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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淮剧世界穿梭淮剧世界
本报小记者 邵智杰

国 庆
假期里，我

冒着蒙蒙细雨，来到我们本地有名
的淮剧博物馆，领略家乡戏剧的魅
力，感受家乡文化的韵味。

这一处明清风格的建筑群位于
聚龙湖的东北角，依湖而建，错落有
致，散发出静谧古老的气息。我和
同学们缓缓踏进那座古色古香的
四合院。我聆听着老师的讲解，恍
如隔世，耳边隐隐传来婉转的戏曲
腔调，这声音仿佛穿越时空而来，
将我带进淮剧二百多年的悠悠岁
月中。进入一间馆藏室，我看见墙
上有各种脸谱，各种颜色代表剧中
不同的寓意，一个个脸谱的背后应
该都是一段段传奇人生吧。跟着
老师的步伐，我们来到道具戏服
展示厅，老师说男子衣服在戏剧中

被称为男帔。袍长到脚面，都是用
缎子做的，上面还有各种各样的图
案，如有花卉，用彩绣团花的纹样图
案组成。我们每人都尝试穿上男
帔，像极了戏剧中的人物，个个举止
变得彬彬有礼，仿佛男帔让我们化
身为传奇故事的主角，顿时多了几
分清高的意味。也有女帔，女生们
穿着女帔比较短，刚刚过膝，下边还
衬着裙子，果然像从画里走出来的
女子，飘飘欲仙。我们穿着戏服继
续跟着老师的步伐，来到了庭院里
的戏台上，学着老师的兰花指等戏
剧动作，在台上演绎了一场淮剧，经
历了一段传奇。这一天，我深刻感
受着中华戏剧的无穷魅力，也在心
中悄悄埋下了淮剧艺术的种子。

市盐渎实验学校六（1）班
指导老师：王海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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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淮剧魅力感受淮剧魅力
本报小记者 宗思宇

我非常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化，
比如书法艺术、古筝演奏。当初学
习这两门艺术是因为我爸爸的缘
故，他经常督促我勤加练习，久而
久之中国博大的古典文化就深深
地烙印在我的心中。

从小练习古筝的我，对于戏剧
唱腔以及戏剧文化情有独钟。因
此，我报名参加了学校国庆假期组
织的“探寻非遗，感受淮剧文化魅
力”主题活动。

当天我们来到位于聚龙湖边
的淮剧博物馆，这栋外面不太起眼
的中式建筑，里面却别有洞天。走
进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副
巨大的楹联，上面用鎏金隶书所书

“顷刻间千秋事业，方寸地万里江
山”，这副对联正好描写了戏台的
魅力。博物馆的讲解员给我们讲
述了淮剧的起源以及历史变迁。
作为一名盐阜人，家乡有着这个至
今 200 多年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确让人自豪。

在参观淮剧博物馆后，还有专
业的淮剧老师给我们上了一堂生
动的戏剧体验课。我迫不及待地
穿上了一套蓝色的淮剧戏服，长长
的水袖是那么的飘逸灵动，我轻轻
一甩，仿佛自己就是那个舞台上的
仙女。老师还现场教我们如何拈
兰花指，短短两三分钟大家都学会
了。在一片欢乐和谐的师生互动
中，我还了解了淮剧中所穿的鞋
子，以前读书男子所穿的为“香
鞋”，女子所穿的鞋子唤作“彩
鞋”……

当时间定格在那日的10点半，
我们这次“探寻非遗，感受淮剧文
化魅力”的活动就告一段落了，虽
然有些不舍，但更多的是一种欣
慰，欣慰的是我也能作为一名传承
与弘扬中国优秀文化的代表了。
在以后的生活与学习中，处处以此
来激励自己。

市盐渎实验学校六（1）班
指导老师：王海帆

淮剧博物馆之旅淮剧博物馆之旅
本报小记者 施宣妤

10月1日是国庆节，也是我小
小旅程的开始。很开心在这举国
同庆的日子里参观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淮剧博物馆。映入眼帘
的是一座古色古香的雅致楼阁，
我们跟随讲解老师步入楼阁，一
幅幅栩栩如生的壁画，一件件精
美华丽的道具以及色彩鲜艳的戏
服、珠翠满头的冠帽让我目不暇
接。在老师的讲解下我知道了

“淮剧的角色行当有生、旦、净、丑，
各行又有分支。如生行分老生、小
生、红生、武生，旦行分青衣、花衫、
老旦等。每个角色不一样，戏服也
不一样……”我们静静听着老师的
讲解，同时明白了中国文化的博大
精深，古人无穷的智慧及其生活的
丰富雅趣。

时间悄悄而去，行至戏台，老
师亲切地告诉我们可以体验一下
每日早晚练功的生活，我们心之向
往地换上了戏服。淮剧表演可谓

是能时能古，能文能武，每
一出戏都有不同的绝技。
当天，我们观学的是手势和

台步。戏曲手势、台步、身段也是
各有不同，我学了兰花指和简易台
步。老师将兰花指要领细细说来，
我们跟着一步步学，老师的手势很
美、很灵活，我们手势做起来非常
僵硬，而且手指弯曲部位不是过弯
就是弯不下去，老师不厌其烦手把
手教我们，我们尝试好几遍以后终
于能做起来，虽然不如老师的柔
美，但心里乐开了花。接着老师开
始教我们走台步，台步有男、女、
快、慢、老、少之分，扮相不同走的
台步不同，我们所学的是风摆柳式
的小碎步，这个学起来相对兰花指
要简易一些，掌握好节奏，稳定身
形，再加上身段及简单甩袖配合，
身形不似老师标准，但也形似。老
话常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
功。几十年如一日的辛苦练习，坚
持不懈才能演绎一部部精彩的戏
剧，真心地敬佩为我们祖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弘扬传承的每一位戏曲
老师。

市盐渎实验学校三（18）班
指导老师：倪新晨

参观淮剧博物馆参观淮剧博物馆
本报小记者 王新辰

你知道淮剧吗？你知道淮剧起
源于我们江苏盐城吗？我也是今天
才知道的。因为学校组织了一场“戏
曲文化共传承，我是淮剧小演员”的
角色体验活动。

一进博物馆，讲解员阿姨先带领
我们了解淮剧的起源和历史。淮剧
迄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我
们江淮人民的“家乡戏”。过去，人们
用竹板、碗筷敲击来代替乐器，在家
里也能唱上一两曲，慢慢地发展壮
大，由三五人扩大到十几人，淮剧艺
人初到上海的时候没有舞台，他们就
用“拉帏子”等形式来演出，听到这
里，我不禁对这些艺人肃然起敬。

参观完四个展厅，到了角色体验
的环节，大家一看到架子上有一排漂
亮的戏服，便争先恐后地想要试穿，
老师示意我们不要着急，先听他们讲
一讲行头。老师讲得很详细，大家也
听得津津有味，原来男生叫“小生”，

女生叫“花旦”，花旦穿绣花鞋，小生
的鞋叫“履”，它有着厚厚的白底等等
一系列介绍。老师告诉我们在淮剧
里小生走路时水袖要捞起，大拇指向
上翘，食指中指捏住水袖，右手背后，
左膀微微弯曲，脚要向上翘，要让人
看到脚底的白色，呈外八字往外走，
走的时候要慢一点。然后老师又教
了我们甩袖，甩袖的时候，左脚后退
一步，同时，两只手摆出拜礼的动作，
然后右脚跟上，两只手从下往上，由
里向外，快要举平的时候，把水袖往
两边用力甩出去，就完成这个动作
了。我一遍遍地做着老师教的动作，
感受着淮剧中小生的儒雅。

通过这次活动，我感受到了“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淮剧的魅
力，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如
此的丰富多彩。

市盐渎实验学校三（20）班
指导老师：封景

游淮剧博物馆游淮剧博物馆
本报小记者 戴佳淼

一路上群树环绕的聚龙湖畔，吹
着微风，听着鸟叫，一切都心旷神
怡。东北角上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
在一群绿树的环抱下，青瓦灰墙熠熠
生辉。只见屹立在门前的石头上刻
着“淮剧博物馆”五个大字，又增加几
分气派和宏伟。

淮剧是怎么在盐阜大地孕育和
传承下去的？带着好奇，我踏进了大
门，在深灰色的地砖上，在古朴的案
桌上，映入眼帘的是栩栩如生的小泥
人，各种角色，各种姿态，灵动传
神！

回眸，一张张淮剧大师的照片，
一张张黑白的、边角还有破损的、有

些退了色的老照片，将人带到那红布
搭的“戏台”上，听着那抑扬顿挫的旋
律，观众的叫好声仿佛就在耳边回
荡！这就是人们最惬意的时光！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淮剧
大师们也是这样夏练三伏，冬练三
九。一个身段，一个手势，都要练习好
久，重复上千次。兰花指、兰花掌、登台
走、甩袖！简单的练习，就已经十分辛
苦了。

淮剧博物馆，一个让人念念不忘
的景点，她传承着艺无止境的精神，
激励着后人！

市盐渎实验学校三（22）班
指导老师：张老师

淮剧博物馆观后感淮剧博物馆观后感
本报小记者 吴昕锐

淮剧，我们盐城的家乡戏。如果
你对淮剧了解甚少，那我们就一起去
参观一下淮剧博物馆吧！

踏入淮剧博物馆的大门，沿着小
道，走到一个古色古香的别致小院，
在院子中心矗立着一个用镂花雕刻
的舞台。

沿长廊一路走过去，看到一个个
雕塑都是关于淮剧起源、淮剧表演的
情景。我的脚突然好像被粘住了，那
是因为我被一个小顽童爬到竹竿的
雕像着迷了。我们又来到淮剧演员
曾经使用过的道具展览馆。我仿佛
进入了仙境，一个个道具是那么的精
致、美妙。那硕大无比的青龙偃月刀
寒光闪闪，似有千斤重。不敢想象演
员怎么挥得动！

接着我们又来到淮剧歌谱前面，
看得我情不自禁地也哼了几句淮
剧。淮剧分为很多曲调，戏曲中不同
的唱腔表达着不同的情绪变化。

那一件件袍子是那么的逼真，好
像坐时光机穿越到了古代，让人身临
其境。看到这些陈列的戏服，很想自
己感受一下穿上戏服的样子。

淮剧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从清

朝中期，它就成为人们闲暇的一种生
活方式。我们在电视里经常也看到
很多富有人家请戏团，到府上搭台唱
戏，明朝时的大街小巷到处能听到阵
阵优美的淮剧，仿佛整个时代都被淮
剧浸泡了。

我们沉浸在淮剧的世界流连忘
返。这次游览丰富了我们的知识。
俗话说：“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
淮剧的演绎之路启发了我们，只有刻
苦努力、勤奋学习才会有今天台上十
分钟的成就，而这十分钟的背后这些
淮剧演员又倾注了多少心血！也正
是这十年功，创造出盐城淮剧之乡，
我为盐城感到骄傲和自豪！

市盐渎实验学校三（22）班
指导老师：张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