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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传情 琴牵一生
——访四川扬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刘时燕

本报记者 杨文娟 实习记者 李林晅

4月的一天，阳光甚好，记者一行

沿着一条幽静的小巷，走进位于四川

音乐学院内的刘时燕家中。这是一套

颇有些年代的宿舍房，面积不大，装

修简单，但收拾得很是整洁雅致。

走进客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著名书法家赵谦伯的题字“燕莺

吟”，题字旁则是一幅装帧精美的书

法对联，上书：“德音雅韵善才服，时

雨春风娇燕飞”。在客厅的右侧，一

个立式玻璃柜里摆满了几十年来刘

时燕收获的各项荣誉奖杯和证书。

“这是我在四川大学艺术学院任教

的儿子为我做的立柜，他说这些荣

誉是妈妈辛劳一生的印记，要将这

些荣誉‘晒’出来，鼓舞全家都向妈

妈学习！”刘时燕笑着告诉记者。

“来来来，你们坐。”刘时燕将记

者一行让到沙发上，自己拉过墙角的

一把旧竹椅坐下，“我们就这样聊，想

到哪儿说到哪儿！”说着她又笑了起

来，这位 78岁的老人声音依旧澄澈

透亮，整个人看起来充满神采。

“对我来说，扬琴就跟我的生命

一样重要……”在这个沐浴阳光的

午后，刘时燕将自己与四川扬琴的

半世缘分娓娓道来。

●萌芽
与音乐的不解之缘

刘时燕能够踏上艺术这条路，

父亲对她的影响颇大。

1942 年，刘时燕出生在四川德

阳孝泉镇的一个回族家庭，她的父

亲是当地的阿訇，常常被清真寺或

者村民邀请去念经。在小小的刘时

燕心中，父亲念经文的声音犹如美

妙的音乐。闲暇时，父亲还会打开家

中的老式唱片机听川剧。在父亲的

熏陶下，刘时燕从小便对音乐痴迷。

读高中时，刘时燕是学校的文艺骨

干，在当地“出了名”。由于她的歌声

悦耳动人，刘时燕被当时的绵竹县

川剧团选中唱川剧。

尽管刘时燕的父亲喜欢听川剧，

但却拒绝让自己的孩子成为一名川

剧演员。绵竹县川剧团拗不过刘时燕

的父亲，便采取迂回战术：让刘时燕

先去成都川剧院“镀金”。这一去，却

让刘时燕与四川扬琴结了缘。

起初，刘时燕每天上午在院里

跟随川剧名家学习川剧扬琴的伴奏

和帮腔，下午她就去附近的茶馆看

戏。在这里，刘时燕认识了康先洪等

四川扬琴的青年传人。“那时候听了

许多名人表演四川扬琴后，就觉得

不唱川剧，唱扬琴也好。”回忆起当

时的情景，刘时燕笑了起来。

或许刘时燕本就与四川扬琴有

缘。当时带教她的川剧名家刘金龙

在教她唱川戏时，顺便教她学了几

段四川扬琴，“刘老师知道自己的好

友四川扬琴名家李德才缺徒弟，便

想将我介绍给李德才。”刘时燕说。

刘时燕至今清楚记得自己第一

次见到李德才老师时的情景，“我给

李德才唱《活捉三郎》，他在一旁用扬

琴伴奏。”一曲唱罢，李德才拍手称

赞，“这娃儿天生一副唱扬琴的嗓子，

这个徒弟我要了！”他立马让四川歌

舞团曲艺队队长带刘时燕去检查声

带。经过层层考验，刘时燕正式加入

曲艺队，成为了李德才的关门弟子，

从此开启了与四川扬琴的不解之缘。

●相守
难忘的欢乐时光

在刘时燕心中，与四川扬琴相

伴的时光虽然枯燥却也十分快乐。

刘时燕总说，遇见李德才是自

己最幸运的事情，老师的倾心传授

才让她有了今日的成就，“可以说李

老师是毫无保留地给我传技解惑。”

在刘时燕的记忆中，那个时候的教

学方式是“口传心授”，老师想到哪

儿就教到哪儿，一切都跟着老师的

节奏来。

每天上午，刘时燕自己在宿舍

反复练习，午饭后跟着李德才学念

唱腔。那个年代，作为民间艺术的四

川扬琴具有很强的即兴性，艺人会

根据当时的心情、嗓子等情况变换

音调。李德才每次教授，唱得都不太

一样，而当时的刘时燕只懂五线谱

和简谱，李德才懂的却是传统的工

尺谱，一堂课下来，刘时燕往往听不

懂老师在唱什么，也记不住唱腔。

这怎么办？师徒两人沟通后，李

德才把不同的唱腔总结成刘时燕容

易记住的，刘时燕每节课记住能听

懂的唱腔，回去再总结学习。在李德

才的悉心指导下，刘时燕掌握了李

德才“德派”华丽柔媚的唱腔，并且

完成了人生的第一场演出——《踏

伞》，大获成功。

李德才的悉心教导让刘时燕的

演唱功力飞速提升，而丈夫张继顺

（笔名竹亦青）的指点，则让她的表

演更添几分艺术色彩。张继顺毕业

于北大中文系，擅写诗词，也懂音

律，与刘时燕相知相许后，不仅在生

活中无微不至地照顾刘时燕，还在

事业上给予她帮助。“他告诉我每首

曲目都有中心点，找到它们，并唱好

它们，一定会让我的表演锦上添

花。”丈夫的点拨在刘时燕多年的从

艺生涯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刘时

燕层次丰富的表演风格日趋成熟，

被选派到北京西单剧场连续演出36

场。“每天都很辛苦，但表演完观众

都会站起来鼓掌，还有人送花，特别

激动。”身为演员，掌声对于刘时燕

来说是最好的鼓励。

●共生
艺术与生命相融

由于四川扬琴学起来乏味，刘时

燕的许多同门中途转行，刘时燕成了

为数不多坚持下来的四川扬琴传人。

她总说：“我喜爱四川扬琴，那是我的

命，这就是我坚持下来的理由。”

在五十余年的艺术生涯里，刘

时燕不停地寻找四川扬琴的艺术精

髓，并将其传承并发扬。

四川扬琴最显著的特点就是

“坐地传情”，刘时燕在继承了老师

李德才“德派”唱腔的同时，将“坐

地传情”升华，做到“以声代情，以

情代声”，用声音塑造人物形象，并

创新发展了5种唱腔。每次演出，刘

时燕还会在呈现出“德派”唱腔的

基础上加入独属于自己的细腻委

婉的唱腔，慢慢地，刘时燕逐渐形

成了自己的演唱风格：音域宽厚，

行腔委婉细腻。

刘时燕还费心琢磨情感表达的

技巧。在刘时燕看来，不同年龄阶段

的人物要用不同的唱腔来表现。“比

如《秋江》里面的主人公陈妙常是一

位情窦初开、向往自由的少女，在表

达她的人物形象时，唱腔要更秀美

一些，声带要多用一些，唱的时候口

腔一定要张开，用自己的声音把她

含蓄、羞怯的情感表现出来。”下功

夫通过声音塑造人物形象、唱出人

物情感的刘时燕，还生动而深刻地

演绎了满腔哀怨的杨贵妃、淳朴老

实的秦香莲等人物。

学无止境，贵在创新。以往四川

扬琴的表演均是表演者坐着唱出

来，但随着四川扬琴表演不再局限

于茶馆，走进了大剧场，观众的欣赏

习惯和要求开始变化。为了跟上时

代的步伐，也为了让观众能够欣赏

到更精美的四川扬琴表演，刘时燕

不再坐着演唱，而是站起来，并加入

了手势等，“四川扬琴不是一成不变

的，想要让它发展，就要不断地创

新，这样才会有生命力。”

如今，刘时燕早已退休，但她仍

坚持每周去成都大慈寺社区的四川

扬琴传承基地表演。与此同时，她将

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培养徒弟上，“每

周我都会上课，我也是坚持‘口传心

授’，不过我会结合理论知识，利用

他们易懂的方式，一句一句地教他

们吐字、发音、润腔技巧等。”如今，

刘时燕教出的学生大多都有所成

就，获得了省级、国家级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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苋菜是初夏最时兴的蔬菜。苋

菜苗很娇弱，播种的时候需要细致

入微。母亲会把菜畦平整得如床似

榻，泥土也碎得像细沙般匀称，还把

一个个小石子抛出园外，仿佛生怕

硌痛了心爱的秧苗。平整好菜地，母

亲就从地沟里捧出一只破搪瓷碗，

把手伸进碗中，摸出一把苋菜籽，边

撒边慢慢向后退去，细小乌黑的苋

菜籽从指缝间流出，像一个个俏皮

的小精灵，翻身钻进泥土里。撒完种

子后，母亲又会轻轻盖上一层细泥，

就像呵护自己的小孩一般。

撒下菜籽后，四五天时间，地里

就能长出秧苗，嫩嫩的秧苗顶着细

碎的泥土，探头探脑地钻出来，四

处张望，仿佛是在看外面繁华的世

界，一副憨态可掬的样子。刚出土

的秧苗要及时追肥，母亲就会把农

家有机肥浇灌在地里，苋菜苗就像

得了什么恩宠似的，一个劲儿地向

上长。用不了几天时间，挨挨挤挤，

就把这块菜地挤得密不透风。等它

们长至约20厘米高的时候，就可以

采摘食用了。

母亲把苋菜连根拔起，顺手抖

掉根部的泥巴，一把把殷红的苋菜

捧在手里实在好看。新鲜的苋菜叶

儿暗红柔软，根茎部呈透明状，这

种红是从根部一直到叶上的，翻开

叶下，经脉也都是红彤彤的。叶片

中心被染成红色，而外圈却是绿

色，仿佛镶嵌着一颗颗红宝石。苋

菜采摘回家后，用清水洗净，就可

以下锅炒了。炒苋菜似乎不能少了

蒜瓣，张爱玲就非常专业地说：“炒

苋菜没蒜，简直不值一炒”。我以

为，此话真说到所有爱食苋菜的吃

货们心里去了。用刀背拍下几个蒜

瓣，油热后，将拍碎的蒜瓣投入热

油中呛香，之后把苋菜放下锅中翻

炒。大火翻炒几下，锅底下便出汤

了，原来蓬松满满一锅的苋菜，此

时萎缩于一团，底下是殷红的汤

汁，像不小心打破了颜料瓶，同时

一股特别的清香弥漫开来。放入食

盐、鸡精后，再稍微翻炒一下就可

以盛入盘中了。母亲常用糯米白的

瓷盘盛出来，盘里有大半都是那胭

脂色的苋菜汤，艳艳的红，红得有

些喧宾夺主，连那一粒粒的白蒜瓣

也会被菜汤染成胭脂红。

在我的家乡，端午节时除了吃

粽子咸蛋外，还有喝雄黄酒、吃苋菜

的习俗。雄黄酒是黄的，而苋菜是红

的，寓意驱毒避秽。对于雄黄酒，小

孩是不感兴趣的，唯独对苋菜多了

几分嗜爱。小孩子们端着饭碗，里面

是红红的苋菜汤汁。大家相互炫耀

着，看看谁的苋菜最长，米饭最红。

小孩子们常常捧着这红红的苋菜

汤，排排坐在一起，闷着头就呼哧呼

哧地吃起来，格外地有滋有味。

关于苋菜，汪曾祺先生还曾在

他的散文《五味》中写过他们当地

的腌臭苋菜梗。那种苋菜要长至半

人多高，然后将手指粗的菜梗砍

下，放在陶坛里浸没在卤水中腌制

一段时间后，变得臭不可闻。但苋

菜梗闻起来臭，吃起来却香，也是

极好的开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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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苋菜滋味鲜
江初昕

为丰富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

控期间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文化和旅游部于 5月 15日至 6月 8

日举办 2020 年全国舞台艺术优秀

剧目网络展演，打造国家级的“云

端”艺术盛宴。

据悉，本次展演共推出 22部优

秀剧目，分别选自第十六届“文华大

奖”获奖剧目、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

作扶持工程扶持剧目等。其中，由武

汉大学、湖北荆州九歌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排演的现实题材歌剧《有爱

才有家》将作为特邀剧目参演，以艺

术形式表达武汉文艺工作者对社会

各界给予巨大支持和帮助的诚挚谢

意。5月 15日 20时，22台剧目全剧

视频同时在文化和旅游部政府门户

网站上线，拉开了本次展演的大幕。

展演活动在剧目组成、惠民手

段、呈现形式、推广渠道等方面均有

所创新，主要表现在：一是门类丰富、

有较高的思想性、艺术性。参演作品

涵盖了京剧、地方戏、话剧、歌剧等多

个艺术门类，且均为近年来舞台艺术

领域的精品之作。此外，活动还重点

关注剧目视频呈现效果，以期带给广

大观众身临其境的观感体验。

二是题材多样、特色鲜明。此次

展演既有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如京剧

《红军故事》、儿童剧《火光中的繁星》

等，也有现实题材的作品，如歌剧《道

路》《马向阳下乡记》、舞剧《天路》《草

原英雄小姐妹》、豫剧《重渡沟》等。

三是集中发布、免费观演。此次

展演以文化和旅游部官方网站为视

频播出主平台，统一发布播出22台

剧目全剧视频，所有剧目均为免费

观演，让广大群众更为便捷、安全地

共享艺术发展成果。

四是多渠道传播、多手段推广。

此次展演活动联合各大视频网站开

发适合网络传播的内容及形式，加大

展演活动传播力度。同时，更有演艺

明星加盟助阵，为各自的“家乡戏”加

油助威，增强观众的参与度和社会热

点的关注度。 （人民网 郭冠华）

四川成都
经过5年考古发掘
发现六千余座古代墓葬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5 月 14 日

上午，记者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获

悉，自 2015 年 3月至今，考古工作者

对成都新川创新科技园项目考古发

掘后，发现了新石器末期的居址遗存

和 6000 余座古代墓葬，墓葬遗存年

代延续跨度长达两千多年，其间没有

大的时代断层，堪称埋藏于地下的半

部“四川通史”，是四川地区珍稀的通

史式的古代墓地。

据了解，出土墓葬类型主要为崖

墓、岩坑墓、砖室墓等，时代自战国至

明代，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瓷、铜、

铁、玻璃、石质等不同材质的文物。其

中以战国末期的“郫”戈、西汉时期带

外文字母的“龙纹铅饼”、新莽时期错

金“一刀平五千”钱币、东汉时期的画

像石棺、晋代印度-太平洋珠等遗物

最具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

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

员左志强介绍，上述考古成果完善了

成都平原战国秦汉考古学文化序列，

构建了蜀汉两晋南朝的“六朝墓葬”

考古学文化序列，丰富了四川地区唐

宋墓葬的类型，增添了明代早期品官

墓的资料，为探索成都平原崖墓演

变、汉晋广都城聚落、丝绸之路上中

西文化交流、古代四川社会变迁等重

要课题提供了蔚为大观的实物资料

与历史信息。

四川博物院
开展文物AR明信片
公益活动

本报讯（记者 漆世平 实习记者

李林晅）近日，四川博物院推出了“见

字如面 文物传情”文物AR明信片线

下公益活动，活动将持续至6月中旬。

在公益活动中，四川博物院在院

内和中国邮政部分营业厅设置点位，

向公众发放限定公益明信片，公众可

以现场在明信片上书写文字，向抗疫

期间一线的工作人员送去祝福，也可

以送给最想要表达关心和爱的人，或

者写给自己，在现场盖上专属的“见

字如面 文物传情”专属印戳，免费投

递。明信片的核心元素是国家一级文

物“战国牛鼠纹铜矛”，为青铜质地，

系间饰牛鼠纹。公众还可打开手机扫

描明信片上的二维码，即可看到活起

来的“战国牛鼠纹铜矛”。

四川扬琴，又称“四川琴书”，是我国四大扬琴流派之一。形成于清乾隆年间的四川扬琴

艺术，承载了底蕴深厚的巴蜀历史文化，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在四川扬琴艺术的发展变化

历程中，涌现出多位技艺精湛的四川扬琴名家，刘时燕就是其中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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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刘时燕，1942 年出生，四川德阳

人，国家一级演员，四川扬琴表演

艺术家，四川扬琴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刘时燕

从事四川扬琴演唱事业 57 年，全面

系 统 地 继 承 了 四 川 扬 琴 的 优 秀 传

统并有所发展创新，她演唱了传统

曲目 60 余个，出版唱片盒带 9 种，

成就收入四川档案馆，曾获得 1979

年 庆 祝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三 十 周 年

庆 典 演 出 奖 、第 五 届 中 国 金 唱 片

奖、“长治杯”全国曲艺大赛一等奖

等荣誉。

邛崃“博物馆日”活动
尽显文化魅力

本报讯（记者 漆世平 实习记者

李林晅）“今天现场活动好多，不仅可

以观赏，还可以上手体验，让我与艺

术有了一次近距离接触。”邛崃市民

张女士兴奋地说。5月 18日是国际博

物馆日，四川省邛崃市在邛窑考古遗

址公园正式拉开了国际博物馆日邛

窑系列活动的大幕。

活动围绕国际博物馆日“致力于

平等的博物馆：多元和包容”的主题，

以“创造、互动、体验”为主旨，现场开

展了博物馆文化分享会和书籍《活

法》分享会，陶艺体验、刺绣、团扇绘

画、扎染等多个体验项目更是吸引了

市民的关注。现场还设置了五个专题

展，涉及文化历史、陶瓷、刺绣、油画

等领域。邛窑驻场大师王有川的个人

陶艺展成为本次专题展览的一个亮

点，他在现场浅谈了陶艺心得，为市

民游客分享了他如何参与陶瓷作品

设计、创新与制作的过程。

据了解，邛窑系列展览活动将持

续至 5 月 24 日，其余活动将常年开

展。“我们希望通过举办邛窑系列文

化活动，充分挖掘邛窑遗址的文化内

涵和时代价值，使考古研究、遗址保

护、文物展示、文化教育、文化旅游实

现交叉互动。”邛崃市委宣传部相关

负责人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