从头眼（第二拍）起唱，分句常

以小过门来加以衔接。

反调慢板，是在正调慢板基础上，利

用转调手法发展而成，旋律性和抒情性均

较强，常用来表观悲伤、哀怨的情绪。

二六板，一板一眼，是评剧唱腔中最常

用的板式，既可抒情，亦可叙事，各个行当

均可应用。又可分为小生二六与原板二六

两种形式。小生二六的上、下句各为六小

节，每句常由两个分句组成，是生行的主要

唱腔。原板二六的上、下句各为四小节，是

旦行的主要唱腔，其他行当有时兼用。

垛板，一板一眼，旦腔应用较多，其特

点是节奏感较强，常为板起板落，速度变化

较大，又分快、慢两种：慢垛板擅长叙事，快

垛板擅长抒情，特别是表现激动的情绪。

流水板，有板无眼，生、旦共用，其特点

是唱词与旋律结合密切，口语化，但旋律性

不强。

散板，无板无眼，节奏较自由，旋律扩

展与缩减的变化较大，由于伴奏上的区别，

又可分紧打慢唱，慢打紧唱等形式。

尖板，无板无眼，系从河北梆子唱腔

中吸取来的，起始过门与锣鼓仍与河北梆

子保持相同格式。

除了这些基本板式外，新中国成立后

还发展了许多新的板式，从而丰富了唱腔

的表现力。

辛亥革命后，成兆才依据当地的时事

新闻创作和改编了《杨三姐告状》《黑猫

告状》《枪毙骆龙》《枪毙骆虎》等，基本上

奠定了评剧以演现代剧目为主的特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评剧进入了新

的繁荣发展时期，演出了一批很受群众欢

迎的现代戏，如小白玉霜和韩少云主演的

《小女婿》、新凤霞主演的《刘巧儿》《祥林

嫂》《小二黑结婚》以及《金沙江畔》《夺印》

《野火春风斗古城》；改革开放以后又出现

《山里人家》《疙瘩屯》《黑头与四大名旦》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一批优秀现

代剧目。

评剧，是深受人民喜爱的剧种之一，

与其他姐妹剧种相比，在唐山风景独好。

剧团除了常年演出传统戏以外，还坚持排

演新剧目。如我们滦南成兆才评剧团创

作演出了现代戏《冤家·亲家》《哑女》，丰

润区评剧团创作演出了《班魂》《曹雪芹》

《我的嫂子我的娘》等等，都受到了观众欢

迎，并在省戏剧节和中国评剧艺术节上荣

获大奖。近年来，迁安市诞生了两个民营

评剧团，即迁安市百花评剧团和迁安市洪

影评剧艺术团，从成立伊始充满了活力，

他们每年分别演出 400 多场，还创作演出

了新剧目《刘胡兰》《戚继光》，为剧团闯出

了一条新路，并且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演出

体制。

评剧不但受到冀东一带农民喜爱，唐

山市民也对它情有独钟。每当市评剧团

演出，剧场观众均在八成左右，演出《杨三

姐告状》《花为媒》《秦香莲》等经典剧目时

更是场场爆满。在中国评剧艺术节上，中

国评剧院曾带来《杨三姐告状》作为展演

剧目。观众热情高涨，演出前一张戏票竟

被炒到几百元仍然抢手。唐山各级政府

为了扶持家乡戏——评剧，也采取了一系

列方针政策，连续举办中国评剧艺术节，

推出了一批优秀剧目以及优秀表演艺术

家。评剧与各兄弟剧种，都是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担负着建设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使命。

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唐山各评剧团体的不足之处也日渐显现

出来。据笔者了解，现在各团每年演出的

场次在农村约占 70%，观众中年龄在 40

岁以上的约占七八成。存在的问题是，每

个剧团演出的剧目大致相同。且创作新

排的剧目在观赏性上还很难与传统经典

剧目相抗衡，艺术质量尚有待提高。

唐山作为评剧的摇篮，曾经培养了月

明珠、韩少云、花淑兰、洪影等一大批著名

表演艺术家，他们为评剧艺术事业作出了

重要贡献，是我们年轻从业人员的学习楷

模。我们今天的评剧演职人员，需要普遍

提高自己的艺术素质，增强事业心，兢兢

业业献身评剧艺术。经济收入、文化水平

不断提高的新时代农民，迫切要求看高水

平的戏。剧团则需要勇于革新的表演艺

术家，同样需要高水平的编导、音乐唱腔

设计人员。为了摆脱逐渐走入困境的评

剧艺术，业内人士呼吁力创“精品”再造评

剧辉煌。

在唐山有偌大的观众群，他们把欣赏

评剧当成了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这是

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是百年来形成的

一种演戏看戏情感交流的通道。先辈创

造了评剧艺术，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

神财富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民群众需

要这门艺术。乡情乡韵割不断，我们后

辈戏曲工作者应该加倍努力，让评剧之

花越开越鲜艳。

评 剧 的 起 源 与 发 展评 剧 的 起 源 与 发 展
□□ 谷景峰谷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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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剧”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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