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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9月23日，在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

节河南省主会场开幕式文艺演出中，申小
梅带领她的4名徒弟演唱了越调《空城
计》选段。再回家乡演出，引得众多戏迷
找她合影留念。这位从郾城农村走出去的
姑娘历经40多年不懈努力，如今已经成
为国家一级演员、河南越调剧团团长、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当天，记者采访
了申小梅，听她讲述自己的戏曲人生。

16岁走上戏曲之路

“我出生、成长在农村，如今再回到

家乡演出，看到家乡变
化如此之大、新农村建
设如此之好，真是感慨
万千。”申小梅说，眼
前美好的一切，让她不
禁想起童年时光。

1965 年，申小梅
（原名赵玉霞）出生于
郾城一个农村家庭。

“我小时候村里有广
播，家家户户都装有一
个小喇叭。喇叭里经常
在下午播放申凤梅老
师的戏曲片段，我第
一次听就喜欢上了，
经常边烧地锅做饭边
听申老师的戏。好几
次 因 为 记 戏 词 太 投
入，把饭烧煳了。申
老师的声音伴随着我
的整个童年时光，也
让我自幼就立志要成
为像她一样优秀的越
调演员。”申小梅告诉
记者，16岁那年，当
时的新店公社越调剧
团招演员，她偷偷报
名参加了考试。被录
取后，申小梅不顾家
人反对，毅然到新店

乡越调剧团学习越调，走上戏曲之路。
她在这里一学就是3年，因为热爱越调
且有天赋，申小梅在剧团里很快脱颖而
出。3年后，她考入南阳市淅川县越调
剧团，从此离开家乡，开始了越调表演
职业生涯。

1990年拜申凤梅为师

到淅川县后，申小梅刻苦学习，提
升自己的唱功，盼望有一天能得到偶像
申凤梅的肯定。她偶然得知申凤梅在周
口的家庭住址后，决定去拜访她。1988
年，趁剧团放假，申小梅鼓起勇气，乘

汽车从淅川到周口，来到申凤梅老师
家。“申老师并不认识我，当时贸然上门
求教，我非常紧张，敲门时全身都在发
抖。”申小梅说，申凤梅得知她的来意
后，给她拿水果、倒茶，亲切随和，让
她逐渐放松下来。

当时申小梅感冒了，经过长途颠
簸，精神又过度紧张，在给老师表演时
晕倒了。“老师立即送我到医院看病，回
来后让我跟她睡在一起，晚上几次起来
给我量体温、喂水、喂药。”申小梅说，
那次见面，申凤梅照顾了她五天，等她
病完全好后才让她回淅川。她暗下决
心，一定要好好学戏，争取能成为申凤
梅的学生。

1990年，申小梅在平顶山演出《诸
葛亮吊孝》。原本在郑州治疗糖尿病的申
凤梅得知那次演出对申小梅非常重要，
就暂停治疗，特意到平顶山观看申小梅
演出。演出结束后，申凤梅高兴地走上
舞台说：“这个徒弟我收了。”“那是我一
生最开心、最自豪的时刻了。”申小梅
说，第二天，她正式拜申凤梅为师。不
久后，她调至河南省越调剧团，开始跟
申凤梅学艺。

成为越调领军人物

成为越调大师申凤梅的亲传弟子以
后，申小梅勤奋刻苦，努力学习越调艺
术，并得到了申派的真传，悟到了申派
艺术的真谛。她的唱法由继承走向创
新、由稚嫩走向成熟，逐步形成了自己
的艺术风格，塑造出一个又一个生动的
舞台艺术形象。由申小梅主演的越调
《申凤梅》《尽瘁祁山》《大明朱元
璋》《诸葛亮吊孝》《华容放曹》 等30
多部剧目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和高度
赞扬。

作为申凤梅的亲传弟子，申小梅不
但继承了“焦裕禄式文艺战士”申凤梅
的精神品质，还继承了其独特的唱腔艺
术，在艺术造诣上不断有新的发展和突
破，频获省级和国家级大奖。2004年，

申小梅摘取中国戏剧第21届梅花奖，成
为越调第一位中国戏剧梅花奖的获得
者。2008年她主演《老子》，获得文华
表演奖、上海第24届白玉兰主角奖等荣
誉。2014年，河南省越调剧团编排廉政
题材的大型新编历史剧 《大明朱元
璋》，申小梅在剧中饰演朱元璋，该剧
荣获河南省第十三届戏剧大赛"文华大
奖”，在全省巡回演出。2018年，申小
梅受邀赴日本开展戏曲文化交流活
动。2019 年，申小梅带领越调 《老
子》 剧组赴韩国参加了韩国原州国际
艺术节。

申小梅为越调艺术面向全国、走
向国际做出了突出贡献。如今，她已
经是国家一级演员、越调领军人物、
河南省剧协副主席、河南省优秀专
家、河南省“四个一批”优秀人才、
河南省先进工作者，是河南省越调艺
术保护传承中心主任、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家。

致力越调的继承和发展

在获得第2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后，
申小梅更加关注越调的继承和发展。为
了为越调艺术培养接班人，申小梅除了
在越调剧团培养申派继承人，还创新人
才培养模式。2015年，申小梅与周口职
业技术学院联合兴办申小梅戏曲学院，
内设中专与大专班，学生学费全免。
2017年，申小梅在中国戏曲学院开办首
届越调本科班，让戏曲艺术薪火相传、
越调事业人才辈出。

“ 只 要 大 家 喜 欢 听 ， 我 就 愿 意
唱”是申小梅的口头语。无论大型剧
院，还是广阔的乡村大舞台，都时常
能看到申小梅的身影、听到她的唱
腔。

“作为申派传人，肩负着振兴越调艺
术的使命。我将以恩师为榜样，为党的
文艺事业尽心尽力、努力探索，让越调
有更多观众，在新时代绽放更耀眼的光
芒。”申小梅说。

越调名家申小梅的戏曲人生

申小梅

■张自立 口述
本报记者 于文博 整理

张自立，1941 年出生，沙河调老艺
人。他13岁学戏，15岁开始登台演出。一
生工花脸，兼须生、丑等行当；曾师从沙河
调名家曹江、魏金喜、李顺等，被誉为沙河
调“活化石”。1998年从市豫剧团退休后，
张自立致力沙河调的研究、传承工作。近
日，张自立向记者讲述了有关沙河调的前
世今生，记者对此进行了整理。

沙河调和祥符调、豫东调、豫西
调并称豫剧四大流派，产生和发展于
沙河流域，自清朝中期相传至今，有
着 200 多年的历史，漯河、周口、商
水、沈丘等地都是沙河调的发源地和
流行地区。

“江南百货萃，此处星辰罗。”漯河
自古就是繁华的水旱码头，经济繁荣，
商贾云集，各种民间艺术流派也在此荟
萃。清朝中叶，眷戏和罗戏在漯河盛行

一时，清地方政府却以老百姓整日跑着
看戏荒废了农桑以及戏文中传播“淫词
俚语，有伤风化”为由给禁了。

此后，其他剧种纷纷乘机登陆漯
河：梆子、越调、楚剧、汉调等百花齐
放、相互融合。眷戏和罗戏艺人也在这
种融合中重新找回了舞台。当时，河南
梆子因与罗戏和眷戏的发音、道白及表
演的程式接近，传入漯河地区后深受欢
迎。生活无着的眷戏和罗戏艺人大多融
入梆子戏班，慢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梆
子戏——本地梆。

20世纪50年代末，河南省一次文艺
座谈会中，当时的省文化厅副厅长、著
名文艺理论家冯纪汉提议，根据流传地
域、演唱特色等，把豫剧归纳为豫东、
豫西、沙河和祥符四大流派，得到文化
界和戏剧界的广泛认可，本地梆从此成
为沙河调。

沙河调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唱腔

激越，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吸收了当地民
歌、小调的艺术特色，还融合了武术、
器械表演等，形成不少“绝活儿”。独
特的艺术风格让沙河调受到了观众的喜
爱和追捧，在沙河两岸久久传唱，曾经
漯河大大小小的庙会上都有沙河调演
出。每次演出，场下观众的掌声震耳欲
聋。一代又一代沙河调艺人得到观众的

喜爱和认可成为名角儿，每次演出都座
无虚席。

1956年，沙河调剧目《白莲花》参加
河南省戏曲会演，获得多个奖项，沙河调再
次得到各界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沙河
调剧目《雷音寺》《反徐州》《卖华山》参加
了河南省戏剧流派会演，观众反响热烈。

作为地方剧种，漯河艺人对沙河调
有着深厚的感情。以前，沙河调的传承
全靠老师口传心授，后来也有老师通过
谱子教学。传承方式虽有改变，但沙河
调艺人学艺的认真态度从未改变。每排

练一场戏，哑排、响排、花排、彩排
等，精益求精，推动着沙河调艺术不断
发展。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沙
河调的传承发展，通过走访老艺人等方
式，录制和整理了很多沙河调传统剧目
的唱腔、唱段，整理出不少剧本，并出
版了沙河调专著 《铿锵悠扬沙河调》。
2015年，沙河调入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名录；2021年，沙河调入选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漯河这一方沃土有着深厚的文化
底蕴，滋养了沙河调这一戏曲艺术的
明珠。作为一种依沙河起源、兴盛的
独具特色的艺术流派，沙河调是漯河
一笔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见证着漯
河的发展和漯河人的精神风貌。我们
要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使之更
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获得更好的
传承发展。

豫剧沙河调 传唱两百年

■魏增瑞
秋分时节，田园瓜果飘香；中原大

地，满眼丰收美景。2022年中国农民丰
收节河南省主会场活动在临颍县皇帝庙
乡商桥村举行。商桥村喜迎八方来宾，
热闹非凡。

商桥村位于临颍县与郾城区交界的
小商河（颍河故道）南北两岸，实际上
由两个村子组成，河北边为“北商桥”，
俗称“北寨”，归临颍县管辖；河南边为

“南商桥”，俗称“南寨”，归郾城区管
辖。

说起小商桥，不能不说颍河。古代
有“四渎八流”之说，其中“八流”之
一就有“颍水”。“颍水”作为淮河的重
要支流，其名字一直沿用至今。但是在
其流经的某一河段却有不同的叫法。譬
如，在明代的临颍地图上，颍河被标注
为“渚河”；清顺治年间的《临颍县志》
也有记载：“在颍西十五里即渚水也。”
民国重修《临颍县志》记载：“临颍土民
皆呼曰渚河……盖所经过之地以村为
名，无足怪者。”也就是说，古代的河流
有些河段两岸居民会有自己通俗的冠
名。而经过商桥村的颍河河段被称为小

商河，相传是古时商王经此而得名。桥
因河而取名，河因桥而出名，人们以桥
为村名。

小商桥始建于何时，《二十四史》上
并没有明确记载。据 《郾城县记》 记
述，小商桥“在南寨门外小溵河上……
隋开皇四年建”。整修小商桥时曾挖出一
个桥碑，石碑上清晰地印证了《郾城县
记》所记载的修桥年代——隋开皇四年
（公元584年）。这时人们才发现它比赵
州桥还要早一些。且不说南宋爱国将领
杨再兴在此留下了壮烈的故事使它名扬
天下，即使作为颍河东西航运和南北大
道的交会点，小商桥也给本地区的繁盛
和发展带来了不可或缺的动力。清顺治
年间《临颍县志》记载“（临颍县）明
洪武初置急递铺凡六所”，其中就有

“小商桥铺”；“洪武二十九年知县李实立
县市法，全县设立16个集市，月各六
集”，其中就有小商桥村。陆路交通和水
路航运的便捷，使小商桥成为河南中南
部富庶的名镇。

退休教师朱广振是土生土长的商桥
人，也是当地历史文化的研究者。他告
诉笔者，商桥从没有发生过洪水。据村

里老人讲，商桥上有两个龙头，龙嘴里
有两个石珠，水位一到龙头部位水就会
被吸进去，所以商桥从来无水患。其
实，真实情况是每到汛期颍河都会从繁
城回族镇锅壅口决堤，向东分流，其余
颍水途经台陈镇大沟桥附近又会向东漫
堤，剩余颍水流到商桥已成强弩之末，
不可能再造成水患。而到了秋冬枯水季
节，小商河仍然流水淙淙，舒缓的河水
适宜船舶航行，可以说这里是不可多得
的宝地。

朱广振说，历经宋元战乱后，商桥
村只剩宋、耿两姓人家（现在商桥村还
有一条路叫“耿路”）。经过明朝初年的
休养生息，商桥村渐渐恢复元气，又呈
现出繁华景象，各地商户云集，街道两
旁房屋檐廊相接，一派江南风格，有

“小上海”之
称。除了经营
商业，开客栈
的商户也不在
少数，宽敞的
院子、宽阔的
院门，大车小
车都可以直接

进去。
据朱广振整理的资料记载，农历正

月十九是小商桥的庙会。小商桥人常
说：“会比年大。”从农历正月十三开
始，街上就人山人海，各种商品琳琅满
目，庙会上的杂耍就有72家。最令人瞩
目的是大街两旁悬挂的大纱灯，每个纱
灯上都绘有好几个图案，刚好组成一个
完整的古代故事。这些大纱灯据说是从
扬州定制的，可惜现在已不见踪影。

一条河、一座桥、一个村庄。千百
年来，村民安居乐业、五谷丰登。这次
2022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南省主会场活动
的成功举办，使小商桥村名扬中原。如
今的小商桥村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农耕
文化，呈现出新农村的新风貌，正走在
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上。

商桥村：因一条河一座桥而得名

开栏的话：
沙河调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自清朝中期起在沙颍河流域传唱至今，

2015年入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2021年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名录。本版自即日起开设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的《漫谈豫剧沙河调》
栏目，请戏剧专家和沙河调研究者为广大读者介绍沙河调的艺术特色、代表性
剧目以及当前如何更好地传承与发展。

传统文化传统文化

秋天是属于农民的季节。我们
不妨读读有关丰收的美好诗词，体
会字里行间的喜悦。

“北场芸藿罢，东皋刈黍归。
相逢秋月满，更值夜萤飞。”（王
绩 《秋夜喜遇王处士》） 王绩用
了一个“喜”字来表达他与这位
老邻居相逢的心情。心里充满丰
收的愉悦，干起活来分外有劲
儿。粮食收不到仓里终究不放
心，抢收就成了丰年的风景：“新
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
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
响到明。”（范成大 《秋日田园杂
兴》） 这首诗让我们看到了近两
千年前的南宋抢收的场面。丰收
的喜悦驱散了疲劳和困意，欢声
笑语伴随着打稻声，不打完不散
场。在这丰收的欢悦里，人们最
担心的就是下雨。“秋来只怕雨垂
垂，甲子无云万事宜。获稻毕工
随晒谷，直须晴到入仓时。”（范
成大《秋日田园杂兴》）

秋收时节，为保证充足的体
力，更兼庆祝好年景，乡邻们往往
会聚在一起改善一下生活，这也是
乡村最暖心的场面。“田家重农
隙，翁妪相邀迓。班坐酾酒醪，一
行三四谢。”（秦观《田居四首》）
乡邻自娱自乐，这确实是一年到头
难得的好时光。

秋社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农民来
说可能是最重要的节日。“南亩场
功作，东家社酒香。”（苏辙《秋社
分题》）农民首先要在这个节日感
谢土地神的佑护，祈祷来年风调雨
顺、岁稔年丰。“九农成德业，百
祀发光辉。报效神如在，馨香旧不
违。”（杜甫《社日》）经过一年的
辛劳，在这个节日里尽情地庆祝一
下，享受丰收的喜悦和自己的劳动
成果。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进
行变法，到了元丰年间，他的改革
措施开花结果，农业生产获得大丰
收，这在元丰二年的赛秋社上也表
现出来。“湖海元丰岁又登，稆生

犹足暗沟塍。家家露积如山垄，黄
发咨嗟见未曾。”（王安石《歌元丰
五首》） 大家载歌载舞，共庆丰
收。除了歌舞迎社神，人们在社日
最向往饮社酒、分社肉，毕竟这才
是最实惠的享受。“连云松竹，万
事从今足。拄杖东家分社肉，白酒
床头初熟。”（辛弃疾《清平乐·检
校山园书所见》）晚年的辛弃疾壮
志难酬、报国无门，就闲居乡里，
与民同乐。从他积极参与分社肉的
行动中，我们能感受到他在丰年
乐岁与民同乐的淡淡欢欣。“雨余
残日照庭槐，社鼓冬冬赛庙回。
又见神盘分肉至，不堪沙雁带寒
来。书因忌作闲终日，酒为治聋
醉一杯。记取镜湖无限景，苹花
零落蓼花开。”（陆游 《秋社》）
陆游晚景与辛弃疾颇为相似，被
朝廷弃置乡间，他与乡邻共赛秋
社、分社肉、饮社酒，庆祝一年的
丰收，为寂寞的晚年平添了许多快
乐。

丰收使农民没有了生计之
忧，唤起他们心底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菽粟瓶罂贮满家，天教将
醉作生涯。不知新滴堪篘未？细
捣枨虀买鲙鱼。”（范成大 《秋日
田园杂兴》） 看着新收的五谷心
里就踏实，喝喝酒，赏赏菊花。
秋风起，那曾勾起张翰乡思的松
江四腮鲈鱼该是最肥美的时候了
吧？弄些来做酒肴，一饱口腹之
欲。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阶层一般
不参加农业劳动，但他们却能分
享农民丰收的喜悦。谁看到“晴
稻收云白，秋瓜切粉黄”能不激
动呢？他们应邀参加农家宴饮，
享受田园之乐。“紫蟹黄鸡馋杀
侬，醉来头脑任冬烘。农家别有
农家语，不在诗书礼乐中。”（王
世贞 《暮秋村居即事》） 一边享
受着“紫蟹黄鸡”这些农家美
味，一边与他们说着无拘无束的
醉话，真是别有情趣。

据《中国艺术报》

诗词里的丰收

“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
在古代，人们认为农作物丰收是神
灵的功劳，因此要在取得收获之后
对诸神进行祭祀，其中社神是最重
要的祭祀对象之一。《孝经·援神
契》 中记载：“社者，五土之总
神。土地广博，不可遍敬，而封土
为社而祀之，以报功也。”社神在
周代是一个非常尊贵和重要的神
祇，从天子到庶人都要祭祀社神。
周人祭社的目的有祈求好收成、祈
雨求晴、祈求消灾，甚至还有求
子、祈求战争胜利等。

祭祀土地神的日子叫社日，春
秋各有一个，即春社和秋社，分别
在立春后和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
大体在春分或秋分前后。春社与秋
社祀神的功能有所不同。如果说春
社是向社神祈丰年的话，那么秋社
就是向社神报丰年。以庆祝丰收为
主题的秋社，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
的丰收节。

到了秦汉时期，社祭的目的已
经从为民祈谷扩展到更为广泛的福

祉祈求。社日成为一个热闹、欢快
的节日，不同家庭的男男女女聚在
一起，奏乐歌舞、宴饮活动也成为
社日不可缺少的内容。

在社日这一天，人们满怀喜悦
的心情，敲着鼓，抬着猪、鹅等祭
神用品来到神祠。在举行完隆重的
祭神仪式后，大家可以获得社酒、
社肉，然后在庙前烧烤猪肉等，和
着社酒一起饮用。

赛神也是社日的一项重要活
动，唐代张籍的 《江村行》 中
说：“一年耕种长苦辛，田熟家家
将赛神。”赛神，就是百姓以歌
舞、鼓乐、演戏的方式酬谢社
神，庆祝丰收。陆游在 《赛神
曲》中说：“嘉禾九穗持上府，庙
前女巫递歌舞。呜呜歌讴坎坎
鼓，香烟成云神降语。”获得秋季
丰收的农民手持收获的稻穗来到
庙宇酬报社神、击鼓讴歌，女巫
翩翩起舞，庆祝一年辛苦劳动之
后的大丰收。

本报综合

古代的丰收节

金秋忙（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南省主会场“农民画 画丰收”舞阳
农民画参展作品） 鲁祥伟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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