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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晚，在阳头人民广场“全家福安·艺起唱”音乐
活动点，“周末戏相逢”福建优质文化文艺资源直达基层公益
性演出活动准点上演。福安市平讲戏艺术传承中心30多名演
职人员为观众献上《三奇缘》平讲戏剧目，吸引众多市民
围观看戏。

当晚公演的平讲戏《三奇缘》剧情丰富，演员们倾情演
绎，特别是“讲白”中巧妙融入幽默风趣的福安俚语、时代特征
的流行词汇、惟妙惟肖的面部表情，博得现场观众的阵阵笑声和
掌声。据悉，“福安平讲戏”作为闽剧的前身之一，至今已有500多
年历史，2014年底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由于唱词和
对白都用方言，平白如讲话，通俗易懂，深受闽东北一带广大群众
的喜爱，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享受。 吴景华 摄

周末广场 好戏开锣

春入棠溪山如画，武陵源里花盛开。
为了追寻闽剧在棠溪的印记，我又一次踏
进这个古老的村落。

“我们棠溪与戏的结缘啊，最早是在
1948年，阳头‘红乾班’的伏增师傅来到棠
溪，在他的组织下成立了‘棠溪京班’，那是
棠溪闽剧团的前身。我们棠溪京班，最特
别的是它的唱腔，不仅有京腔，还融合了
屏南四平戏、寿宁北路戏、福安平讲戏等
诸路戏腔，福安人都管这种腔调子叫‘啰
嗦调’的。”坐在我面前的是原棠溪闽剧
团团长陈作铃，说着他点燃了一支香烟，
斜靠在窗前，沉入了回忆里。

后来，“棠溪京班”被叫停，改称
“棠溪俱乐部”，样板戏成了新宠，剧场内
外响彻的便是 《红灯记》《智取威虎山》
这样的主旋律。

1978 年，棠溪闽剧团一恢复，便邀
请福安闽剧团的李福生导演来村里授戏，
这消息像一缕春风吹进了山村，不仅唤醒
了老戏迷们的回忆，也激起了后生们心里
的热情。那年头，乡村生活物资贫乏，戏
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传统娱乐方式，前来报
名的多是兄弟，或是姊妹，在台上你称我
官人，我唤你娘子，唱腔迭起，衣袖翻
飞，不尽缱绻缠绵。几个月磨合下来，剧
团排定了《合欢楼》《四幅锦裙会》《铡美
案》《蝴蝶杯》 等六出戏，这其中又以

《棋盘山》最为好看。
“那个时候，跟着剧团走，有吃没工

资，连睡觉的被褥都要自己带，但抱着学
艺的念头，许多人家还是把孩子送来学
戏。临外出演戏，他们的父母还要悄悄藏
几块钱在老演员手里，乡里乡亲的，他们
当然放心，就是怕路上孩子万一有个头疼
脑热啥的，可以救个急。”说起那时候村
民们对戏的感情，如今上了年纪的老陈颇
有感慨。

登台亮相之后，新一批演员迅速成长
起来，这其中像老生郑宝铃、青衣吴月
英、小生陈秋云等人日后还成为剧团的台
柱子。那时，还是泥腿子的陈作铃，从田

间地头被吸引到剧团里，在《棋盘山》戏
中，他扮演朝官，后来又在《斩驸马》戏
中扮演了包公，由此走上了前台。

来剧团的第二年，陈作铃当上了团
长。那时资金不足，团里只有六担戏担，
演戏既为了还债，也想进一步添置行头，
助力剧团发展壮大。演戏日子有讲究，须
是冬收以后，谷物入仓，从农历十一月到
正月间，是戏的旺季。

每个剧团都有戏头，大多由团长担
任，负责“走戏路”，其作用类似于现在
的联络员。棠溪闽剧团刚成立，名气不
响，除了上门联系，还要“自打广告”，
最简单就是找个村子，或在祠堂老厝，或
于田坪地头，热热闹闹演上几天戏。这戏
一出比一出精彩，口碑出了，来看戏的越
来越多。戏一开场，四邻八村的人闻声而
来，有的扔了地里的活，就为了赶回来
看，一见了面就笑着说：“嗨，你不知
道，在山上听见那锣鼓声响，待都待不
住，哪还有心思干活，就想着飞回来看
呢。”戏路一开，那些识货的主儿渐渐寻
上门来，谈下戏约，是为“打戏”。

戏一排好，第一站自然是棠溪，让父
老乡亲们先一饱眼福，也算是对剧团出班
的检验，接下来从泰逢到横山到甲峰到上
坪洋再到西坑，最后从柘头返回。那时，
没有公路没有车，有的是山间小道，小溪
流水，挑戏担的走在前面，戏演员就跟在
后边，一路翻山越岭，蹚水过河。剧团到
了村，就是村子的戏节，三天三夜戏，除
了白天，晚晚都有夜宵，张家三个，李家
五人，村中早已派下。他们说，唱戏的演
员吃饱了，有精气神了，一颦一笑，这戏
才会好看，打的戏才值！

别看演员台上出将入相，风光无限，
下了台，只有他们知道演戏人的艰辛。那
时候，有戏上演是好事，有吃有喝有地方
睡，可戏演完又一时找不到下家，这种青
黄不接的日子就有些难过了。这时候，剧
团多半会寻到附近村庄，恳请村里行个方
便，打开祠堂借宿一宿。在戏行里，这叫

“爬门头”。有一次，棠溪闽剧团在宁德八
都“爬门头”，那个村子种茉莉，村人怕
茉莉受冻，就绑了稻草披在上面防寒。晚
上天冷，又没床，无奈之下，大家只能趁
夜悄悄将村人披在茉莉上的稻草提走，铺
在戏台上，对付一晚，等天一蒙蒙亮，就
赶紧把稻草再送回去。

比起受寒挨冻之苦，还要面对演戏中
不期而遇的突发状况，这对剧团也是不小
的考验。乡村人的观念，凡事头要圆，尾
要圆，圆满是他们的追求。这就要求剧团
不能只是照单而演，得学会看人点戏。一
次，在上白石佳浆村，晚上演 《陈世
美》，剧中陈世美抛妻弃子，进京赶考，
三年没有音讯，正赶上饥荒，陈世美的父
母饿死，其妻秦香莲带着两个孩子去京城
寻夫。平步青云的陈世美得知消息，派了
将军来杀人灭口……戏正演到高潮，台下
看戏的村民不干了，吵嚷着说是对他们陈
姓族人的诽谤。戏演不下去了，作为团长
的陈作铃赶紧站出来和村里协商，向村民
们赔不是，最后以加演一天平息众怒，方
才收了场。

无独有偶，还有一回在薛家垅村，正
演到最后一场戏，戏中丈夫高中状元，衣
锦还乡，妻子好不容易守得云开见月明，
迎来了团圆。这本来是大好结局。可就在
这个节骨眼上，演妻子的一时找不到拜堂
成亲的红衣裳，就一身青衣装扮上了场。
这下触到了村人的忌讳，剧团只好从头到
尾原原本本再演了一遍。

“这一路戏演下来，说苦，那是真的
苦——”老陈顿了顿，眼睛里忽然一亮，

“但也有一个奇怪的地方，有时候让人想
都想不通，比方说我这一趟出戏回来，又
累又乏，想想还没有工资，心里真不得劲
儿，甚至当着别人的面下了诅咒，下次甭
管谁叫，我都不去了，但随着开戏的日子
一天天临近，心中越发不安了起来，等到
农历八月二十三拜过戏神，听见那锣鼓丝
竹奏响，心里头自然地就热将起来，之前
说的话早忘得一干二净，包起被子搭在肩

上，又开始起程了。”
都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这话不

假，走过了风雨也必然会迎来灿烂的阳
光。

1983年，宁德地区要选拔一个剧团去
福州参加闽剧比赛，经过一番角逐，棠溪
闽剧团凭借实力，以加演 《秦香莲闯宫》
和演出剧目《双定牌》从各县市剧团中脱
颖而出，代表宁德出征省赛，最后斩获了

“最佳演出奖”和“最佳剧本奖”。消息传
回，家乡轰动，棠溪闽剧团受邀在潭头镇
区演出，一时观者如潮，景象蔚为壮观。

随着戏路的开拓，名声的远播，棠溪
闽剧团走出了山沟，走进了外县市广阔的
天地。不管走到哪里，棠溪戏人永远不忘
演戏做人的根本。那一次，霞浦洪下村来
打戏，棠溪闽剧团前去赴约，这时另一路
福安的闽剧团正在洪下村附近结束了戏，
没找到下家，想到洪下村“爬门头”。村
里的福首们一看是福安的剧团，以为是棠
溪闽剧团来了，就打开祠堂大门，让他们
把戏担挑进去。就这前后脚工夫，棠溪闽
剧团也到了洪下村，看到前家闽剧团已经
把戏担挑进去，想着都是同行，谁不会遇
到点难处，就让给他们演。才刚走到村子
前门口，后头就听到了风凉话，这下团里
的小伙子们不干了，大家回转身来把戏担
往祠堂里挑，说什么也要在洪下村演上一
出戏！村人一听晚上两个剧团要在这里

“赛台”斗戏，都传开了。先来的闽剧团
演的是 《程咬金过百岁》，棠溪闽剧团演
的是 《棋盘山》。两出戏斗下来，越到后
面，高潮迭起，喝彩连连，已是夜里十二
点多，台下依然人声喧阗，不肯散去。第
二天一早，先前来“爬门头”的闽剧团自
觉技不如人，悄悄挑走戏担，离开了村
子。

武陵溪畔，流水潺潺，春去秋来，花
开花谢，转眼到了1985年，福安闽剧团向
外招生，为了谋生，也为了有更好的发
展，原棠溪闽剧团的部分台柱子就去了城
里，为了填补空缺，剧团聘请来一些外地
演员，但由于工资偏高，再加上与本地演
员配合不够默契，这种状况到了1989年终
于维持不下去，于是剧团再次解散了。

曾经一度辉煌的闽剧，就此成为一代
棠溪人心灵深处永恒的印记，那记忆中的
丝竹之声，音韵袅袅，悠悠扬扬，萦回在
时光的古巷里、旧祠中，走过去，那檐前
屋角，石壁断墙之上，隐隐还有人在轻轻
哼唱……

萦绕在记忆中的丝竹声
——追寻闽剧的棠溪印记

□ 沈荣喜

本报讯（林平） 2月24日，罗江街
道在北山村举办首届“弘扬福水文
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畲汉群众欢聚一
堂，听畲歌、看表演，通过文化交流
搭建民族交融的连心桥。

活动节目精彩纷呈，舞蹈《最美
畲乡情》《畲歌飞出葡萄沟》 展示了
新时代我市畲族乡村的发展新貌和畲
族同胞的幸福生活，《打枪担》 节奏
明快、热情奔放，重现了旧时畲民上
山砍柴劳作、且歌且舞的欢快场景；
歌曲 《凤凰与山客》《谁歌多》 通过
畲族男女张口即歌、会友传情，原汁
原味展现了畲族传统斗歌习俗的魅
力，《党的恩情唱不完》《中国梦 畲家
情》抒发了畲家儿女心怀党恩、爱国
爱乡的质朴情感；别具特色的闽东畲
族婚俗非遗项目展示，更是将活动欢
乐氛围推向高潮。

近年来，罗江街道紧紧围绕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推动
少数民族村发展。北山村进一步把握
政策契机，不断优化村居环境，引导
群众因地制宜发展蔬菜种植、酿酒白
粬等产业，形成“一村一品一特色”
优势。同时，通过举办畲族风情和民
俗信仰文化展示活动，促进民族交流
团结，打造北山畲村亮丽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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