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本版信箱：13938039936@139.com 文化视角 2023年11月27日 星期一
编辑：谭艺君 校对：赵 敏

■文/图 本报记者 孙 震
“秋江河下水悠悠，飘萍落叶有谁

收……”11月22日晚，作为第五届豫
剧艺术节展演剧目之一的 《必正与妙
常》 在市豫剧演艺中心精彩上演。现
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此次展演活
动由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省文化和
旅游厅、河南中华豫剧文化促进会主
办，河南豫剧院承办。当晚的演出通
过老家河南新媒体矩阵、漯河日报抖
音号、漯河发布视频号、梨园频道等
十几家媒体同步直播，网络观看总人
次达264.38万。

《必正与妙常》是市豫剧艺术中心
作为王（素君）派艺术传承基地复排的
王派名剧。该剧以爱情故事为主线，描
写了书生潘必正和尼姑陈妙常之间暗生
情愫，冲破封建藩篱大胆追求爱情，
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该剧取
材于明代剧作家高濂的传奇 《玉簪
记》，由著名剧作家周则生根据翁偶虹
先生的京剧剧本改编。该剧由王素君
亲授，著名导演石磊执导，国家一级
作曲尤树江担任音乐配器，国家一级
演员、王素君的弟子杨文丽 （饰潘必
正），优秀青年演员蔡月霞 （饰潘必
正），优秀青年演员李俊楠、张磊磊、
李金慧（均饰陈妙常）主演，优秀演员
吕方方、李金环、岳宗宝、贾传敬等在
剧中分饰重要角色。

豫剧《必正与妙常》曾被多个院团
改编、搬演，诸多唱段广为传唱，成为
热演不衰的保留剧目。如何在复排时演
绎出当代舞台艺术的新视觉、新意境？

该剧导演石磊表示，此次复排，大家本
着剪枝蔓、存精华的精神，对剧本进
行反复整理和修改，使该剧的故事情
节更精炼、结构更紧凑，男女主人公
之间的爱情脉络更清晰，主题更突
出。如，戏中增加了妙常幻想与必正
谈情说爱的梦境，突出表现妙常对美
好爱情的向往；结尾“秋江”一场将
剧情推向高潮，与开头“秋江”相呼
应，“一人来，两人归”，突出鲜明主
题。在舞台呈现上加入舞蹈元素来表
现潘、陈二人的青春觉醒，着重描写
他们为追求爱情敢于冲破封建礼教和
清规戒律的束缚，使这两个艺术形象
脱离了一般爱情纠葛，蕴含着争取个
性解放的新义，给观众带来全新的审
美体验。

“《必正与妙常》演得真好，演员
吐字清晰，唱功扎实。”“我们俩是邻
居，都爱看戏，是市豫剧艺术中心演员
的忠实粉丝，他们在漯河周边的演出，
我们一场不落。”家住市区海河路的赵
大姐和张阿姨是资深戏迷，这次在家门
口领略高水平的豫剧表演，她们感到非
常高兴。

“这场戏台词很抓人，舞台设计、
灯光舞美、服装道具等都做到了精益
求精，给观众带来一场视觉、听觉的
盛宴。”带着家人一起来看戏的李女士
说。

“作为一名青年演员，能够出演该
剧我感到很荣幸。”国家三级演员李金
慧说，她之前出演过《樊梨花》《七星
剑》 等剧目，工青衣，在 《必正与妙

常》中工闺门旦。“闺门旦对演员的身
段和唱腔极为挑剔。我拿到剧本时还很
忐忑。”李金慧说，在王素君先生、石
磊导演和老师杨文丽的言传身教下，她
逐渐掌握了演好文戏的要领，有了登台
的自信。

“我是2021年加入市豫剧艺术中心
这个大家庭，并拜在杨文丽老师门
下。”国家三级演员蔡月霞表示，在排
练中，小到一个眼神、一个手势，90岁
高龄的王素君都亲身示范，这给了她演
好这出戏的决心，同时立志要把王（素
君）派艺术发扬光大。

演出结束，雷鸣般的掌声久久不
停，观众们全体起立，向演职人员鼓掌
致谢。专业、热情的戏迷给石磊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我有两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今

天来现场看演出的戏迷这么多；二是没
想到漯河的戏迷很懂戏，每一次掌声都
在‘点儿’上。”石磊表示，传承版
《必正与妙常》做到了以传承经典来培
养青年人才。市豫剧艺术中心青年演员
的扮相、表演、唱念让这部剧原汁原味
地呈现在舞台上。正是每一位演员的认
真、执着和努力，使该剧受到了观众的
喜爱和认可。

“我相信，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
有这么专业的团队，有这么一批青年演
员挑大梁、唱主角，豫剧必定能在沙澧
大地传承好、发扬好。”石磊充满信心
地说。

第五届豫剧艺术节我市展演剧目

《必正与妙常》：经典剧目在新时代的传承

■马志兵
11月22日晚，《必正与妙常》作为

第五届豫剧艺术节优秀展演剧目在市豫
剧演艺中心上演，演出现场座无虚席，
观众热情高涨。该剧戏票提前一周售
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市豫剧团和其所
演剧目的受欢迎程度。

《必正与妙常》 是豫剧王派创始人
王素君生行代表作。王素君初学旦
行，后转习生行，是豫剧舞台上不可
多得的“生旦两门抱”演员。《必正与

妙常》 原名 《陈妙常》，本是以旦角为
主的戏，经过王素君表演后，变成了
生旦并重的戏，配角变成了主角，剧
名也改成现在的 《必正与妙常》。故王
素君有豫剧“文小生泰斗”“小生之
帝”之美称，和王敬先、王秀兰并称

“汴京三王”，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
已负有盛名。

《必正与妙常》 讲述了男主潘必正
落第后无颜回故里，投靠其姑姑——白
云庵主持，欲在白云庵借读以待来科再

考。女主陈妙常遇到潘必正后，两人经
过三次相互试探后私订终身。潘必正的
姑姑看透两人的情思，逼走潘必正。得
知消息的陈妙常出走白云庵，去追随自
己的情郎潘必正。

从内容上看，该剧反映了青年男女
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追求。该剧没有

《西厢记》 那样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
只有普通人的一见钟情、两情相悦，但
故事情节足以打动人心。

从结构上看，该戏以故事发生的

先后顺序单线布局，脉络清晰。开
场“投庵”通过潘必正简单的唱念
交 代 起 因 ， 中 间 铺 陈 “ 送 经 ”“ 琴
挑”“偷诗”“逼试”四场戏，最后
在轻松愉快的“秋江”赶舟中戛然
而止，给人以意犹未尽之感。套用
古 人 推 崇 的 结 构 就 是 “ 凤 头 ”“ 猪
肚”“豹尾”。

从唱腔上看，《必正与妙常》 淋漓
尽致地体现了王 （素君） 派圆润雅致、
宽厚清醇、低回质朴、韵味绵长的艺术
特点，“秋江河下水悠悠”“天上人间共
团圆”等唱段更是脍炙人口，作为戏迷
可以单曲循环来听。此外，我个人感觉
王派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吐字清晰，配
乐声音比较低，唱腔比较高，有的地方
接近清唱，让人不看字幕也能听得清、
听得懂，百听不厌。

清雅之音 韵味悠长
——豫剧《必正与妙常》观后感

文艺评论文艺评论

■本报记者 齐国霞
摆件、笔记本、瓷器、儿童读

物……在11月初召开的纪念贾湖遗址
发掘40周年暨第二届贾湖文化国际
研讨会上，漯河职业技术学院贾湖
文化文创产品研究中心的“贾湖文
创”系列作品亮相会务现场，一个
个卡通造型人物憨态可掬，一件件
文创产品独具韵味，引起参观者的关
注和好评。今年以来，该中心开发的
文创产品亮点频现、连续“出圈”，受

到广泛关注。

惊艳亮相 颇受好评

记者看到，这些文创产品有贾湖卡
通人物、贾湖骨笛和贾湖出土的各种
陶器的仿品等，贾湖文化元素体现在
各类文具、玩具和摆件中，令人爱不
释手，在潜移默化中传承9000年贾湖
文明。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贾湖文化文创产

品研究中心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共
有十余组自主设计、研发的作品参展本
次研讨会，其中贾湖 IP形象、绘本读
物、伴手礼等一批有浓厚地域文化特色
的产品吸引众多专家、学者驻足观看。
这些文创产品让贾湖文化“张嘴说
话”，展现了漯河历史文化名城的独特
魅力。

在此之前，今年6月举行的第十九
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
会上，漯河职业技术学院贾湖文化文创
产品研究中心开发的“贾湖文创”系列
作品代表漯河市参展，展品包括贾湖IP
形象、绘本读物、伴手礼等，展现了漯
河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文创摆件 获得专利

今年5月，由漯河职业技术学院艺
术设计系老师王钊设计的“华夏初
音”文创摆件开发成功，并于今年5月
获批外观设计专利。这也是该中心首
个获批外观专利的文创产品。

“华夏初音”摆件由笛子、草
编、鼎三部分造型组成。其中笛子
的造型来源于贾湖骨笛，但在材质
选择上使用了陶瓷，令产品更有现
代感；草编采用圆的造型，除了起
到托架的作用，还表达了人们对圆
满的期待和祈愿，体现出贾湖农耕
文化的特色；鼎的造型来源于中原
鼎文化。摆件的设计兼具美观性和
实 用 性 ： 骨 笛 的 造 型 中 可 插 入 香
薰，香雾从笛子的七孔中飘出，有
灵动感的同时使摆件更具实用性；
底座圆鼎内置音响，可播放骨笛吹
奏的音乐。该产品的设计在视觉、
听觉、触觉、嗅觉上多方位满足了
消费者的需求。

“‘华夏初音’摆件不但实用，而
且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其中玉米皮草编
由舞阳当地一个草编社制作，带动了地
方经济的发展。”王钊说。

目前，贾湖文化文创产品研究中心
有两个产品正在申报专利——文具服务
器和飞行棋，都极具贾湖元素。

贾湖文化文创产品研究中心相关负

责人表示，该项成果的取得，是学院科
研工作“以价值为导向”服务地方经济
发展的探索，也是学校注重科研成果知
识产权保护的结果。

丰富产品 融合发展

近日，记者来到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贾湖文化文创产品研究中心展示厅，只
见偌大的展厅内陈列着各种各样的文创
产品。食品包装、各类摆件、文具图
书、茶具日历、手机套、小饰物、手提
袋和伴手礼等，不同产品上面的贾湖IP
形象卡通人物、场景造型各异，使贾湖
文化、文物与文创产品结合起来，对贾
湖文化进行个性化解读和诠释，颇具地
方特色，能加深人们对贾湖文明的了
解，为贾湖文化的传播、研究和应用赋
能加力。

王钊向记者介绍，这些特色文创产
品中，贾湖文化读物系列是在陶媛老师
指导下由学生开发设计的，分为幼儿、
小学和初中三个阶段的作品。幼儿类为
绘本读物，穿插互动游戏，易懂易学，
能引起孩子的学习兴趣；小学类以手工
为主，让孩子在动手的同时加深对贾湖
文化的理解；初中类包含的知识面丰
富，能让学生进一步了解贾湖文化、学
习考古知识。

据了解，贾湖文化文创产品研究
中心成立于2022年 9月。设计师引入
新理念，研发独具贾湖文化特色、艺
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文创产品，主
要有四大类，分别是摆件类、文具
类、图书类、游戏类，共 30 多个品
种，有力地提升了贾湖文化产品的影
响力。

“未来，我们将不断提升文创产品
开发水平，研发有质感、有温度、有
故事、有意思的文创产品，用实际行
动助力我市文旅文创融合高质量发
展。”贾湖文化文创产品研究中心相关
负责人表示，“我们虽然有丰富的文创
产品，但在产品转化方面仍然有些缓
慢，主要是与市场对接不畅通。希望
我市出台更多政策，推动文创产业更
快更好地发展。

贾湖文创产品 为传承贾湖文化赋能加力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贾湖文化
文创产品研究中心的作品亮相纪念
贾湖遗址发掘40周年暨第二届贾湖
文化国际研讨会。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贾湖文化文创产品研究中心
首个获得外观设计专利的作品“华
夏初音”。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提供

本报讯 （记者 张玲玲） 11月
24日，记者获悉，河南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发布《河南省传统工艺美术
品种和技艺名单》，舞阳贾湖陶成为
我市唯一一个上榜的工艺美术品种。

舞阳贾湖陶2014年被列入漯河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产品包
括各个历史时期的仿古器、酒器、
花器、香器、人物、动物造型、日
用器、观赏器等1000多个品种，连
年在国内陶艺大赛和工艺美术展中
获奖，被国内外30多个博物馆收藏。

据悉，此次公布的第二批河南
省传统工艺美术品种和技艺以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为
基础，重点考虑传承人群较多、
有助于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形成
地方品牌的传统工艺美术品种和
技艺，同时适当向小品种、适应
市场经济又能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的项目倾斜。

据了解，经县、市工信部门推
荐和专家评审，最终来自全省的75
个品种和技艺入选。

河南省传统工艺美术品种和技艺名单公布

舞阳贾湖陶上榜

本报讯（记者 齐国霞） 11月
27日至12月3日，我市举办第十三
个全民艺术普及周系列活动。此次
活动以“新时代的文化馆：开
放·融合·创新”为主题，采用线
上+线下、市区+县区联动形式，多
场景、全域式呈现文化馆服务。

据了解，市第十三个全民艺术

普及周系列活动期间，市文化馆和
各县区文化馆将举办内容丰富的活
动，涵盖文艺演出、公益培训、文
艺展览、文化讲座等，让群众广泛
参与活动，走进文化馆、认识文化
馆，不断提升文化馆公共服务效
能，满足人民群众文化艺术需求，
增强全民艺术素养。

第十三个全民艺术普及周活动今起举办

■邵红旗 刘波涛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

党的根本宗旨。笔者试从字源出发，
挖掘“服务”一词蕴藏的思想内涵、
人文精神。

我们先了解一下“服”字。“服”
是会意字，读作fú，表示用手按住一
个人的头部令其服从。后字形变化，
在左边加“舟”。隶、楷讹变为

“服”。《说文解字·舟部》：“服，用也。”
《论语》：“子夏问孝，子曰：色难。

有事，弟子服其劳。”意思是侍奉父母经
常保持和颜悦色最难。可以看出，古代
先贤主张的“服”不仅是伦理、天道赋
予的责任，也是应尽的义务。

“服”字形演变中，“舟”作了
“服”的部首。朱骏声《通训定声》：
“舟人，行舟者。”“凡事如舟之于人
最切用也。凡事皆当如人之操舟
也。”“操舟”蕴含了古人心中“服”
的基本条件——工具，借助工具实现

“服”的目标。
“服”本义降服，如以理服人。

引申为服从、信服，如佩服、心悦诚
服；又引申为担任，如服役。

从“服”字蕴含的意义可探寻
“服”的思想本源。《论语·季氏》：
“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墨子·尚

贤》：“授之政，西土服。”《孟子·公
孙丑上》：“以力服人者，非心服
也。”从古人思想中可追寻到服的

“顺服”的内涵。
再来看看“务”字。务（務）繁

体为形声字，从力敄（wù）声，敄兼
表义。《说文解字》:“敄，强也。”表
示勉力。

“务”本义是为某事而奔走，勉
力从事，致力，如务农、务工、当务
之急。引申为争取做到、追求，如不
务虚名；引申为必须、一定，如务
必、务尽；还引申为事情，如事务、
任务、公务等。

近代，“服务”两个字作为一个独
立的词出现。《现代汉语词典》将“服
务”作为动词解释：为集体（或别人）
的利益或为某种事业而工作。“服”

“务”组合在一起，喻示调动一切积极
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追溯“服”和“务”的造字初衷
和引申线索，可以了解中华先民对人
尽力从事、尽职尽责的崇尚，发现其
中蕴含的中华文化的价值追求。新时
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我们要坚定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努力创
造属于我们这一代人、无愧于新时代
的历史功绩。

漫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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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正与妙常》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