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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讯

评弹评弹

近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革命歌曲纪念馆恢复开放。

据了解，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词曲诞生于北京房山区霞

云岭乡堂上村。依山就势而建的纪

念馆以“人民的心声 历史的旋律”

为主题，突出“歌从史出、以歌颂史”

的办展特色，在上下三层、1611 平方

米的展陈空间内，通过“党的创建和

大革命洪流中的歌声”“土地革命风

暴中的歌声”“为全民族抗战呐喊的

歌声”“循着解放战争进程的歌声”四

个板块，利用雕塑、大型投影、场景复

原、音像展示等多种方式，生动呈现

不同历史时期的革命歌曲 210 首。

恢复开放后，在原有展陈形式的

基础上，围绕助力红色教育培训，纪

念馆还面向各级党校主体培训班次、

各级部门各领域专题培训班次、大中

小学思政课，重点打造、精心推出了

《星火之歌 经典咏唱》行浸式体验项

目，观众化身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

“学员”，跟随现场演员穿越“烽火初

燃”“黄河怒吼”等四大历史场景，感

受百年党史的壮阔历程，感悟“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革命真理。

纪念馆馆前的党旗文化广场水

毁修复工程也已完工，广场上 960 平

方米的巨大党旗鲜艳夺目。“我们利

用放样机器人对原党旗进行空中扫

描，用精准的数据将党旗按原样恢

复。”中建一局集团第二建筑有限公

司项目负责人左川说。相较于修复

前 ，党 旗 文 化 广 场 整 体 抬 升 了 6.5

米，横跨大石河河道和煤矿路，行洪

防洪能力得到极大提升。同时，修

复后的广场总面积 9926 平方米，可

容纳 3000 多人的大型演出，为开展

“党旗下的入党宣誓”、主题文艺演

出、党员现场教学等各类教育活动

提供了崭新空间。

恢复开放后，“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革命歌曲纪念馆每周二至

周日 9 时至 16 时开放，15 时 30 分停

止入馆，遇特殊情况闭馆。观众可关

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革命

歌曲纪念馆公众号进行预约。

叶婉

新华社电 盛夏时 节 ，位 于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呼 和 浩 特 市 的 敕 勒 川

草 原 百 草 丰 茂 、微 风 习 习 。 7 月 3

日晚，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 2025

年中国原生民歌节在这里开幕。

民歌节在悠扬的牧歌声中拉开

序幕。开幕演出了《敕勒长歌》《田野

欢歌》《山河放歌》《时代赞歌》等篇

章，演唱者以歌声抒发对生活、对家

园、对祖国的热爱。现场观众也在精

彩的对歌合唱中深切感受各地原生

民歌的独特魅力。

据了解，本次民歌节以“原生天籁

韵 民歌中华情”为主题，共有全国 65

支队伍近400人参与展演，节目涵盖42

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23个省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这其中既有广泛传唱

的经典民歌，也有创新改编的特色曲

目，生动展现我国传统音乐类非遗在传

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保护成果。

中国原生民歌节每两年举办一

届。本次活动期间，各地展演队伍将

与内蒙古当地乌兰牧骑组建小分队，

分赴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鄂尔

多斯市，走进当地广场、校园、牧区、

景区、街区等，开展 6 场集中展演、8

场走基层惠民演出，为市民游客献上

一场场视听盛宴。

中国戏曲特有的味道

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板眼的

处理
戏曲艺术中的“板”和“眼”是构

成其音乐节奏体系的核心概念，它们

共同形成了中国戏曲独特的节拍和

韵律系统，称为板眼。

板原意指打拍子用的檀板（或鼓

板），在节奏体系中它代表强拍（相当

于西方音乐中的强拍或次强拍）。眼

原意指鼓的中心点（敲击时声音最

响），在节奏体系中，它代表弱拍或次

强拍（相当于西方音乐中的弱拍）。

不同数量的“板”和“眼”按照特

定规律组合，形成了戏曲中丰富多

彩的板式，如一个四二拍（四分音符

为一拍、一小节两拍）的节奏，第一

拍为“板”，第二拍则为“眼”，称作

“一板一眼”。它是所有板式的基础

形态，节奏强弱鲜明、稳重、规矩。

后 来 用 来 比 喻 一 个 人 的 行 为 有 条

理、合规矩。

而如果一个人说话、做事杂乱无

章，就用“没板没眼”来形容。但“没

板没眼”在京剧里却并非贬义，而是

“散板”的特征，没有固定、规整的板

眼限制，节奏自由，完全根据唱词内

容和情感需要来伸缩处理，由演员和

鼓师即兴配合，具有很强的戏剧性和

表现力。貌似没规矩，但最不好唱，

行内有“散板要准”的要求。

不同的板眼组合形成不同的“板

式”，决定了唱腔的基本节奏形态、速

度、情绪和表现功能。中国戏曲特有

的韵律感和味道，很大程度上来源于

板眼体系下对强弱、迟疾、顿挫的精妙

处理，不同于西方音乐的机械节拍。

生活中，人们喜欢把向人发出挑

战称为“叫板”，其实这个词同样来源

于戏曲。

戏曲中的“叫板”指的是演员以

一定的唱腔示意司鼓，下面的唱段是

什么节奏的板式。叫板通常用在戏

曲中的慢板、二六板、箭板、滚板等板

式中，它的曲调以散板为主，为了能

够使表演更加艺术，演员在道白的最

后一句运用叫板的方法，或以语气示

意，或用动作唱腔示意，司鼓铜器便

会转奏出下一唱段的板式。就是因

为这样，人们才会将叫板引出下文、

挑出新板式的意义引申为挑衅或挑

战。

生、旦、净、丑被喻为

构成房屋的四梁四柱
在戏曲舞台上，演员角色重量各

有不同，由此产生了很多特有的称

呼。比如“大拿”指的是负责后台管

理的“文武总管”等人员。在演出过

程中，这些管理人员拥有决策权，负

责安排戏码、分配演员等重要任务，

因此被形象地称为“大拿”。后来“大

拿”一词则用来形容在某方面拥有权

威或掌控大权的人物。

“挑大梁”也是戏曲领域的专业

术 语 ，早 先 主 要 流 行 于 江 南 京 剧

界。在戏曲行业中，戏班被形象地

比作一座房屋，而生、旦、净、丑等各

行当的角色则分别喻为构成房屋的

“四梁四柱”。其中，那些具备才能

和 号 召 力 的 主 角 ，被 赞 誉 为“ 大

梁”。因此，“挑大梁”一词便指在戏

班中担任主角，承担重要职责，后来

泛指承担重要职责、起支柱作用的

工作。与挑大梁类似的说法，还有

我们经常说的“台柱子”，都是来源

于戏曲。

“上手”和“下手”在戏班里都是

武行。所谓的上手，就是戏剧剧目中

正面的群众角色，通常都没有姓名。

而下手就是反过来，也是没有姓名的

群众角色，但是通常是反方的。

在清代，梨园行有“七行七科”之

分，除了生旦净末丑以及武行之外，

还 有 一 个 重 要 的 行 当 叫 作“ 流 行

（háng）”，也叫“龙套行”。所谓的

“龙 套 ”指 的 是 戏 曲 表 演 的 一 种 戏

服。这种戏服上绣有龙纹，类似于龙

袍一样，并且为套头装，在戏曲中很

是威武霸气，不过穿上这种衣服的演

员通常没有台词，只是在台上走走过

场，因此得名“跑龙套”。龙套涵盖了

兵卒、夫役等诸多角色，不同于舞台

上的“零碎儿”，它一般都以整体出

现，一般以四人为一堂，在舞台上用

一堂或两堂龙套，以表示人员众多。

出场方式有很多种，有“一字出场”

“二龙出水”“站门”“挖门”“八字”

“会阵”等。

出手指的是兵器短暂

脱离手掌的舞台技巧
“粉墨登场”这个成语，原本指的

是 演 员 精 心 装 扮 后 登 台 演 戏 的 场

景。后来，它的含义被引申为坏人或

新上台的政治人物登上政治舞台，带

有贬义。此外，它还常被用来形容某

人在某个场合担任某一角色。

据传，这个成语的出处与昆剧演

员夏汝开有关。张岱在悼念夏汝开

的诔文《祭义伶文》中写道：“汝生前

傅粉登场，努眼张舌，喜笑鬼诨，观者

绝倒，听者喷饭。”这句话描绘了夏汝

开在舞台上的生动形象，后世便据此

演变成了“粉墨登场”这个成语。

与之相关的还有“亮相”。亮相

是戏曲表演中的一个特殊动作，主要

角色在上场、下场，或者一段舞蹈动

作结束后，会有一个短暂的停顿。亮

相时的姿势、表情、眼神等都需要经

过精心设计，以符合角色的身份、性

格和情感状态。例如，京剧中的武生

亮相往往伴随着威武有力的动作和

坚定的眼神，以表现出角色的英勇无

畏；而旦角亮相则可能更注重柔美、

端庄的姿态和细腻的表情变化，以展

现出女性的温婉贤淑。

生活中，我们常见到“打圆场”这

一说法，意思是以特定的话语去缓和

紧张气氛、调节人际关系的一种语言

行为，在日常生活中有着积极的意

义。但戏曲中的“圆场”可不是这个

意思。

在戏曲中，圆场是戏曲表演的动

作形式，演员在舞台上所走的路线呈

圆形，周而复始，称为圆场，分男、女

两种步法。圆场的速度多为由慢到

快，因此又称“跑圆场”。

很多人不知道，“大打出手”这个

词其实也是源于戏曲舞台艺术的一

个专用术语，即“打出手”。那么，什

么是“出手”？什么又是“打出手”呢？

在戏曲舞台上，角色有时会根

据剧情需要，将手中的刀枪剑戟、斧

钺钩叉等兵器有意识地使之短暂脱

离 手 掌 ，这 种 舞 台 技 术 就 叫“ 出

手”。角色通过一系列的“出手”舞

台动作，能很好地展现自身无比高

超的武艺，同时也生动地刻画了人

物的内心活动。

“出手”是一个人站在舞台上时

的表演技巧，若是敌我双方同时出现

在舞台上，那肯定是要打起来的，这

就是“打出手”。

事 实 上 ，戏 剧 舞 台 上 的“ 打 出

手”，最初的设计，就是用于神仙鬼怪

戏中的。据说清末时期，京剧《封神

演义》上演的时候，为了表现小说中

描写的神怪交战中各自祭起法宝，又

相继被对方破坏的斗法情形，京剧艺

人便别出心裁，设计了这种把刀枪抛

掷给对方，又被对方踢挡回来的“打

出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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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革命歌曲纪念馆
恢复开放

四大板块生动呈现210首革命歌曲

2025年中国原生民歌节在内蒙古举办

叫板、大拿、挑大梁、打圆场、大打出手……

这些日常用语竟都源自戏曲

近日有媒体报道，网名为“抒情的

森林”的读书博主，在社交平台指出一

些作家的小说存在“过度借用”他人文

本的行为，网友称之为“鉴抄”。“抒情

的森林”的质疑对象，包括儿童文学

作 家 、青 年 新 星 、老 牌 纯 文 学 作 家

等。对此，有网友呼吁相关作家及出

版方予以回应，但除了《天涯》杂志以

编辑部名义在公众号表明反抄袭姿

态外，文学圈仍然保持着沉默。

按照正常逻辑，被点名的涉嫌抄

袭者以及相关出版方，一般会给予回

应，或解释、或辩驳、或道歉、或给出

纠错措施、或呼吁设立规避制度。必

要的回应，可以让疑问得到解答，可

以寻找到问题源头，亦可建设防范篱

笆……总而言之，回应比沉默强，一

味地沉默，会破坏读者对作家与出版

方的信任度，也会冲击整个文学业态

的形象。

“抒情的森林”这次指出的“鉴

抄”行为当引起重视。一是涉及的当

事人较多，且仍有涉嫌“过度借用”者

被持续曝光，这已经直指一个领域隐

存的腐败，需要得到严肃的审视；二

是文学仍然在为大众文化娱乐提供

巨大的潜在价值，由文学作品版权所

引发的影视、游戏改编，还在不断强调

着文学之于大众文化的重要性，如果文

学领域的“过度借用”乃至抄袭事件得

不到纠正，则很有可能伤害到文学与文

化本身；三是大众对于文学圈的抄袭并

非全无关注，只是并未意识到这一行为

与自身的关系，一旦抄袭事件被推到大

众舆论中心，读者与观众自然会觉察到

这一行业腐败的危害性。

文学圈应正视这位读书博主指

出的“鉴抄”行为。对于无伤大雅的

零星“模仿”，可以给予适当包容，让

具备良好态度和潜力的作家继续用

好作品证明自己。对于确定无疑的

抄袭，当事人应接受事实，重新争取

属于自己的机会。文学圈也应借力

这一事件，建立更严谨的审稿制度，

明确涉嫌抄袭作品被公开发表与销

售的责任边界，直至杜绝抄袭行为的

发生。这才是对自身负责、对读者与

市场负责的应有态度。

文学圈应正视“鉴抄”行为
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戏曲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深深吸引着众多观众。生旦净末丑，各具特色；悠扬多变的唱腔，如诗如画；美得不
可方物的身姿，令人惊艳。戏曲不仅是全世界华人的骄傲，更已潜移默化中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而这一切，
都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常见词语上。“叫板”“大拿”“大打出手”这些日常用语，竟然都源自戏曲文化。

京 剧《穆 桂

英挂帅》剧照。

新华/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