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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背后 梅花香自苦寒来

“梵王宫见花云心生爱恋，回家后苦

相思寝食不安，喜安婆施巧计暗度陈仓，

却怎么日过午鼓未喧……”8 月 17 日，位

于吕梁艺术学校排练厅内，刚刚荣获“小

梅花”奖的孟怡宣，正在第无数次练习

《挂画》。32 摄氏度的高温下，排练厅内

没有空调和电扇，一曲演罢，这位身穿长

袖表演戏服的小小少年，从头顶到脖颈，

都布满了密密的汗珠。

这 折 在 舞 台 上 不 过 短 短 八 分 钟 的

戏，孟怡宣排练了整整一年。两年前，孟

怡宣进入吕梁艺术学校，成为戏曲班的

一员。撕腿、搬腿、踢腿、下腰……经过

一年的基本功练习后，开始学习表演剧

目《双挂画》。

《挂画》是折子戏《梵王宫》中的一

折，梆子戏中常见的剧目，讲述的是元代

洛阳万户侯耶律寿之妹耶律含嫣与民间

英雄花云之间的爱情故事！耶律含嫣在

梵王宫见花云之后顿生爱慕之情，回家

后寝食不安苦相思，幸喜花母定计，两人

暗度陈仓。剧中展现的即是含嫣欣喜万

分，一心等待花云到来，当丫鬟禀告其花

轿快进府门时，即同丫鬟一起急急忙忙

打扫、挂画，布置闺房，梳洗打扮，以便心

上人到来后拜堂成亲！

“你看她布置新房时，要挂画却又够

不着，便让丫鬟搬过一个椅子，她十分兴

奋，腰一扭，膀一摇，一步蹿上了板凳，稳

稳地站在凳上。”记者一边观看表演，一

边听着一旁的指导老师雒芳芳解说剧

情。表演中，只见孟怡宣脚踩三寸跷鞋，

单脚踩在椅子的上沿，做着订钉、挂画等

高难度形体动作，身段是那样美，功夫是

那样深，令人惊叹。

“双腿立，单腿立，单腿蹲，凤凰展

翅，三起三落，水袖，手绢种种表演，般般

绝技，都是在表现挂画时的喜悦心情，也

充分展现了她扎实的跷功和椅子功。”雒

芳芳对孟怡宣的表演赞不绝口，“真是很

难得，通过一年的努力，就能应用‘跷功’

和‘椅子功’，把一个喜不胜喜，待要出阁

的耶律含嫣，从内心到外形，刻画得如此

淋漓尽致。”

为了练好这折戏，孟怡宣每天要排

练十多个小时。“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

天 不 练 同 行 知 道 ，三 天 不 练 观 众 就 知

道。”和很多同行一样，孟怡宣把这句话

奉为圭臬。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

句唱腔，一个动作，都要付出常人想不到

的努力。舞台上一个看似简单的小碎步

走“圆场”，也要求“像脚上装了滑轮一

样”，上身不动，脚下动得平稳顺畅。只

这一个动作，舞台下就需要每天不间断

地训练。

“这个孩子很能吃苦，每天坚持练

习，早上五点起床，晚上一直练到将近十

一点钟才回宿舍休息了，放假也不回去，

大年三十都在练，付出了很多。”在指导

老师雒芳芳看来，孟怡宣既用功自律，也

有戏曲天赋，天生就应该站在戏曲舞台

上。“孟怡宣特有灵气，无论是嗓音的音

感，眼神的凝视，还是面部表情的机变都

能顺利学好。”也正因此，孟怡宣被选中

参加第 22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

动。

而看似一气呵成的踩跷表演，孟怡

宣更是付出了超乎常人的努力。每天穿

着三寸跷鞋练习，摔跤、崴脚、磨皮，都是

家常便饭，在老师的一次次鼓励之下，她

都坚持下来，因为戏曲独特的魅力深深

吸引着她。

无论是天赋高，还是老师的帮助，对

于孟怡宣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她骨子里

对戏曲的热爱以及她坚持不懈地努力。

“虽然来艺校学习戏曲纯属偶然，但我一

开始学习戏曲就被戏曲的特色给吸引住

了。腔调、举手投足、妆容……对我来说

都是非常新鲜有趣的。”孟怡宣这样说，

“辛苦肯定是辛苦的，学什么都是辛苦

的。但毕竟是我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所

以我就乐在其中了，老师对我的要求也

非常严格。”

耐得住寂寞，才能守得住繁华。戏

曲是中国最伟大的东西，学戏就是要守

住心中的底线，不断为热爱的东西努力，

才能成就心中理想。

政府搭台 文化惠民送大餐

翠钿金钗流光溢彩，水袖罗裙满台

生辉，一招一式行云流水……现如今，也

许很少有人还有这样的记忆，曾经辉煌

的戏曲舞台渐渐暗淡。

而孟怡宣对戏曲的热爱，则源于她

从小就生活在戏曲之乡，生活在一个有

戏听、有戏看的县城。孝义自古为戏曲

之乡，曾经有很多戏曲班社活跃在孝义

境内，包括解放前的大成园、义盛园，解

放后的艺新剧团、新风剧团、新艺剧团、

跃进剧团以及现在的碗碗腔剧团、皮影

木偶剧团等。2006年，孝义市以木偶戏、

皮影戏、碗碗腔，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项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工作。习近

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就繁荣和发展社会

主义文艺、坚定文化自信等发表了系列

重要讲话，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文

艺繁荣发展做出了全面部署。今年 3月，

孝义市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致力于

发掘传承孝义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以

坚定的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可

见，文化工作已经受到高度重视和推崇，

近年来，孝义市依托公共文化资源信息

共享工程，稳步推进市图书馆、文化馆、

美术馆三馆“总分馆”试点，常态化开展

送演出、送图书、送戏曲进村、进小区、进

校园活动，让图书动起来，让专业文艺教

师走下去，让群众文化活动活起来。

孝义作为戏曲之乡，历史悠久、种类

繁多。该市文化局始终加强对文艺创作

的引导，创新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

湛、制作精良的优秀文艺作品，《清欢中

的悲悯与忧伤》获赵树理文学奖文学评

论奖，《红军娃》入围国家艺术资金资助

项目并获省第十八届“群星奖”，融入皮

影元素的广场舞《影之魅》获优秀剧目

奖，非物质文化瑰宝皮影木偶戏远赴荷

兰商演。

据孝义市文化局局长杨永忠介绍，近

年来，该市坚持以“让图书动起来、专业文

艺教师走下去和群众文化活动活起来”为

基本路径，逐步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

组织开展非遗文化保护单位和传承人传

习展览、展示、展演评比活动，设立民间艺

术大师奖、带徒传艺奖和学艺有成奖。在

中小学校设立非遗文化第二课堂，开展剪

纸、面塑、皮影、碗碗腔、木偶、杨氏太极拳

等 7个非遗项目进校园系列活动，举办教

学讲座 380余场、互动展演 100余场，传习

5700余人次，覆盖 2所高校、16所中小学

校，3所幼儿园。组织皮影木偶戏、秧歌、

剪纸等 5个非遗项目进景区 690余场次。

皮影木偶非遗课程实践基地累计接待中

小学生 1600余人次，演出 30余场。

此外，市文化局还实施“政府买单、

群众看戏”、非遗文化巡演等文化惠民工

程，极大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让

百姓不出家门就能享受到专业艺术表演

团体的精彩演出；积极推动“戏曲进校

园”活动，让更多孩子关注戏曲、了解戏

曲并参与其中，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推动

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同

时强化文化艺术教育，加大文艺人才培

养支持力度，将市儿童艺术剧团演出有

限公司与山西戏剧职业学院联合办学，

在市东风剧院设立山西戏剧职业学院孝

义非遗传承教育基地，设立戏曲表演、音

乐表演、话剧影视表演三个专业，每年计

划招收培养优秀艺术特长生 120 名。整

合孝义市皮影木偶剧团演出有限公司与

孝义市非遗文化综合传习中心艺术优

势，依托该市 57个非遗文化项目，整体申

报山西省首批对外文化交流基地。

“我们孝义人对自己的文化热爱有

加，植根于人们内心的本土文化带给人

‘回家’的感觉。站在厚实的传统又现代

的孝义大地上，我们始终坚信‘民族的就

是世界的’，只有以孝义本土文化为根，

我们才会有更加广阔的舞台！”一位热爱

孝义文化的人曾经这样说。

文化根脉，一座城市的灵魂。孝义作

为一个拥有 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戏

曲是城市文化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将带着孝义特有的历史沉淀、和悠长醇

厚的文化内涵，重新绽放出灼灼光彩。

孟怡宣（左二）凭借《双挂画》获专业组“最佳集体节目奖”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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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6日，第 22届
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
荟萃活动全国总决赛
在张家港市保利大剧
院落下帷幕，孝义籍选
手孟怡宣凭借《双挂
画》在集体节目奖争夺
中技压群芳，喜获专业
组“最佳集体节目奖”
第一名，摘得一朵“小
梅花”。

喜爱戏曲的人都
知道，“梅花奖”是中国
戏 曲 表 演 艺 术 最 高
奖。而戏曲界“小梅
花”是由中国戏剧家协
会发起并主办的全国
最高规格的少儿戏曲
艺术赛事活动，是中国
少儿戏曲最高舞台。
孟怡宣，这位刚学习两
年戏曲的小小少年，幼
学之年就在国家级赛
事上崭露头角，给孝义
这座历史悠久、人文荟
萃的历史名城增添了
一份浓浓的传统文化
气息。

雒芳芳老师指导雒芳芳老师指导戏曲动作戏曲动作 表演手绢功表演手绢功 表演水袖功表演水袖功

孟怡宣正在上戏曲身训课孟怡宣正在上戏曲身训课

孟怡宣每天都要绑着孟怡宣每天都要绑着 33公斤的沙袋练习跷功公斤的沙袋练习跷功孟怡宣脚踩三寸跷鞋练习剧目孟怡宣脚踩三寸跷鞋练习剧目

压腿是孟怡宣练功前必须做的热身压腿是孟怡宣练功前必须做的热身

在家中展示在家中展示““跷功跷功””和和““椅子功椅子功”” 回到家中孟怡宣仍每天坚持练习表演回到家中孟怡宣仍每天坚持练习表演

孟怡宣在孟怡宣在《《双挂画双挂画》》剧目中的扮相剧目中的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