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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获奖 挑战国奖

“秋夜/漫步/竹林巷，谁家/竹琴/琴声
扬，它时轻/时重/时缓时急……”主唱唐瑜
怀抱竹琴款款而行，一腔婉转之声幽幽道
来，五人乐队品竹弹丝，六位助演和曲打
弹，十二位女子均身穿一袭绿衣，举手投足
尽显优雅，唱腔眼波安然恬静。虽是一场
舞台表演，却又像是在秋夜古巷中漫步，忽
闻竹琴之声，空灵悠扬，诉说人间悲喜，道
出天下兴衰。

其实《竹琴声声》这个节目2019年就已
经打造出来了，当年还参加了“第二届四川
艺术节”，并获得四川“群星奖”，给众多业
内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今年年初，四川
省曲艺家协会告知大竹县文化馆，《竹琴声
声》作品质量不错，可以考虑参加今年的中
国曲艺大赛。于是，大竹县文化馆立即报
名，并着手迎接新的挑战。全省 40 多个节
目，最终 5 个入围，其中之一便是《竹琴声
声》。

四川竹琴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四
川省对其保护和传承相当注重，省曲协、省
文联对《竹琴声声》不仅颇为看好，还一直
关心该节目后续打磨完善情况。在决定重
新编排节目之后，大竹县文旅局局长杨安
勇、大竹县文化馆馆长李仁勇带领主创人
员赶往成都，与省曲协、省文联及多位曲艺
专家一起开了讨论会。大到舞台整体效
果，小至道具服装，经过三四天探讨，终于
确定下节目提质的具体方案。

编排升级 打磨提质

越民族越地方的，越能走向世界大舞
台，为了深化《竹琴声声》的大竹文化内涵，
首先对唱词进行了修改。据作词人陈加军
介绍，原版第一句为“秋夜/漫步/芙蓉巷”，
为贴合大竹的环境和文化背景，后将“芙蓉
巷”改为“竹林巷”，曲调微调后随之变得意
蕴悠长。唱词的改动不大，多是将个别字
眼换成了本地民众的惯用字，使得词句更
接地气。

罗大春是四川竹琴非遗传承人，主要
负责《竹琴声声》的竹琴作曲。他告诉记
者，因为这是一个音乐竹琴表演，所以传统
自弹自唱的曲牌打法并不适合，“一打二讲
三唱”是竹琴的表演特点，要将其融入音
乐，就要一点点尝试与其他乐器和演员磨
合。“表演者从四人变成了十二人，词、曲、
唱、舞等都需要再次编排。”《竹琴声声》导

演李淑芬说，此次报名参赛的是“牡丹奖”
的节目奖，偏重综合性的评判，所以不论是
竹琴专业性的表现，还是整个舞台效果都
得细化打磨。

曾在省曲艺研究院工作的王文能是该
作品的另一作曲人，他负责音乐部分。在
原版的基础上，王文能特地加入了三弦和
中阮。三弦的音色浑厚，可变化的幅度比
较大，与《竹琴声声》时悠时急的风格相符；
中阮的音色柔和、恬静，节奏变化丰富，带
有诗意，在合奏中演奏描句或旋律，常有动
人之效。

此次表演的服装也重新设计，加入大
量的竹元素，并选择了北京一家专业的服
装公司特别制作。此外，舞蹈动作、演员走
位、表演指法、唱腔等都找了专业的曲艺老
师进行“一对一”指导。改版后的《竹琴声
声》，不仅本土文化特色有所深化，曲艺艺
术性也增强了许多。

集中训练 血泡满手

眼看比赛在即，《竹琴声声》的主创成
员们都很着急。导演李淑芬告诉记者，原
版节目的演出人员仅四人，除主唱外，三位
乐队成员负责古筝、二胡、笛子、箫，但整体
呈现形式，以及节目内涵较为单薄，尤其声
音的层次感不够丰富，所以决定加入六位
助演弹打竹琴，以加强竹琴的“声声”感。
可大竹县文化馆的竹琴演员数量并不够，
为保障节目质量，他们邀请罗大春到大竹
教学并选人。

经过三天基本指法和唱腔培训，选出
六位助演后，主创成员与全部演员立即整
装出发，前往成都集中训练、编排。除了曲
子的打磨比较繁琐之外，助演、乐队、主唱
之间的配合也要求极高，尤其是六位竹琴
新手的协作。为使作品能达到国家级专业
水准，一个多月来，演员和主创人员每天从
早上八点训练到晚上十点多。四川省文化
馆曾萍作为总导演，每天全程指导，手指、
走位、身段、眼神，一点点细抠。竹琴不仅
需要左臂抱着竹筒弹打，还要左手手持简
板夹打，几天下来，几位演员的手已满是血
泡，“破了又打，打了又破，那段时间，手就
没有个好模样。”

除了弹打，主演唐瑜还得唱，“改版之
后，曲子的情感更饱满，情绪的转换也变多
变难了。”从开始的娓娓道来，到回望过去，
再欢快地诉说，其中情绪渐快，声线调整要
迅速。“人越多配合越困难，改版后，除了自
己训练外，大家一起排练了不下百遍。”唐

瑜告诉记者，比赛当日没有耳返，而舞台上
根本听不见曲子，所有表演人员只能靠着
往日的默契，以及现场的感觉相互配合。
依靠现场每个人全神贯注的表演，演出最
终圆满完成。

多年沉淀 厚积薄发

“大家对巴文化固有的认识便是骁勇
善战，其实巴文化也有阳春白雪的雅趣，竹
琴便是其中之一。”陈加军告诉记者，竹琴
也被称作“道琴”“渔鼓”“道筒”，源于道教，
可上溯至唐代的“道情”，道士们传道、化募
时，借此叙述道家之事和道家之情。大竹
的竹琴历史悠远，且文化底蕴深厚，在上世
纪便出现了不少竹琴表演。

但随着时代发展，竹琴逐渐小众，表演
者数量也随之减少。大竹县文化馆抓住本
地文化特色，重拾竹琴艺术，“学习‘竹’的
坚韧和自强不息，《竹琴声声》得奖的背后
是几代人的努力。”李仁勇告诉记者，作为
一个县级单位，向中国曲艺大赛推送作品
其实困难非常多，基础资源、经验、人才等
与其他参赛团队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备
赛过程中，李仁勇既要安抚演员的紧张情
绪，又要琢磨作品的编排，无暇顾及身体。
在参赛路上，他突发胰腺炎，被紧急送往医
院，至今每天还需要输液。没能陪伴演员
参赛，也成了他的遗憾。

从二十一世纪初起，大竹县文化馆就
陆续着手创作了多个四川竹琴作品，竹琴
之声从县传向市，再到省，以及全国。该馆
负责人表示，未来他们还将继续深入探究
四川竹琴艺术，制作精品节目，用文艺作品
传播大竹的竹文化、达州的巴文化。

□本报记者 杨蕙菱

谁家竹琴琴声扬谁家竹琴琴声扬

大竹大竹《《竹琴声声竹琴声声》》摘国奖摘国奖““牡丹牡丹””

罗大春指导排练罗大春指导排练

作为我国曲艺界的最高奖项，“中国曲艺牡丹奖”不仅是专业性和权威性的象征，它对中国曲艺事
业的发展更具有导向性的指引作用。不久前，第十一届中国曲艺大赛余杭赛区比赛结束，大竹县文化
馆创作的《竹琴声声》荣获“牡丹奖”节目提名奖，这是大竹县文艺界迄今获得的最高奖项,在全市文艺界
引起不小轰动。

据了解，为了将本土文化推向更高舞台，大竹县文化馆找到多位曲艺和舞台表演专家，历经数月的
细致打磨，才有了这件精品。

演奏训练演奏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