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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板虾

天津人擅烹河海
两鲜。炸板虾这道传统
菜，是将新鲜的海虾处
理腌制后撒上干面粉，
裹上鸡蛋液，沾上面包
渣，炸制而成。吃时，可
以蘸上海辣酱油、椒盐、
番茄沙司等，会有不同
的口味变化。在炸板虾
基础上配上炸鹅肝，则
是另一道传统菜，目前

市 面 上 已
很少见。

（扫二维码观看操作视频）

宁河评剧艺术扎根乡村
吕殿增

津风物语·歇后语
泥人张的泥人

就缺一口气
谷正义

天津味

“泥人张”，是人们对
天津泥人张彩塑创始人张
明山的称呼。他本名张长
林，祖籍浙江绍兴，1826
年生于天津。幼承家学，
从小就跟着父亲学习捏制
泥人、泥玩具。经过成年
累月的揣摩和实践，练就
了一手超人的彩塑绝技。

冯问田的《丙寅天津
竹枝词》写道：“手塑泥人
旧姓张，乾坤造化袖中藏；
喜容抓得何神似，照像传
真走且僵。”据说，张明山
经常在衣袖里捏泥人，且
活灵活现，惟妙惟肖。有
一年，京剧名角余三胜来
天津演出，街头巷尾出现
许多余三胜的画像和塑
像，但都神情呆板。张明
山坐在戏院里不急不慌，
仔细观察，很快在衣袖里
捏成泥像，那外貌、表情、
姿态，与其人在台上酷似
无二。观者无不为之惊
叹。1931年，徐悲鸿先生
来津，观看张明山彩塑人
像后，专门写下美文《过津
购泥人记》，盛赞“在北方
所见美术作品中，只有历
代帝王画像宋太祖、太宗
之像，可以拟之。若在雕
刻中，虽杨惠之（唐代雕塑
大师）之不足多也。”

天津歇后语，“泥人张
的泥人——就缺一口气”，
指的就是泥人张的作品神
奇超凡，把泥人都捏活
了。“泥人张不拜神——知
道它的底细”，指神佛塑像
多是泥制而成，庙宇中大
型塑像出自泥人张之手，
他当然知道塑像的前后过
程，比喻对人或事的真实
情况有透彻、细致的了解。

评剧在宁河有历史
评剧早期称为“对口莲花

落”，莲花落是劳动人民创造
的口头说唱艺术，大约有上千
年历史。宁河早期唱莲花落
的艺人出身大多都是农民中
的贫农。由于那个时期农村
破产，在耕无地、商无本的情
况下，农民为了求生存，利用
自己喜爱的艺术形式——莲
花落，四处串乡打地摊卖唱糊
口，成为一种谋生手段。

造甲镇冯台村冯鸿熙就
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他出
身梨园世家，其父是莲花落的
琴师，12岁到天津、塘沽、宝坻
一带卖艺。当时对口莲花落
只要两个演员，一男一女，也
就是一旦一丑。女的包头，也
就是戴上戏装头面，穿花洋布
衣裙，男的穿普通农民服装，
腰系围裙。当时的莲花落艺
人均是男性，女角也由男性反
串。乐器方面，起始就是一把
大弦，也就是河北梆子用的板
胡。乐器只用一个人打，叫
“双跨”，就是一个人兼打大
锣、小锣、钹、鼓。弦乐过门也
极简单，只有一个“浪的浪，浪
的浪，浪哥浪哥浪的浪，浪的
浪”，用这个过门来回翻。后
发展成为生、旦、丑“三小戏”，
后受京剧影响，逐渐发展为青
衣、花旦、彩旦、小生、小丑、老
生、花脸等行当。

在长期的演出实践中，艺
人们为提高莲花落的艺术品
位，不断吸收和借鉴其他剧种
和曲种的表现形式，如东北民
间歌舞“蹦蹦”传进关内后，当
地的莲花落艺人便迅速地吸
收了这种艺术形式，使说唱形
式的对口莲花落成为带有表
演性质的莲花落，评剧的雏形
由此而生。

1920年，中国评剧五大明
珠之一明月珠（杨玉春）来芦
台演出评剧改良戏《杜十娘》
《珍珠衫》等剧目，深受当地人

民群众的喜爱，从此评剧在宁
河发展起来。

“艺新剧社”名角多
新中国成立以后，评剧艺

术在宁河迅速发展。1950年
10月，宁河成立了“艺新剧
社”，评剧艺人石瑞楼、白云
铭、筱俊亭、吴艳霞、王曼苓、
花金香、李筱舫和杨玉霞夫妇
及妻兄杨玉春（明月珠）、琴师
赵乃成先后加入剧社，剧社演
员达到40多人的规模。后有
鲜灵霞、花玲霞、张桂霞等挂
牌助演，剧社日益红火，演出
盛况空前。在此期间，鲜灵霞
创造了高亢激昂的“鲜派”唱
腔艺术；筱俊亭开创了老旦行
当的筱派艺术。

在宁河评剧发展过程中，
曾有多位评剧艺术家到宁河
献艺，为宁河评剧团建立铺
路。白玉霜就是众多评剧艺
术家中的领军人物。宁河评
剧在演唱风格和流派上分为：
有突出中低音区的“筱（俊亭）
派”、有唱腔清脆甜润的“新
（凤霞）派”、有高亢激越，韵味
醇厚的“鲜（灵霞）派”，20世纪
70年代以后以中音饱满圆润，
低音委婉厚实的“白（玉霜）
派”为主要艺术特点。

1953年，河北省文教厅把
艺新剧社列为全省 9个重点
剧团之一。1954年6月，艺新
剧社改称宁河评剧团。从

1954年到1958年，宁河评剧团
高速发展，在演艺上，先后有
吴艳霞、李艳荣、王曼苓、花金
香、马玉珍、陈娟娟等名角为
主演，演员阵容齐整，灯光布
景先进，从县城到唐山一直演
到东北，演一路红一路，可谓
声名远扬东三省。

剧目有传统戏：《王二姐
思夫》《杜十娘》《珍珠衫》等50
多部。有现代戏：《小二黑结
婚》《刘巧儿》《刘胡兰》《蛇妃》
等30多部。还有宁河艺人自
创剧目：《老母鸡》《抗美援朝》
《红旗队》等15部。

20世纪 60年代中期，宁
河评剧团解散，演员改行。

1976年，宁河评剧团恢复
建制，排演了评剧《战斗堡垒》
《夺印》，并恢复上演传统剧目
如《十五贯》《秦香莲》等。

扎根民间接力传承
宁河评剧，早期以唱功见

长，演员吐字清楚，唱词浅显
易懂，生活气息浓厚，有亲切
的民间味道，所以被群众接受
并在市井中广泛传唱。

宁河评剧唱腔为板式多
化体，有尖板、搭板、大安板、
小安板、三锤、倒板、垛板、流
水板等，另外还有反调，伴奏
乐器分为拉弹类、打击类和吹
奏类三种，拉弹类有板胡、二
胡、三弦、低音胡等，打击类有
板、底鼓、堂鼓、底锣、大锣等，

吹奏类有笛子、笙、唢呐等。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城

乡人民生活普遍提高，各乡
镇、街道业余评剧团活动也越
来越红火，不管男女老幼都能
唱上几段，哼上几曲。特别是
在和天津、唐山邻界地带的
乡村，更是家家爱听戏，人人
能唱戏的戏窝子，如造甲镇
冯 台 村 、潘 庄 镇 西 塘 坨 村
……几乎每家都有几代人能
唱戏。戏迷骨干职业类型广、
年龄悬殊，最年长的80多岁，
最年幼的仅3岁，台上台下其
乐融融。

每年春节，宁河区人民拜
年访友完毕，就开始搭台唱戏
了，村村唱大戏，村村鼓乐
声。这已成为天津市宁河区
的年俗。

2016年，宁河区小百花评
剧团成立，一些中青年民间艺
人也开始崭露头角。这一代
新人经过前辈艺人的辛勤培
育，已经成为宁河评剧艺术的
中坚力量，他们正处于中年旺
盛的时期，对于评剧艺术的不
断丰富和发展，有着承前启后
的重要作用。近年来，评剧世
家李筱舫后人李曼女士，荣获
全国首届评剧十大名票。赵
瑞荣、冯以宝、冯继祥、李中
菊、王继皎、王晨霞、冯旭芳、
田学胜、赵文梅、付占运等民
间艺人在全国评剧大赛中先
后获奖。

中国民间评剧艺术之乡的前世今生

天津宁河是

“中国民间评剧艺

术之乡”。每年正

月，村村唱大戏已

成为当地重要的

年俗文化。宁河

区地处北京、天

津、唐山三市的腹

地，早在十八世纪

初就出现了民间

评剧艺人的演出

身影。如今，丰富

的民间评剧社团

与庞大的戏迷队

伍是宁河评剧艺

术传承的力量。

孙贻林

宁河区潘庄镇西塘坨村业余评剧团演出剧照

今年春节期间，宁河区七里海镇大八亩坨业余评剧团演出现场。

今年春节期间，造甲城镇大

王台村业余评剧团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