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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梆文化的守护者

———访沁阳市王召乡前兴福村怀梆剧团团长严富华

嘉 宾：严富华

主持人：赵 岩 王长东

文 字：王长东 李海莉

怀梆作为沁阳市土生土长的地方戏种，始于明，兴

于清，至民国达到成熟，其唱腔慷慨激昂，表演粗犷奔

放，广泛流传于豫西、晋南一带，有“五府怀梆”之美誉，

历

500

年而不衰。 虽时过境迁， 今日怀梆不复往年之

盛，但民间影响力依旧。本期《今日沁阳》特邀我市民间

怀梆剧的传承者、王召乡前兴福怀梆剧团团长严富华，

为大家讲述民间怀梆剧团几十年的风雨沧桑。

今日沁阳：首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剧团的情况。

严富华：

前兴福怀梆剧团的前身是前兴福村的“严

家戏班”，组建于

1947

年，是沁阳地区最早的民间戏班

之一，也是至今还在坚持的为数不多的民间怀梆剧团。

演员基本上是本村严姓村民，但其他姓氏的怀梆艺人

也可以加入。

1951

年开始正式搭台唱戏，几十年来没

有间断过，到现在剧团仍有

40

多人的规模。

今日沁阳：剧团从成立至今经历了几个时期？ 您

能简要介绍一下剧团每个时期的主要活动吗？

严富华：

可以。 剧团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建国到

1958

年。

1949

年当时的村支书

严福堂和严有德、严琴堂、严中奎等几位老会首以“严

家班”为班底开始筹建剧团，主要演员有杜天新、严孝

仙、严守元等。 聘请当时的著名怀梆老艺人赵怀印为

“说戏”老板。 他在剧团教戏十余年，一共排了

50

多部

戏，全部是古装老戏。如杨家戏《杨令公碰碑》、《穆桂英

挂帅》，其他的有《虎丘山》、《青龙山》、《豹头山》、《五凤

岭》等。

1951

年剧团更名为沁阳前兴福民众怀梆剧团，

正式登台唱戏。我当年只有十一二岁，在剧团里面跑龙

套，也跟着组织一些演出活动。

文革“十年”是剧团的第二个主要时期，主要排演

的是现代戏，偶尔也会唱几部古装戏。那个时候我已经

是村支书了，也负责剧团的具体事务。 当时，我冒着风

险，聘请了当时被误打为“右派”下放回乡的木楼公社

张庄大队的杨饶做导演。杨饶毕业于中国戏剧学院，是

戏剧方面的专业人才。他在剧团六年多，为我们排了十

几本现代戏，如《红灯记》、《沙家浜》、《红色娘子军》等。

应该说，杨老师为我们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演员，对整个

剧团素质的提高起了关键作用。我们很感谢他、很怀念

他。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形势开始好转，剧团也逐渐

进入了缓慢发展的第三个时期。 在前两个时期的基础

上，我们一方面继续排演传统剧目，另一方面积极适应

时代条件，推陈出新。为更好的保留传统、培养新人，剧

团已经开始着手整理剧本，千方百计地把优秀剧目保

存下来。

今日沁阳：你们是纯粹的民间剧团，发展到现在肯

定经历了不少困难吧？

严富华：

是的。 前兴福剧团刚刚成立的时候，没有

经费来源，从行头到乐器等都是演员自己捐资购买。而

且经常是父子、夫妇、叔侄同台唱戏，这些情况直到现

在也没有改变。剧团成立后在沁阳、博爱、济源、温县等

地营业演出，但也只是挣一些饭钱和化妆费，基本上没

有什么收入。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形势搞活了，很多剧

团里的演员开始做生意或者外出打工，好的演员也离

开剧团参加工作或调到县剧团，结果往往导致准备好

了一部戏，因为缺了一两个关键角色而不能演。

今日沁阳：既然有这么多困难，那剧团是如何一步

步走过来的？

严富华：

困难总是暂时的，而且也能够克服。 没有

经费，我们演员把自己做生意、盖房子的钱都拿出来，

村里的群众也有捐粮食的。 当时，严秀花、严重喜就和

几位演员拉着平车

把捐到的小麦拉到

集上兑换成钱买戏

装、做幕布。 没有演

员，我们自己慢慢培

养，很多演员虽然大

字不识几个 ， 但唱

功、身法都很好。 有

一次我们到博爱去

唱戏 ， 当时下着大

雪，演员们自己背着

道具和铺盖步行，有

群众看见剧团里演

员老的老，小的小，都纷纷摇头，说：“老‘严家班’这样

也能唱戏？ ”但演员们一登台亮相，从唱功到场面都不

比专业剧团差，立刻台下齐声喝彩。

当然，最主要是演员们的敬业精神，虽然是农民，

一年四节都不闲着，但只要剧团排戏和演出需要，他们

都是义不容辞。 几代人，几十年都是这样，一步一个脚

印，到今天总算有了一定的名气。严秀华、严春雷、严聚

同、严高川、严重喜等都是目前剧团里的优秀人才。

今日沁阳：您在剧团的这几十年，最难忘的事情是

什么？

严富华：

我记得大概是

67

、

68

年春节的时候，因为

“文革”，已经不让唱传统戏了。有一次我从电视上看到

由国家组织演出的传统戏曲节目， 我就想：“既然中央

能唱，我们也能唱。 ”恰好大年二十九晚上有村民问我

今年唱不唱戏，我当即表态一定能唱。但当时什么条件

也没有，别说演员凑不齐，连身戏服也没有一件。 当时

我打听到邻近的龙涧村有两套戏服，就软磨硬泡借了

过来，一套红蟒，一套绿靠。拿回村里，又花了七天时间

仿制了七套蟒袍和绿靠。 同时把演员能组织的都组织

起来，大年三十晚上开始排戏。 就那样老戏、新戏连续

唱了三天。演出时观众有几千人，一台戏一唱就是七八

个小时，这样的盛况即使现在都很难见到了。

今日沁阳：剧团现在的活动是怎样开展的？

严富华：

一方面我们继续整理剧本，目前已经整理

出二十多本，经常唱的还有十几本；另一方面组织排

练，定期安排演出。剧团现在每年在春节、庙会以及“三

月三”期间都会安排古装、新戏大型演出，其他时间不

定期安排小型的折子戏。

今日沁阳：您能坚持这几十年，最大的感受是什

么？

严富华：

我当了

36

年的村支书，但剧团至今没有

放下，这源于我对怀梆戏的热爱。 我自己不会唱戏，但

喜欢听戏，喜欢和演员、戏迷们呆在一起，每逢大型演

出都是几天不回家。 剧团里其他人也一样，倪慧君、严

明生、严聚喜等老演员，几十年如一日地演出、整理剧

本。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那就是宁愿少吃点，少

喝点，再苦再累也要把剧团办下去，而且还要办好。

今日沁阳：下一步，您和剧团有什么打算？

严富华：

怀梆有几百年的历史，兴福剧团也有

60

多年的历史。虽然剧团的第一代、第二代基本上都已经

不在人世或者不能唱戏了，但剧团的根基还在，通过不

断地整理剧本，培养年轻人，剧团还能进一步发展下

去，满足群众们的文化生活需求。 尤其是近几年来，国

家开始重视文化方面的建设，市非保中心已经把前兴

福村确定为怀梆传承基地，并准备在我村成立沁阳市

怀梆研究会前兴福分会，通过研究和教学，培养更多的

怀梆人才，不断扩大怀梆的影响力，为怀梆的传承发展

做出贡献。

场地提供：诚福茶楼（亚星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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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投资攻略

自从去年听从朋友的劝告， 从股市彻底撤出

来之后，一直在为手中的资金寻找出路。因为我一

直奉行“左手辛苦上班，攒种子钱；右手努力投资，

参与钱生钱的游戏”的理念。后来另一个朋友介绍

了银行的纸黄金，我在去年五月份买了一点，下半

年就升值不少。 但随后接触到的世元金行的现货

白银深深吸引了我。区别于股票，白银业务只有一

个交易品种，没有选股问题，而且基本面也比股票

简单。 白银业务还有几个明显的特征，比如，保证

金制度能放大十多倍交易规模，

T+0

制度使得交

易随时买随时卖，两个交易方向，既可以做多，也

可以做空。更主要的是一天

20

多个小时的交易时

间，尤其是晚间交易时段是最活跃的，这尤其适合

于我们这类上班族。 现将我入市一年的投资心得

与总结，与众投资朋友们分享共勉。

攻略一

：永远不要满仓，仓位控制在

30％

，资

金管理的好坏决定交易成败

,

只有做好资金管理

,

才能在保证金制度下的白银市场中立于不败之

地。

攻略二：

做现货白银必

须时时注意保

护自己的本钱

,

“学会生存很重

要”， 下单时就

要同时设好止

损位。白银市场

和股市有不一

样的“游戏规则”

,

股市上惯用的补仓以摊低成本

和亏损以后继续持有等待解套的做法

,

在白银市

场可能会让投资者亏损。 白银交易不是赌博

,

该止

损时必须止损，执行力非常重要

!

它需要对正确指

令不折不扣地执行，就如行军打仗

,

没有纪律的军

队是不可能打胜仗的。

攻略三：

要学会“顺势而为”，要有自己的一整

套交易系统和交易哲学。大多数人当银价上升时，

越贵越不敢买；在价格下跌时，越低越觉得价格便

宜。 因此在实际交易时往往忘了“顺势而为”的格

言，成为逆势而为的错误交易者。

攻略四：

多空运用自如：股票和白

银这两个市场不同之处是

,A

股没有

T+0

的交易制度

,

买入当日出现下跌要

等到第二日才能卖出。 但做白银

,

投资

者可以当日反手做空

,

而且买卖次数不

限。 在白银市场

,

有时做空比做多还要

赚钱

!

投资是我们为了让自己的资产增

值，为了生活得更加舒适所采取的一种理财手段。

市场每天都在发生着不同的变化， 需要我们把握

好自己的心态， 调整自己的策略跟随好市场的变

化。 我的理念是：及时总结经验，复杂不如简单。

劳：（会意）（形声）字

小篆 “劳”： 从力从荧省，

（省荧下火）冖作“屋”解，荧谓

屋下灯烛之光；如火光烛屋时，

人咸尽力之所及以扑灭灌救，

此种奋力以赴的积极动作为

劳，故其义本作“剧”解，（《见说

文许箸》） 乃勤苦任事不已之

意。 “劳”由“力、冖、炏”三部分

组成，从造字结构上，我们也不

难体察到先祖们耐

人寻味的深意，“力”

代表勤做 、 力量 ，

“冖”为房屋，喻表生

活，“炏” 代表温暖，

光明 ， 希望 。 一个

“劳” 字就是一则人

生智慧的总结，语意

深远，充满教化意义，它告诉我

们，通过辛勤劳作，生活就充满

光明，充满希望。

“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

来； 一切苦境， 都可由劳动解

脱”。 诚如先辈李大钊先生所

言，“没有劳动的人生， 是苍白

毫无意义的， 能体现劳动价值

的生活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我们由衷感恩， 始终在有限的

人生中，不遗余力付出劳动，为

人们延续着无尽美好的劳动者

们， 诚祝愿华夏民族勤恳耐劳

的优秀美德， 得以绵延千秋万

世。

三 月

□郑安江

候鸟归来。 所到之处

冰雪消融，大河放歌

那些惹眼的花朵乘风飘飞

灿烂晴蓝如海的天空

绿意泛起，推动

每一块石头投奔春天

在它沉默的内核里，这个季节

从中抱出一轮暖阳

我像我的父辈一样

把心愿埋进田垄

又从泥土深处，抠出

一茎一茎的希冀

栽植进又一茬婆娑起舞的年景

太行潜龙白松岭

□董尚祥

白松岭的泉水是金贵的， 只零零星星这儿

那儿地滴出星星点点，唯其如此，才是龙涎。 龙

涎散布在白松岭圪圪垃垃的壁缝， 有的正在流

淌，潺潺缓缓，清清泠泠；有的已经止息，留下白

色的长长的印痕。然而，夏秋之季，暴雨骤至，满

山满川，飞湍走壑，洒石喷崖，到处是奔涌的流

水，风声、雨声、流水声、松涛声、鸟叫声、猿啼

声，诸种声音汇成一派巨大奇妙的交响乐，在山

谷间回响。而此时，白松岭正沉浸在怒涛般的云

雾里，沐浴在无边的雨海中，投入于水的怀抱，

勾起它海与水的记忆，它搏动着，震颤着，啸吟

着……《游白松岭遇雨》云：

松白连山岭，晴空雨袭来。

风翻千木动，水击百川开。

敲石喷峦岫，飞湍走壑台。

万声拼合奏，交响雾中雷。

这是何等壮观的景象！ 啊，风雨白松岭

!

白松岭的山岚云气四时皆有， 却又变化无

穷。 有时，白云在山腰飘荡，倏忽间又布满山谷，

人称“白龙游谷”；有时，山峰上青烟袅袅，像村中

人家的炊烟， 又像刚刚点燃的蜡烛， 让人想起

“蓝田日暖玉生烟”和“大漠孤烟直”来；有时，山

岚云气因山赋形，幻化出千万种物象，让人想起

“荡摇浮世生万象 ，

相与变灭随东风 ”；

有时，一阵飙风卷来

几朵美丽的云霭，随

着神农坛庙里悠扬

的钟声， 响彻山涧，

因有“千里岚翠围栏

下 ， 一派钟声落西

涧”的美誉。你看，朝

阳初醒， 丹霞映天，

金光万道 ， 紫气东

来；红日西沉 ，暮色

四合，岚霭墨翠，峰峦如黛；而山雨欲来时，云烟、

云雾、云海、云飞、云游、云翻、云滚、黑云压顶，浓

重如墨，倏忽万千，变幻无穷，于是，那狂风、那奔

云，那山呼，那松涛，让人心旌震颤！

白松岭的余脉向东南延伸，这里有条叫“一

线天”的山峡

,

像造化的巨斧一刀劈下，把山崖

劈出一条细缝，像线一样细，像针一样直，两壁

又像立陡上下的两道奇墙，耸耸然而立，站在隙

缝仰望

,

两崖夹峙

,

壁立参天

,

天像一道细线

,

人像

跌落深渊，在夹缝如墙中毛骨悚然。这里是云阳

河谷通向白松岭的关隘， 一线天底向下是几百

米深的山谷，峭拔峻险，飞鸟难过。 往昔过一线

天，须绕道从山顶结绳索上下，攀援崖壁上的铁

环，比登天还难。 如今，整个白松岭新设置了钢

铁护栏， 这里和一些险要处都用钢板焊接了玄

梯。 攀登在一线天几百个台阶上，脚踩云雾风，

如在空中行，长啸一声，山鸣谷应，举头四顾，盆

天井空。一线天是白松岭东南的门户，也是潜龙

的尾隙。站在一线天山顶回望白松岭，与站在神

农坛眺望白松岭一样，但见白松岭一岭九峰，像

一条巨龙，而游人如潮，欢声笑语，巨龙正在跃

跃欲动，它要腾空而起，飞出神农，飞出太行，飞

出怀川，飞出赤县神州！ （续完）

羊

倌

与

狗

官

□

凌

剑

话说，在清朝末年，河南北隅有一

任府官，姓江，名师，字吾独。意思是说

“我是众人的老师， 我与他人不同，很

是独特”。 可百姓们暗地里称他为“僵

尸五毒”。

此官不但贪赃枉法、鱼肉百姓，还

有一个嗜好：养狗、放狗。 这位府官养

狗与众不同， 喜欢在自己的官邸里群

养。所以，那些为了自己的财路、官运、

官司以及生命安危的人， 不光给他暗

中送礼， 往往还投其所好地加送一只

好狗。

久而久之， 此君家里便豢养了一

大群好狗：南洋犬、波斯狗，牧羊犬、花

旗狗，东洋犬、西洋狗，应有尽有。

一天，这位府官闲得无聊，脑子里

冷不丁地闪出一个放狗的念头，便“微

服”成文人，带着一大群犬啊、狗的，前

呼后拥地出了城兜风去了。

府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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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里就是太行山。据说

这里是道家第一圣女———魏华存的道

场。 这位府官想以朝拜为名勒索当地

百姓。所以，便“狗假犬威”地来到了这

里。

可是这时候会不会、节不节的，圣地也是冷冷

清清，很是扫兴。

于是，他就把自己的狗漫山遍野地放逐，自己

悠闲地遛到了另一个被当地人称为太平

坡的山坡上。在坡的不远处他发现了一个

放羊的老头，便走过去，假惺惺地问道：

“老人家，放羊啊？ ”

“是啊，家里穷啊。 喂几只羊养家糊

口呗。 ”放羊老头说。

“您老高寿啊？ ”

“不敢高寿，白活了一个甲子。 先生

你是哪里的？ ”

“呃，你是放羊的，我嘛，”府官指了

指另一个山坡上的一群狗，说：

“放狗的。 ”

其实， 这位放羊的老头早就知道他

是谁，故意装着不认得。所以，便戏谑道：

“照你们文人们说的，我们放羊的叫

羊倌，放牛的叫牛倌。你这放狗的应该叫

你狗倌（官）吧。 ”

这位府官一听，立刻怒发冲冠。可想

了一想，暂时压住怒火，脸上泛出青红皂

白。

他顿了顿，“嘿嘿”地阴笑了两声，不

怀好意地说：

“呃……那是，那是。 ”

说完，就对着他的那群狗打了个响亮的呼哨，

然后带着他的犬朋狗友打道回府了。

几天后，那位老羊倌横尸太平坡

.

。

书

画

苑

破 冰

□陈全兴

沁阳书协成立来近三十年来，未

有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喜闻魏重阳

先生书作两次入国展已具备加入中国

书协会员资格，欣然命笔以贺之：

十年一剑已磨成，难得重阳首破冰。

古县千秋文气厚，沁阳当代百龙腾。

雄心三振斗寒暑，热血一冲啸晚风。

我市今天零突破，千杯美酒贺精英。

壬辰二月

丹河踏青

□

司喜旺

树影蒙蒙春雨霏，

笛悠草醒早莺飞。

山桃初绽含朝露，

欲赠芳心随客归。

俺看怀梆戏 老伞兵 摄

韩静

画

韩毅

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