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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

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2019

年 7月，在遂宁市第十届“幸福家园·

百佳千星”群众文化节上，遂宁市大

英县隆盛小学三十余名学生带来的

金钱板表演《满江红》赢得满堂喝彩。

孩子们细腻准确、字正腔圆的表演打

动了无数观众。

该节目是雷飞霞在开展“戏曲进

校园”活动时，为遂宁市大英县隆盛

小学学生打造的第一个节目。

从事川剧表演三十多年来，雷飞

霞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能够将川剧

等传统文化带进校园，让学生了解和

体验戏曲艺术，从而营造戏曲传承发

展的良好氛围。2018 年，通过民盟遂

宁市委员会牵线搭桥，雷飞霞的愿望

得以实现，“戏曲进校园”活动的第一

站就是遂宁市大英县隆盛小学。

从 2018 年 5 月开始到 2019 年 6

月，雷飞霞一人几乎包揽了基础训

练、形体训练以及唱腔训练等课程。

不管严寒酷暑，她都会带领孩子们

坚持训练。“夏天特别热的时候，看

到孩子们身上到处都是蚊子叮的

包，他们不喊苦不喊累，所以我也不

能偷懒。”在排练时，雷飞霞注重对

学生思想品德的培养，“比如《满江

红》的主人公岳飞年轻时勤奋好学，

是一位爱国的民族英雄，我在授课

的时候就强调孩子们要向岳飞学

习，培养他们的爱国之情。”

除了《满江红》，雷飞霞还为孩子

们排练了川剧《五韻美·旦》，该节目

在第七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

遗产节大英县分会场亮相，孩子们秀

美的装扮、婉转的唱腔，带给了观众

美的享受和熏陶。

多年来，雷飞霞不断参加戏曲研

修班，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川剧是我

生命中的一部分，未来我将继续努

力,将川剧发扬光大，并且希望能够

将戏曲带入更多学校，让更多孩子感

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和记者的交

流中，雷飞霞流露出的是对过去成绩

的淡然，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深思。

扁食是我的故乡江苏如皋一带

常见的美食，它状如饺子，所以也有

人把扁食叫做饺子，然而两者并不

相同。

故乡也有饺子，但扁食和饺子

的区别首先在皮，其次在馅。以皮而

论，饺子皮较厚，而扁食皮薄如蝉

翼、晶莹剔透，将一张扁食皮覆于报

纸上，可以看清楚报纸上的油墨字。

至于馅，就更不一样了。故乡的饺子

馅少，大概只有大拇指那么大一坨，

因此饺子的个头也比较小，一碗饺

子虽说有十多个，却只能占到容器

的三分之一，其余则是汤。而且故乡

的饺子馅料较为单一，多以猪肉、素

菜和调料混合而成，相比之下，扁食

的馅就丰富多了，不仅肉类、菜类均

可入馅，连鸡、鸭、鱼、蟹、馓子、嫩

黄豆等都可入馅，且特别讲究搭配，

如鸡脯子配芹菜、猪肉配荠菜、鸡蛋

配韭菜等，都有其固定的“套路”。有

的人家包扁食时，在猪肉糜中还要

加入虾仁、拌入肉松，我还见过用豆

腐入馅的，吃起来也是别有一番风

味。乡亲们包扁食时总把馅放得特

别多，一张皮子里能塞进鸡蛋大小

的馅。在他们看来，吃扁食吃的就是

馅，要不还不如吃面条呢。由于馅

多，扁食的个头也大，且个个饱满

挺拔。

乡亲们吃扁食不仅讲究皮薄馅

美，对汤的要求也高。在故乡，最正

宗的扁食汤头是排骨汤，选用上好的

猪脊骨和紫菜、虾米一起熬成，奶白

清亮、醇香诱人。还有些对餐食比较

考究的人家要用老母鸡吊汤，那汤白

如凝脂、油而不腻，口感极佳。吃扁食

的时候，薄薄的面皮入口相当顺滑，

舌尖一触即化。而那馅呢，细细咀嚼

间，倍觉绵软温润、有滋有味。吃毕，

依然齿颊留香、回味悠长。清人杨静

亭曾写诗赞美馄饨：“包得馄饨味胜

常，馅融春韭嚼来香，汤清润吻休嫌

淡，咽来方知滋味长。”其实这首诗

用来描述我们故乡的扁食再恰当不

过了。

早年间，故乡的小镇上常有一位

老大爷挑着扁担沿街叫卖扁食，那浓

稠的老母鸡汤里氽着翠绿的葱花、金

黄的虾米、红艳的辣椒……一个劲地

诱着你的味蕾。寒意袭人的冬夜，一

盏小灯挂在扁担前，温馨地吐着一

团昏黄的暖光。兴之所至，踱到摊

前，递上一枚硬币，接过老人递来的

大花瓷碗，吞下一只只元宝似的扁

食，啜饮热气袅袅的鲜美鸡汤，一股

暖意便悄悄地生发出来，缓缓地流

遍全身……回家后拥衾而眠，这一夜

准会无比温暖而舒适。

辽宁大连古籍收藏单位
集体“晒宝”

新华社大连 12月 23 日电（记者

郭翔）殷墟安阳小屯甲骨文、明万历

刻本《月露音四卷》、清代《谕行旗务

奏议不分卷》……从今年 12 月 21 日

至明年 1月 4日，辽宁省大连市多家

古籍收藏单位在大连图书馆集体

“晒宝”，举办“册府千华——大连地

区藏国家珍贵古籍特展暨古籍保护

成果展”。

据了解，大连地区古籍藏量约31

万册（件），种类繁多，各级公共图书

馆、高校图书馆、博物馆等多有存藏，

以清代古籍文献居多。此外，部分图

书馆、博物馆还藏有甲骨文及宋元明

时期的珍贵善本。

此次珍贵古籍特展共有大连图

书馆、旅顺博物馆、金州图书馆、辽

宁师范大学图书馆、大连医科大学

图书馆、大连大学图书馆、大连教育

学院图书馆等多家古籍收藏单位联

合“晒宝”。

展览现场运用“画屏”，在为观众

呈现展品的高清影像的同时，还通过

AI 语音互动，增强观众体验。此外，

展览在大连图书馆微信公众号进行

同步直播，观众还可以在线上感受珍

贵古籍的魅力。

“呼伦贝尔号”草原森林
旅游列车上线运营

新华社石家庄 12月 24 日电（记

者 杨帆）记者日前从中车唐山公司了

解到，该公司为呼伦贝尔草原森林旅

游线路量身打造的“呼伦贝尔号”旅

游列车正式上线运营。这是国内首列

由 25G 型铁路客车升级改造的旅游

专列，填补国内铁路高端旅游市场

空白。

呼伦贝尔拥有草原、森林、湖泊

三大自然资源，是令世人向往的北国

风光胜地。“呼伦贝尔号”旅游列车集

旅游观光、餐饮住宿、休闲娱乐为一

体。列车包含高级商务车、高级软卧

车、高级软座车、儿童主题车、多功能

车、普通软卧车、休闲娱乐车、民族文

化餐车和文化沙龙车等 10 种车型，

每次载客200余人。

与普通 25G 型客车不同，“呼伦

贝尔号”旅游列车更加舒适、安全、便

捷。列车采用低碳环保的 LED光源，

配备宽敞包间、带淋浴系统的独立卫

生间及高端座椅，全列车的卫生间配

备真空集便系统，旅客在列车中即可

享受到酒店式的旅行体验。

此外，列车还设有观光休闲区和

多功能车厢，使游客既能充分观赏沿

途风光，又能消遣娱乐，享受舒适惬

意的旅行生活。游客可全程享受“上

车休息，下车游玩”的全方位、一站式

服务。

杜甫千诗碑项目成果
巡展走进北京

本报讯（记者 赵青 实习记者 李
林晅）记者从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获

悉，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

周年，传承书法艺术，弘扬传统文化，

“杜甫千诗碑项目成果巡展（北京

站）”开幕式暨研讨会日前在中国政

协文史馆开幕。本次展览由成都市文

化广电旅游局主办，中国书法馆、成

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承办，展期将持续

至12月28日。

展览展出了包括沈鹏、张海、苏

士澍等 120 余位当代书法名家的作

品。这些作品均为“杜甫千诗碑”项目

所征集的当代杜诗书法作品，其内容

涵盖了杜甫在人生各个阶段创作的

诗篇。作品形式多样、风格各异，作者

用自己的艺术语言表达了对杜诗的

理解和感悟。本次展览还展出了十余

件古代拓片作品，九件由中国美术馆

馆长、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雕塑院院

长吴为山创作的杜甫组雕小样，生动

地刻画出不同时期的“诗圣”形象。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展览还展出

了多件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杜甫千

诗碑”项目衍生文创产品，包括书法

T恤、钥匙扣、帆布包等，展现出成都

杜甫草堂博物馆“传承文化、创意生

活”的文创理念。

据介绍，现场还举行了“杜甫千

诗碑项目成果巡展（北京站）”专题研

讨会，三十余位专家学者从城市发

展、杜诗精神、书法传承、文物保护、

园林建设等不同角度论述了“杜甫千

诗碑”项目及此次巡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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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量真好怄……”12 月 10 日，在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大剧院内，

灯光亮起，幕布拉开，只见一名身穿清新飘逸的白色织锦长裙，头束

两根斑纹华贵的长羽翎的女子边唱边从后台缓缓走出来……

这名女子叫雷飞霞，现为四川省遂宁市大英县文广局群众文化促进中心戏

剧曲艺辅导干部。当天，她以一曲《白鳝观景》为自己在“川剧旦角表演及剧目

传承研修班”的课程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从 2 岁接触川剧开始，历经三十四年历练，川剧早已成为雷飞霞生命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她实现人生价值的大舞台。目前，雷飞霞为国家二级演

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曲艺家协会会员、遂宁市曲艺家协会理

事，并荣获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群星奖”曲艺门类优秀演出奖、四川省第

十三届戏剧小品（小戏）大赛一等奖、四川省川剧青年演员比赛三等

奖、第二届“岳池杯”中国曲艺之乡大赛金奖以及第二届四川艺术节四

川群星奖等。

2016 年，在遂宁举办的四川

省第三届青年川剧演员大赛中，雷

飞霞细腻传神地表演了剧目《劈棺

惊梦》，并获得三等奖。雷飞霞获

得这个奖项并不是偶然，表演中每

一句圆熟的唱腔、每一个精准的眼

神，都离不开她长期的苦练和对自

己的严格要求。

雷飞霞出生在川剧世家，父母

都是川剧表演者，2岁开始她就跟

着父母穿梭在各大戏剧院，串各种

大大小小的场子，偶尔也会扮演一

些小孩子的角色。

8 岁那年，雷飞霞正式学戏。

彼时，父母将雷飞霞送到内江亲戚

家准备让她读书上学，但由于思念

父母心切，雷飞霞又偷偷跑回了在

重庆演出的父母身边，表示自己想

学戏。父亲拗不过雷飞霞，就让她

每天跟在一旁训练。看着大哥哥大

姐姐们化上戏妆，穿上戏服，拉起

帷幕，在父亲的带领下，迅速进入

状态，一招一式地认真排练，雷飞

霞也不甘示弱，跟在他们后面练。

他们互相瞪眼练习眼神，她就盯着

墙面练习，他们一练站姿和身段往

往都是一整天，她也较着劲儿不吃

饭，跟他们一起坚持。每晚回去

后，她还常在屋里反复练习。

一天，雷飞霞在宿舍里唱折子

戏《思凡》的时候，恰好被母亲听

见，母亲惊喜于女儿的唱腔随即问

她：“敢不敢挂牌演出？”起初，雷

飞霞有些迟疑，“《思凡》需要一个

人 演 完 全 场 ，非 常 考 验 演 员 功

底。”父亲的一句“别怕，把你所学

的表演出来就行”打消了雷飞霞的

顾虑。

“昔日嫦娥貌如仙，奔广寒碧

海青天……”两天后，雷飞霞挂牌

演出。表演当天，雷飞霞穿着比自

己身形大了足足2倍的戏服，用稚

嫩的唱腔和表演技巧征服了现场

观众。“唱完后许多观众还上台给

我送鲜花。”雷飞霞回忆起第一次

演出经历，笑意盎然。而后，雷飞

霞潜心学习了《打雁》《出北塞》等

剧目，并奔赴四川其它地区演出。

3年扎实的演出经历还将雷飞

霞送入了遂宁市川剧团艺训班。为

了尽快掌握各种表演动作的范式，

雷飞霞一天要练四场功。1997年，

雷飞霞以优异的成绩从遂宁市川

剧团艺训班毕业后成为遂宁市川

剧团的一名正式演员，随团到北

京、重庆等地演出，还曾远赴泰

国、韩国等地演出。凭借多年的演

出和自身的努力，如今，雷飞霞已

经能够成功驾驭花旦、闺门旦及青

衣旦等多种角色。

2014 年，雷飞霞在川剧表演

上遭遇瓶颈，她开始思考创新川

剧表演方式。在一次观看曲艺节

目时，雷飞霞脑海里突然蹦出一

个念头：将川剧和曲艺表演形式

相 融 合 ，让 传 统 技 艺 焕 发 新

活力。

随即，雷飞霞四处拜访曲艺名

师，先后学习了四川清音、金钱

板、四川竹琴。在这几门曲艺中，

尤以金钱板最难掌握，学习金钱

板的经历也让雷飞霞记忆犹新。

2014 年底，雷飞霞打听到四

川金钱板唯一的女性传承人陈

雪在金钱板艺术上造诣深厚。但

是听闻陈雪一直都没有招收弟

子的打算，雷飞霞有些失落。为

了学习技艺，雷飞霞还是决定跟

陈雪当面谈一谈。她托了相熟的

朋友要来了陈雪的联系方式后，

就利用工作之余观看陈雪金钱

板表演的录像带。“我看了陈老

师的《草船借箭》，表演中清晰的

唱腔和饱满的神态让我感到震

撼。”几天后，雷飞霞拨通了陈雪

的电话表明想法，陈雪的回复让

雷飞霞激动万分。“陈老师说让

我第二天去见面谈，现场需要表

演一段川剧，如果被她认可，她

愿意收我为徒。”见面那天，雷

飞霞绘声绘色地表演了《盘贞认

母》选段，“刚唱完，老师就同意

教我。”

后来，雷飞霞全脱产学习金钱

板。学习之初，最难的就是打板。

雷飞霞练习时，板子常常飞出去。

为此，雷飞霞平均每天要练好几

个小时，食指上的茧长了又掉掉

了又长。为了尽快掌握段子，雷飞

霞常利用休息时间练习，甚至连

吃饭、走路、上厕所的时间都不放

过。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她

都会对着镜子反复练习，直到满

意为止。功夫不负有心人。雷飞霞

逐渐学会了《满江红》《南瓜回娘

家》等段子。2017 年，雷飞霞被评

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金

钱板县级传承人。

勤学苦练掌握金钱板技艺

﹃
让
更
多
孩
子
感
受

传
统
文
化
的
魅
力
﹄

八岁独立担纲一台戏

雷飞霞花旦装扮雷飞霞花旦装扮

雷飞霞教孩子雷飞霞教孩子
川剧基础动作川剧基础动作

雷飞霞化妆雷飞霞化妆

雷飞霞表演雷飞霞表演《《白鳝观景白鳝观景》》 雷飞霞和孩子们表演金钱板雷飞霞和孩子们表演金钱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