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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文化瑰宝
本报小记者 何慕华

这天上午，在学校的组织下，我
和同学们相约来到聚龙湖边的淮剧
博物馆，以“传承中华文化，弘扬民
族艺术”为己任，开启了快乐的淮剧
之旅。

站在博物馆大门口，首先映入
眼帘的就是仿古建筑群，烘托出浓
浓的淮剧文化气息。古典园林式的
院落，粉墙黛瓦，美轮美奂。我们心
里不由得产生一种自豪的情绪：这，
便是淮剧博物馆了！随后，我们便
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始了有序地参
观。通过工作人员的讲解，我知道
了淮剧作为古老的地方戏曲，起源
于盐城淮安一带，语言以建湖方言
为基调；淮剧的伴奏乐器分为管弦
乐和打击乐器，脸谱根据每个角色
的不同进行定妆。令人肃然起敬的
是，淮剧还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真了不起！

来到戏台后院，两位淮剧泰斗
级老师继续为大家讲解淮剧的“生、

旦、净、丑”四大角色，每个角色穿的
戏服也很有讲究，老师还为我们展
示了一些精彩的动作，比如兰花指、
甩袖、掩面等。最让我们感兴趣的
要数试穿戏服了，“我要黄色那件。”

“ 粉 色 的 更 好 看 ，就 是 有 点 大
了”……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好热
闹！淮剧老师还手把手教了我们一
些简单的动作，一遍又一遍地示范、
不厌其烦地纠正，原来这些看似简
单的动作，背后得付出很多努力，真
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来到这里之前的一切疑问，都
在这小小的天地里有了答案。这次
淮剧之旅充实了我的假期生活，也
让我对家乡有了进一步的认知。淮
剧宣传了盐阜文化，展示了新时代
的精神文明。欢迎八方客人来盐城
欣赏文化瑰宝——淮剧，领略它的
独特魅力！

盐渎实验学校三（12）班
指导老师：陈宇

秋日的朝阳，在大地的千呼万
唤中，终于穿破层层雾霭，完全挂在
了天空。终于盼到了清晨，今天可
是个特别的日子，既是国庆节，也是
我和好朋友一起参观淮剧博物馆的
日子！

沿着小道漫步，我们走进了那
古色古香的院子。从门口那醒目的
两个巨大的脸谱来看，我便知道，那
就是著名的淮剧博物馆。

剧场内一幕又一幕的淮剧，像
长长的流水，滋润着我的心田。我
们学习了淮剧的演变过程，原来淮
剧是由盐城建湖方言发展而来的，
是当地特色的戏曲文化。我们还欣
赏了淮剧的舞台、淮剧的戏服、淮剧
的表演，其中令我最惊喜的是我们

穿上戏服体验淮剧角色的感觉。
当长长的粉色水袖戏服穿到我

身上时，我想象着自己是戏剧中的
赵五娘，在古朴典雅的舞台上演绎
着生动感人的故事。这时耳边传来
戏曲老师的声音：“古时候，女生是
不能把手露出来的。”我模仿着老师
的样子翘起兰花指，微微摆出水袖，
真是有趣！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
功。每一次成功演出的背后都是戏
曲演员们无数次的辛苦训练，每一
个精彩的瞬间，都是他们努力的结
果。

今天是难忘又充实的一天。
盐渎实验学校三（6）班
指导老师：王萍

品味淮剧
本报小记者 周思吟

淮剧博物馆之旅
本报小记者 仇梦菲

站在聚龙湖畔望去，一排排
错落有致的高楼大厦间，独有一
座古典园林式的四合院，粉墙黛
瓦前有一个半只蝴蝶和半张淮剧
脸谱组成的彩色雕塑，凌空欲飞，
精妙绝伦——这便是淮剧博物
馆。

妈妈带我来到淮剧博物馆参
观。跟随讲解员阿姨的步伐，我们
首先来到第一展厅：历史沿革厅。
淮剧在这里被浓缩。更引人注目
的是一些穿着戏服的人物塑像看
起来栩栩如生。

沿着长廊往右走，我们来到了
第二展厅。一张张奇妙的脸谱、一
件件绚丽的戏服让人应接不暇。
一个个道具整齐地陈列在玻璃罩
内，那么精美、古老！同学们热烈
地讨论着，恨不得将这些行头装扮

在自己的身上。
我们穿过院中花园一眼望到

的便是馆中央的戏台——第三展
厅：名人名作厅。一进展厅，同学
们就被新版淮剧《太阳花》中的优
美舞姿和靓丽服装给吸引了，一个
个都舍不得走，真想再多看一会
儿。

最后我们在第四展厅：文化现
象厅，跟着盐城市淮剧团的演员老
师学习了有关“旦角”的基本步法、
兰花指、兰花掌和甩水袖。

戏曲是中国文化的瑰宝，这次
淮剧博物馆之旅让我学到了富有
地方特色的戏曲文化，感受到了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激发了我对
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

盐渎实验学校三（8）班
指导老师：夏梦玥

赏淮剧
本报小记者 张宇轩

淮剧，又名江淮戏、淮戏等，
是一种古老的地方戏曲剧种。淮
剧是我们盐城人的家乡戏。

我和同学们一起来到盐城淮
剧博物馆，参加“戏曲文化共传
承，我是淮剧小演员”角色体验活
动。我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参
观淮剧博物馆。

这次，博物馆专门邀请了盐
城市淮剧团的专业老师，来传授
有关戏剧知识和相关动作表演。
通过老师们的讲解，我了解了戏
剧角色的手势和台步。学习兰花
指，拇指搭住中指指根，食指用劲
而有力，形如兰花。走台步要分
角色，“小生”是男性角色，走台步
要用大八字步，左腿绷直，勾脚，
要露出靴底，迈八字步向前一步，
右脚随即跟上一步并向左脚靠
拢，恢复上前的步式。

接下来到我们体验角色的时
候，我们穿上戏服，在淮剧老师们
的指导下，我们体验淮剧中常用

的“手眼身法步”，台下练、台上
演，要想做好标准动作真的不容
易，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
功。

地方戏曲淮剧是中华文化的
瑰宝，这次体验活动让我更加了
解淮剧的基本知识，激发了我热
爱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好情感。让
我们一起走进淮剧，领略“家乡
戏”的独特魅力吧！

盐渎实验学校三（14）班
指导老师：陈研秋

我为淮剧着迷
本报小记者 黄思雅

今天，学校组织了体验淮剧的
活动。我和妈妈一起来到了淮剧
博物馆。

一到淮剧博物馆，我就看见曹
老师和几位盐渎娃在一起等其他
人。过了一会儿，人齐了，我们走
进清风馆开始参观。在解说员的
介绍下，我们知道了淮剧的由来。
淮剧是一种古老的地方戏曲剧种，
发源于里下河一带。通过介绍，我
还知道淮剧的最高奖是梅花奖，还
认识了一些脸谱：生、旦、净、丑四
个角色……

接 下 来 是 我 们 最 激 动 的 时
刻，体验淮剧。我们来到后台，大
家像潮水一般向衣架那儿冲去，
可被讲解员拦住了：“还没介绍

呢，大家快去听讲解吧！”我们连
忙围到舞台边，听老师讲解。指
导老师介绍道：“女生穿的鞋子叫
作‘彩鞋’，男生穿的鞋叫作‘香
鞋’，粉色的袍子是未结婚的女子
穿的，黄色的袍子是结过婚的人
穿的，深色的袍子是年龄比较大
的人穿的。”接下来，我们跟着老
师学习一些淮剧的基本动作和步
伐：兰花指、叠袖、小碎步……

当我穿上鲜艳的绿色戏服，
手翘兰花指，迈着小碎步，感觉
自己穿越与淮剧大师们来了一
次亲密接触。我为淮剧深深地
着迷！

盐渎实验学校三（1）班
指导老师：曹艾玲

我的穿越之旅
本报小记者 朱爱雯

在曹老师和戏剧工作人员的
带领下，站在聚龙湖畔望去，我来
到明清风格的古色古香的庭院，粉
墙黛瓦前有半只蝴蝶，半张淮剧脸
谱组成的彩色雕塑，凌空欲飞，美
轮美奂，深深吸引我，那就是淮剧
博物馆。

进入博物馆，按下穿越键，让
时间带我们去了解“看大戏”。第
一个展厅：历史沿革厅。当我进入
展厅之后，每一样东西都让我惊叹
不已，泥塑的场景让我觉得仿佛就
生活在那个时代，就像刚刚学过的
宋代叶绍翁《夜书所见》里的场景。

淮剧，又名江淮戏、淮戏，是一

种古老的地方戏曲剧种，发源于里
下河一带。淮剧说的是建湖话，唱
的是建湖腔。我很荣幸出生在这
样一个有历史底蕴的县城，充满自
豪感。

听着讲解，了解了演出服装的
种类、区别等知识，并有幸穿上一
套戏服，在老师的现场传授下，模
仿走台。同学们认真聆听、参观，
结束了本次看似简单的户外研学
课，让我们知道了淮剧悠久的历史
和文化，给我们新时代的少年们引
领与启发。

盐渎实验学校三（6）班
指导老师：王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