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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幕拉开，过门响
起，板胡司鼓清亮高昂，
扮上行头的演员站上舞
台，浅吟低唱，独具风
韵，大务村评剧开演了。

每逢正月十五及重
要节日，大务评剧团都
会举办多种形式的活
动。每次演出，上至耄
耋老人，下至几岁孩童，
观众从十里八村赶来，
剧场座无虚席，精彩的
演出不时博得掌声和叫
好。大务村历史悠久，
民风淳朴，文化底蕴丰
厚，村民酷爱文艺，是远
近闻名的文艺特色村。据

《志正永乐》记载，大务评
剧团成立于清朝末年，粗粗
一算，评剧在村里已经唱响百
年。现在，剧团里生、旦、净、丑
行当齐全，演员唱念做打样样在行，
都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角儿”。

大幕缓缓拉开，大务村活动中心内，一场经典评剧《秦香莲》即将开演。67岁的胡瑞兰在剧
团里饰演老旦，“这是出老戏，是大家熟知的评剧大家小白玉霜的代表作之一。演出前一晚，我
整宿睡不着觉，反复揣摩念白，生怕演出的时候出岔子。”胡瑞兰说，剧团的行头还是多年前购
置的，已有些过时，但即便如此，他们对旧戏服还是视若珍宝。

即将开锣，后台与前台都忙得不亦乐乎。“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咱们剧团行当齐全，器乐、
道具虽然老旧但都不缺。”邢振海是大务村评剧团的团长，说起剧团很自豪，今年已经是他当团
长的第8个年头了，他介绍道：“评剧在我们村有着悠久传统，在1946年，村里就有老剧团。后
来断代十多年，我们这辈儿人喜欢评剧的很多，大家自发组成了现在的评剧团，1992年至今，我
们大大小小的演出一直没停。”

2019年，在大务村剧场内邢国钢老人正式收徒，并举行了庄重的拜师仪式。当时，邢振海、
杨凤珍、陆宝红、姜德宽等 24 位徒弟中，年龄最大的 70
岁，最小的 23岁。他们都是来自本村或邻村的评剧爱好
者，共同的爱好把他们汇聚在大务评剧团。现在，评剧团

演员主要由本村和邻村的48位村民组成，最大的已经
快九十岁了。除了这些村里的“角儿”，其实村民们对
于经典的评剧段子都能来上几句，“如果哪出戏临时

缺个角儿，村民们都能顶上救场。”邢振海说。虽都是“半路出
家”，但凭借着一腔热爱，新演员虚心学习，老前辈真心传、帮、

带，成就了大务村评剧团的传承和延续。
“从小就喜欢评剧，没有专业老师的指导，我都是从匣

子里一字一句地学，跟着电视一招一式地模仿，有了手机就
更方便了，平时没有活儿的时候就是大桥底下唱。只要锣

鼓点儿一响，大家的精神头立马特别足。”胡瑞兰专攻老
旦，聊起评剧神采奕奕。

胡瑞兰说，基本上每次演出前两个多小时他们就要
开始装扮。“春节、正月十五这样重要的节日活动上，

一连能唱三四天，听到台下的鼓掌和叫好声，
甭提多高兴了。”如今，日子越来越好，忙活

了大半辈子的胡大姐生活脚步终于
能慢下来，评剧成了她晚年生活
的“快乐源泉”，她希望大务
村的评剧团能走出去，
登上更大的舞台，
让大务评剧薪
火相传。

大务村位于永乐店镇东南端，与天津市武清区交界。《志正永乐》记载，大
务评剧团成立于清朝末年，村里老人说，评剧团的前身是河北梆子团，1925年
改成小车会，1937年又改为评剧团。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村内老一辈
艺人的主持下成立了大务剧团，邢凤会成了第一任团长。

当年，为提高村民们的表演技术，村里特意从武清小王庄村请来了专业人
士高岚田教授评戏。有了专家的指导，村民的戏剧表演技术进步迅速，杨培德、
杨培茹、杨学文、姜永祥、李祥等第一批高老师亲传弟子成为大务剧团的主要演
员，并在多次实地表演中快速成长为剧团的艺术骨干。“开始时我们把这种表演
叫蹦蹦戏，唱腔结合了梆子腔和大口落子的元素，形成独特风格。演出剧目主
要有《老刘公》《少刘公》《大十万金》《砸经堂》等，都成为当时必不可少的娱乐节
目，受到群众喜爱。”对村内评剧团历史颇有研究的村民陆海燕介绍。

评剧位列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广泛流传于我国北方，以善于表现人民
生活为观众喜闻乐见。2006年5月20日，评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首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评剧的前身是传统曲艺“莲花落”。清光绪年间（公元1875年左右），莲花落
盛行于河北唐山民间，以成兆才、月明珠、任善庆等为首的莲花落艺人，吸收、改
编、移植剧本，借鉴皮影、河北梆子、京戏等艺术表演形式，完成了莲花落向戏曲
演变的过程，并给这种创新的剧种起名为“平腔梆子戏”“平戏”。评剧以唱工见
长，吐字清晰，唱词浅显易懂，表演生活气息浓厚，有亲切的民间味道。剧本涵
盖历史传说、古代文学和现实主义题材，《小女婿》《刘巧儿》《花为媒》《杨三姐告
状》《秦香莲》等代表剧目都脍炙人口。

目前，大务评剧团可演出《起解》《打金枝》《乾坤带》《杨八姐游春》《秦香
莲》等 60多个评剧传统剧目。在演出历史戏、古装戏的同时，评剧团队还编
排了《农民泪》等现代戏。

全民参与
人人都能上台唱戏

历史悠久
大务评剧团成立已百年

为 改
善大务评剧

团的演出条件，
保证演出效果，更

好地满足评剧团队排
练和演出需求。永乐店镇

党委、政府为评剧团修建了专
业的演出大厅，进行了现代化影

像设备升级改造，评剧团的演出服和
排练场地也都焕然一新，有力推动了评

剧的保护和传承。
村史馆内还特意建起了评剧团特色展室，

收集大量珍贵戏服和评剧老物件。鲜活的实物和
一幅幅内容详实的图文，记录着评剧在大务村的发展
及评剧艺人的成长。这些珍贵的老物件儿里藏着大
务评剧团的百年“评”韵芳华。

在近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大务评剧团初心不改，
走上了一条不平凡的评剧传承之路，为大务村评剧不
断谱写新的篇章。说百姓身边事，演百姓身边人，剧
团一直努力创作优秀作品。在喜迎党的二十大和抗
击疫情期间，评剧团分别推出《永乐十年大发展》《抗
疫定成功》等多部新创剧目，在今年“星火工程”惠民
演出时一经推出，便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今年 10

月，“唱响百姓幸福生活，共享非遗文化经典”2023年永
乐店镇大务评剧展演也在镇综合文化中心精彩上演。利用

评剧在大务村深厚的群众基础，每逢正月十五及重要节日，大
务评剧团都会举办多种形式的活动，为镇村群众送去精神食粮，逐

渐建立起“大务评剧”的知名度及认可度，扩大社会影响力。
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田永玲在看完村剧团的演出后曾点评：“这个村

级的剧团能坚持到现在，这是多大的喜欢才能坚持到现在。”联合国人居
署中国办公室的国家官员应盛也对大务村评剧团给予了高度赞扬，“看到
如此有活力的老年人，就看到了很好的文化传承。这么多人生生不息地
爱护、呵护、发扬、坚持着这个事业，是非常难得的。”他表示，评剧是中华
民族文化的瑰宝，如何让这瑰宝结合新时代继续传承，展示出评剧的多元
化，是大务评剧团未来的发展方向。

近年来，永乐店镇为全面振兴大务评剧艺术，在剧本创作、演
出活动、设施建设和挖掘评剧艺术史料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逐渐形成“大务评剧”特色文化品牌。“未来，大务评剧团
将更好地弘扬本土特色文化、打造永乐店文化品牌，
把文化种子播种到群众心中。”村党支部书记王
振江说。

创作剧本 升级剧场
永乐店打造“大务

评剧”文化 IP

评剧团为村民演出。

各种行头各种行头
配饰对每个剧配饰对每个剧
团人来说都如团人来说都如
数家珍数家珍。。

村 里 的 乐
器班阵容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