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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海涵

当青年注意力日渐被各种新兴事物
吸引时，安庆师范大学这群大学生转身
走向皖南乡野，追寻那些几乎被遗忘的
古戏台，关注这一“冷门话题”。

古戏台作为传统建筑的瑰宝，诉说
着乡村文脉和集体记忆，其保护与活化

是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课题。深入基层
开展调查研究，是新时代大学生的必修
课，尽管团队成员并非建筑、非遗或文
旅相关专业科班出身，却凭借着对传统
文化的热爱与严谨求实的态度，用 8 万
字笔记、18 幅测绘图、2000 余张影像，
为沉默的戏台建立起鲜活的文化档案。

青年对传统的守护，不是抱残守

缺，而是以独特创造力献出巧思。面
对 村 民 “ 戏 台 不 用 来 堆 东 西 还 能 干
啥”的叹息，这群年轻人不只做记录
者 ， 更 做 “ 小 诸 葛 ”。 他 们 将 飞 檐 、
雕花、纹样等古戏台元素创新转化为
文创设计，让沉睡的建筑符号在现代
生活中焕发新生。

笔者认为，高校应乘势而上，紧贴

国家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战略，在相关
学科融入文化遗产保护、乡土建筑测
绘、数字技术应用等实践内容；“校-
地-企”深度合作，在小微文化遗产保
护利用方面精准施策，搭建资源整合与
经验共享平台，引导学生带着课题深入
田野，为守护乡愁输送兼具情怀与能力
的人才。

青春叩响古戏台之门 以巧思守护传统

□ 张淑慧 姚梦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 磊 王海涵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夏

日时节，站在安徽省怀宁县小市镇小

吏港一处青石阶上的戏台前，安庆师范

大学美术学专业 2021 级的陈玉树望着

藻井上残存的孔雀纹样，想起了这首汉

乐府诗。

她蹲在戏台角落，手持卷尺沿着残

缺的砖雕纹样一寸寸测量，笔记本上标

注着：“戏台坐西朝东，呈‘品’字结

构，长宽高均约 7米……”

眼前这座以“孔雀”为名的戏台，

是安庆师范大学“戏台有戏”调研团走

访调研的对象。调研、数据分析后，还

要会同地方政府提出戏台活化路径。

乡土文化和戏曲历史的碎片，正被

这群年轻人拼凑。他们早已超越单纯的

调研者角色，深度融入了乡村文化振兴

之旅。

答案就在路上，在田野里

随着笔记本上的数据越积越厚，古

戏台的困境也逐渐显现。如何让以孔雀

台为代表的古戏台不再“空徘徊”？一

年多来，这支由 6名跨专业学生组成的

团队，累计行程超 3万公里，走访安庆

市基层 42个自然村，推开了 17座古戏

台的门，为戏台有“戏”探寻答案。

“小时候，戏台一开锣，全村人端

着饭碗就往戏台边跑。”团队指导教师

向虎在皖南宣城市的一个小村庄长大，

他的童年记忆里满是家乡戏台上黄梅戏

的婉转唱腔。2023 年暑期，他走访安

庆市岳西县调研古戏台时，眼前的景象

却让他心头一紧——堆满柴草，藻井彩

绘被蛛网覆盖，这让他联想到童年记忆

里的戏台也在沉默中逐渐消逝，最终沦

为“无戏可唱”的遗存。

“再不抢救，戏台的魂就散了。”向

虎带着学生查找地方县志、网络资源

等，分析古戏台的现实困境以及成因。

然而，文献散佚、地方志记录零碎、网

络资料前后矛盾，团队一度陷入僵局。

向虎清楚，真正的答案不在纸上。

于是自 2024年 2月起，他带领着团

队走上调研之路，走向乡村田野，因地

制宜地探寻古戏台“活化”路径。

古戏台不仅是符号，更
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引擎”

这一抢救行动的背后，是响应乡村

振兴战略的迫切需求。因为团队也发现

许多戏台与文旅结合的成功案例。

例如，安庆市宿松县政府部门打造

的省级“皖美民宿”——磐竹轩别院，

通过临湖而建的古戏台，定期上演黄梅

戏经典剧目。老石磨化身茶台，斑驳农

具成为艺术符号，游客围坐台前“品香

茗、听乡音”，形成“住民宿、赏非

遗、游山水”的沉浸体验。

在宿松县，以磐竹轩别院为核心引

擎的文旅基地已然崛起，这片围绕古戏

台蜕变而成的文化地标，年均吸引游客

超过 10万人次。

民宿与农户合作推出印有戏台剪影

与黄梅戏词的“两茶一渔”特色礼盒，

生动演绎了文化流量如何转化为富民

“真金白银”。

近年来，安徽省级文保单位方氏宗

祠“万年台”，这座沉寂 350 年的古戏

台，因深挖其承载的红色记忆而重焕生

机。安庆市岳西县创新设计“红戏双线”旅

游路线：白天沿“万年台-请水寨暴动纪

念馆-红军步道”追忆烽火岁月；夜晚转

至天悦湾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欣赏非

遗岳西高腔。

万年台也蝶变为多功能乡村文化“会

客厅”，成为老人健身下棋的驿站、青少年

聆听红色家训的课堂。2024 年，“红戏双

线”产品吸引游客突破 12 万人次，周边村

民通过参演情景剧、制作销售“红星木雕”

文创等，有效带动关联产业链发展。

宿松县“戏台+民宿”与岳西县“红

戏交融”等创新举措，让向虎更确信，古戏

台不仅是珍贵的文化符号，更是亟待发掘

的乡村振兴“活引擎”，绝不应任其消逝。

在颠簸山路上追寻古戏
台的解困密码

团队队长、学科教学 （美术） 专业

2024 级研究生李元凤仍清晰记得第一次

前往岳西县司空村古戏台的情景。位置偏

僻，手机导航找不到具体路线，团队在蜿

蜒山路上行驶近两小时，连续急弯与颠簸

导致李元凤严重晕车，下车呕吐后仍坚持

随队前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必须

赶在天黑前完成资料采集。”她说。

真正来到戏台前，石柱上的彩绘纹样

被雨水冲刷得只剩轮廓，潮湿的气息裹着

陈年木料的气味，让成员们望而却步。推

开斑驳的台基大门，李元凤轻触斑驳的墙

皮：“这就是那座曾经辉煌的古戏台？”

“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以前唱黄梅

戏的班子散了 20 多年了，戏台现在用得

不多了。”为团队引路的一位村民说。据

了解，这座古戏台建于清代同治年间，曾

是当地村民文化生活的中心，每逢节庆便

有黄梅戏班在此演出，台下总是挤满了看

戏的村民。

举着测距仪对戏台结构测量校准、握

着速写笔勾勒空间布局、拿着单反相机拍

摄各角度高清照片……团队成员们迅速投

入工作。

设计学类专业 2023 级的董星辰对着

木雕狮子装饰的斜撑不停比对，“以前在

画册上看过类似的纹样，但亲临现场，触

摸到那些凹凸起伏的木刻线条，观察到颜

料层剥落处显露的历代修补痕迹，是不一

样的震撼。”

在安庆市怀宁县永新村丁氏宗祠戏

台，团队中负责影像记录与整理的舞台

美术专业 2023 级研究生岳崇志，被一张

记录着昔日盛况的照片深深触动——照

片上，身着鲜艳戏服的演员正在台上翩

跹起舞。然而此刻，透过他的取景框，只

剩空旷寂寥的戏台，昔日热闹景象已不

复存在。

岳崇志坦言，团队积累的大量影像与

测绘数据，正是为未来可能的“场景重

现”提供依据与设计蓝本。

正是怀着对文化遗产的珍视和探索的

热情，团队展开更为深入的追寻，单日驱

车超 500公里已是家常便饭。他们累计整

理出超 8万字调研笔记，以 18幅精确的测

绘图重构古戏台的立体脉络，用镜头记录

下 2000余张古戏台影像。

在团队笔下、镜头里，那些曾蒙尘

荒废的古戏台正褪去沧桑。他们收集的

数据和拍摄的影像资料，将用于揭示古

戏台历史价值、评估保存现状、诊断病

害根源，并为制定科学保护方案与活化策

略提供支撑。

“每一座古戏台都是活的历史。无论

是破损的木雕还是褪色的彩绘，都为岁月

变迁提供了可视化凭证。”李元凤表示，

未来他们希望通过纪录片、宣传册等形

式，让更多人看见古戏台的文化魅力，让

这些承载着集体记忆的建筑，在新时代重

新响起婉转的戏腔。

仅翻新是不够的，更要重
新生长

经过多方走访，团队发现，古戏台面

临的困境，是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地

方戏曲生态式微、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与资

源投入欠佳等因素叠加的结果。单纯保护

建筑本体远远不够，关键在于如何重建其

与当代生活的文化连接。

今年 4月，团队依据建筑完整度、文

化价值、生态区位等指标，将 17 座戏台

划分为“保护型”“功能再生型”“跨界融

合型”三类，结合 220份问卷，提炼出文

化生产力、复合空间力、生态承载力、社

会凝聚力“四力驱动”活化工作模式，为

每类戏台定制活化策略。“戏台需要的不

是翻新，而是重新‘生长’。”李元凤说。

飞檐翘角“折叠”进首饰盒中、雕花

纹样从梁柱“迁徙”到丝巾上、木雕中的

吉祥图案被“解构”为装饰画元素……团

队将古戏台中的建筑元素转化为文创设计，

让百年前的智慧化作可触碰的现代物件。

“结合我们自身的专业，让戏台尘封

的文化符号‘走’进现代生活日常。”李

元凤介绍，这些由学生自主设计的文创产

品，在 5月已完成概念设计，计划制作成

实体物品用于古戏台文化宣传。

在安庆市宜秀区杨桥镇余墩村，针对

承载着明清宗族礼制与戏曲艺术双重记

忆的唐氏宗祠戏台实体逐渐湮没的现

状，团队量身定制了一套戏台文化可视

化设计方案。该方案通过数字化展示戏

台原貌、文化元素提取、文化传播设计

等，推动非遗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目前

已被政府部门采纳。

近日，团队撰写的 《古戏台还有

“戏”吗？——乡村振兴视域下安庆地区

古戏台的价值重构与活化路径调查研

究》，系统提出“四力驱动”模型与分类

保护策略，获安庆市人大常委会、安庆市

文旅局等单位认可和采纳。

近日，夕阳掠过修复中的岳西县天堂

镇汪氏宗祠戏台飞檐，向虎翻着学生们的

测绘本，看到孔雀台调研页上的那句“孔

雀东南飞”。他说：“戏台是乡村的魂，青

年是托住它的枝。”不远处，团队成员正

与宗祠负责人汪正文交流修复措施，宗祠

外，柏油路蜿蜒串联起周边的青山与白墙

黛瓦的村落。

在汪正文老人眼中，百年的戏台，

终于等来了“续戏”的人。

（范龙超对本文亦有贡献）

古戏台还有“戏”吗
一群大学生走入乡野探寻文化振兴

实习生 尹 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安 俐 杨 月

近日，在沙特阿拉伯

首都利雅得，一场名为“彩

云之南·遗世瑰宝”的云南

文化交流展览引人驻足。

在琳琅满目的展品中，几

件镶嵌着精致银纹的器物

格外吸睛——这正是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乌铜

走银”的作品。创作者的名

字清晰可见：王光良。

这位创作者出生于昆

明东川一个普通的家庭，

因先天性残疾双腿行动不

便。这位昔日昆明某景区

的特型演员，如今已经是

“乌铜走银”传承人，他精

湛的手艺跨越山海，让这

项古老而独特的中华技艺

在异国绽放光彩。

乌铜走银，以铜为胎

熔银入纹，时光沉淀出黑

白分明的古朴典雅，源自

清雍正年间铜匠岳富的偶

然灵感。掌握乌铜走银技

艺绝非易事，制胎、錾刻、

走银（或走金）、成型……

每一步都要求匠人具备极

高的专注力、耐心和手上

功夫。因此，这项技艺传承

不易，对学习者的毅力、悟

性和动手能力皆是巨大考

验。一次偶然的机会，王光

良与“乌铜走银”结缘。

2011 年，王光良站在

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在昆明某景区扮演

特型人物的经历，让他对自己的谋生技

能产生了质疑。“我觉得干这份工作并不

是长久之计。”王光良回忆。

这时，昆明市残联向他伸出援手，提供

3份工作让他选择。其中一份，是学习刚被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乌铜

走银制作技艺。然而，这份学徒工作初期

没有收入，学习过程艰苦漫长，竞争激烈

且实行淘汰制。面对现实的生存压力与对

尊严的强烈渴望，王光良作出了一个出人

意料的决定：“就学这个了！哪怕前路再

难。”他想抓住这个机会，靠一门真正的手

艺改变命运。

进入乌铜走银的传习馆，王光良才真

正体会到学艺的艰难。传习馆实行严格的

淘汰制，与他一同学习的，不乏经验丰富的

老手。而他，既无美术基础，又无金属加工

经验，起点落后一大截。

最难的活是锻打——要用小锤子在乌

铜片上精准地敲出流畅均匀的凹槽线，为

后面镶嵌银丝做准备。“打得准、打得齐”，

这看似简单的要求，对王光良来说却像一

座大山。刚开始，他敲的线条歪歪扭扭，而

其他学员的作品已经像模像样了。师傅的

沉默和同伴的进步，都让他倍感压力。

但王光良没有放弃。传习馆熄灯后，他

在月光下继续练；天刚亮，他就第一个拿起

工具。锤子无数次砸偏，砸在手指上，血泡

起了又破，最后变成了厚厚的老茧。汗水滴

在铜片上，瞬间就干了。那半年，他靠着仅

有的 6900元积蓄硬撑，钱花光时，还向朋友

借了 1300元，就为了能坚持到转正考核。

最终，他的努力没有白费，线条从歪扭

变得流畅规整，他成了那批学徒中唯一通

过考核转正的人——这不仅是对他手艺的

认可，更是他用坚持换回的尊严。

多年刻苦钻研，王光良依靠手艺站稳

了脚跟。凭借对錾刻工艺的深入研究，王光

良创新性地提出了一项錾刻装置的改进技

术。这项技术不仅使图案錾刻更加便捷灵

活，还显著提升了錾刻的精细度和效率。

2018 年，王光良获评“昆明市金牌工

人”，并于 2019年入选第五批区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采访中，他高兴

地告诉记者：“就在前不久，我又评上了市

级传承人！”他指着窗外说：“看，那是我靠这

门手艺挣钱买的新房！”乌铜走银带给他的，

不仅是生活的改善，更让他找回了自信。

王光良所在的传习馆，现在成了很多

残疾朋友的希望之地。他深知一门手艺对

特殊人群有多重要。在他的悉心指导和榜

样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残疾人来到这里学

习。他们中，已经有不少人像当年的王光良

一样，从零开始，克服困难，最终也评上了不

同级别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生活得到了

实实在在的改善。“他们和我一样，在这里

获得增收，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本事，也找

到了被人尊重的感觉。”看着工作室里那

些和他一样专注的身影，王光良露出了温

暖而坚定的笑容。

记者手记

团队调研古戏台。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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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良在传习馆教徒弟。 本人供图

□ 沈杰群

早先时候看脱口秀节目，都会期待
一些很有梗很好玩的段子，期待被这些
笑点“解压”。这两年，我发现脱口秀
竟然慢慢“长”进了生活里，甚至在某
些时刻，我们能感觉到被那些脱口秀演
员小小温柔“托举”了。

什么时候感觉到脱口秀闯进生
活呢？

首先，这两年会主动创造和脱口秀
更多机会的“相逢”，比如我和朋友们
越来越习惯买票走进线下开放麦看演
出，也有认识的人很酷地开始尝试去讲
脱口秀；在路上偶遇在短视频刷到过的
脱口秀演员，很开心地冲上去打招呼说

“我很喜欢你的表演和段子”，对方投来

无比惊喜的目光。
而更进一步的影响和意义则是：因

为脱口秀，我们关注更多生存的样貌，

并且也以“脱口秀思维”看待生活，审
视那些明显的困局或“隐性”的不公
平，从而建构解决问题的心态和方式。

最近，《脱口秀和Ta的朋友们》《喜剧
之王单口季》等喜剧类综艺节目迎来第二
季。去年，这些节目开播就掀起热潮，诞
生大量“出圈”选手和“名场面”。一年
过去，不仅又有一波“宝藏演员”亮
相，与此同时，他们的脱口秀段子激荡
起更广泛的群体讨论。有些脱口秀演员
的段子，竟能让我笑着笑着忽然大哭出
来，“按头安利”周围人一定要看。这些
脱口秀演员带着与众不同的生活经验和
视角登场，用段子讲述平凡中的不凡，
为脱口秀注入更多真实、有力、源自生
活的表达。

好笑，是脱口秀的技术关，而好的脱
口秀，则蕴藏着更汹涌、强大的能量。

《脱口秀和Ta的朋友们》第二季中，
一些脱口秀演员用好笑的段子，举重若轻
地道出了这个社会中无所不在的偏见、障
碍、困境等。

《脱口秀和Ta的朋友们》《喜剧之王
单口季》 第二季节目中，女性演员数量
显著增加，她们以更丰富更深刻的女性

视角，用更幽默的表达展现出蓬勃的“她
力量”。

调侃家乡阿克苏“苹果比人多”的
脱口秀演员小帕，讲述原生家庭带来的
创伤与成长困境，幽默又真诚，引发全
场共鸣。

“我问：‘六妈，你为什么会跟我爸结
婚？因为我爸脾气臭、爱喝酒、不干家
务、家暴……’她把我打断了，说‘孩
子，我知道你爸有很多问题，但未来他肯
定会更成熟的吧’——那年我爸52岁。”
小帕说，感觉这个爸爸是猕猴桃，不管何
时看都是“生的”，再一看，“烂了”。

爸爸一次次踏入婚姻，但都经营不好
关系。家里人给予他足够的包容。但是小
帕却被苛刻审视和要求。“跟我爸相反的
是我，我不光是早熟，我是被催熟的，家
人从小就跟我说，你不小了，你得懂事。”

节目中，罗永浩感叹：“小帕这种举
重若轻的表达方式，让我觉得她是我历年
来看过最酷的一位演员。”

越来越多优秀女演员在脱口秀节目中
大放异彩，她们在精准生动描述现在的生
活，也在自信敞亮地描绘关于未来的梦
想。 原来不是女性不会幽默，是以前没

人听——听属于她们自己的、会发光的生
活观察。当她们的表达欲得到真正舒展，
大家会发现她们有多幽默。那些细腻的观
察、精准的共情、自带柔光的调侃，才构
成最戳人的笑点，每个梗都长在真实的土
壤里。

《喜剧之王单口季》第二季中，50岁
新人脱口秀演员“房主任”的表演刷屏。

“房主任”来自山东农村，她之所以
会走上脱口秀之路，是因为之前看演出时
和演员的互动火了，被发掘。

如今回看那段堪称“命运齿轮转
动”的视频，就会发现这位房主任颇有
幽默感，也很有语言天赋。当脱口秀演
员举着话筒问，“姐姐你是做什么工作
的？”“我是我们村的信息中心主任。”

“都是什么信息？”“就是谁家的闺女搁城
里两年没回来，谁家欠钱不还了……信
息传播靠嘴。”

脱口秀给房主任、小帕们“托底”，
而这些出色的脱口秀演员，则给了我们所
有普通人生活“托举”一下的珍贵时刻。
希望终有一天，每个不开心的境遇都能彻
底“翻篇”，我们笑着把烦恼和痛苦说出
来，我们渡过了，未来越来越幸福。

好笑段子里藏着“会发光的生活观察”

《脱口秀和 Ta的朋友们》第二季中，小帕在

表演脱口秀。 节目组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