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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剧爱好者演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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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由华阳街道

老年人协会主办，华阳街道

老年人协会正大街社区分

会、华阳川剧爱好者协会承

办的“川剧围鼓·唱响锦江”

活动在南湖小广场举行。

附近热爱川剧的几十

名居民都赶来观赏川剧，现

场不仅有专业川剧演员，也

有业余爱好者参与了这场

文化活动。华阳街道党工

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徐淑

英出席本次活动并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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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们津津有味听川剧

当天，大家围坐在一起敲锣打鼓，
《人间好》《中江表妹》《长生殿》《二进宫》
等经典曲目令居民们听得津津有味，不
时报以热烈的掌声。据悉，这次活动也
代表“川剧围鼓·唱响锦江”系列活动正
式启动。

54岁的钟明安是这次活动的主要成
员之一，他主要负责打鼓，12岁就开始学
戏的他一直从事川剧艺术工作。他告诉
记者，现在唱川剧的人越来越少，听川剧
的人也不多了，他们想把停歇了近20年
的川剧围鼓在华阳恢复起来。“过去，婚
嫁大事都会请围鼓，而且逢场天大家都
会坐在一起敲敲打打唱川戏。打围鼓本
身不需要都是专业演员，只要大家喜欢
这个，愿意一起交流川剧文化，那就可以
来尝试演绎，唱得好不好都是其次，最重
要的是达到放松身心、展示自我的目
的。”据了解，在华阳街道正大街社区的
支持下，现在已有不少居民主动加入到
川剧爱好者协会。

川剧在华阳有群众基础，大部分爱
好者是中老年人。64岁的徐仁全就是川
剧围鼓坐唱的忠实粉丝，他认为川剧仍
然有生命力。他自小就喜欢跟着家人去
听戏，把川剧当成自己一个很重要的兴
趣爱好，现在退休了更是经常去看戏，并
与演员聊戏，用他的话来说，只要有看川
剧的机会，他都会去捧场，川剧围鼓他更
是喜欢。他认为组织大家在华阳的社区
大力传唱川剧是一件很好的事，有助于
川剧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现在愿意从事川剧工作的，都是非常热
爱这门艺术的人。45岁的韦升普是川剧
爱好者，同时也是天府新区川剧团的一名
行政人员，偶尔会参与川剧的演出。他认
为：“现在文化越来越多元化，人们有了很
多娱乐方式的选择，看川剧的人自然就少
了，但传统的东西不能忘，我们要做的就
是唤起大家保护川剧的意识。”

资深演员每月演出三场

77岁的赵德全唱川剧已有63年，他
主要是表演花脸角色，这位资深川剧
演员见证了川剧的发展变化。他向记
者介绍川剧时，说到高兴处就会哈哈
大笑起来，笑声抑扬顿挫，一听就是专
业学戏曲的。

“我记得在1982年的时候，川剧火得
很，我每天要唱三场戏。我们去乐山的
牛华溪镇演出，一天三场，每场1000多名
观众，场场爆满，一票难求。那时候，上
到老人小到孩童都喜欢川剧，有的小朋
友一听到附近有敲锣打鼓的声音，就非
要拉着父母来看不可，看不到川剧就一
直哭闹。那时外国的卡拉OK还没有进
来，很少有人跳舞，大家业余时间就看看
川剧与电影。那段时间也培养了一批年
轻的川剧演员，后来受到大环境的影响，
他们成立了火把剧团，这些演员现在已
经50岁左右了。现在要传承川剧就有一
个断代的问题，这批50岁左右的川剧演
员之后由哪些人来传承川剧呢？”

现在，赵德全每月会安排三场川剧

演出，这个频次较1982年少了许多，但他
每一次都很认真地带妆上台。“现在的观
众里年轻人比较少，不过遇到好的戏剧
表演，观众们还是非常喜欢的，我们现在
每月的川剧表演，都会让观众们自己先
上台尝试，观众演唱结束了，才由我们正
式演出。这样有了互动，川剧爱好者们
就很喜欢参与其中。虽然现在川剧没有
过去那样火爆了，但它仍然具有很强的
文化魅力，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还能提高
人们的文化修养。最重要的是，川剧把
很多优秀的传统美德融入到艺术中，对
人们能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我看
着川剧从过去的繁荣到现在的衰落，心
里感到非常难过，希望相关部门能更加
重视并支持川剧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光
大。”赵德全说。

川剧助力人文社区建设

据了解，川剧想要在市民群众中普
及开来，社区是一个重要的阵地，对此，
正大街社区想要通过最具群众性、广泛
性、代表性、耳熟能详的特色资源——

川剧围鼓坐唱，推动“五个老有”目标惠
及老年群众。接下来，该活动将会每月
开展一次，带动广大居民特别是老年人
主动加入这个川剧爱好者协会的文化
交流平台，常态化、规律性地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浓厚氛围，丰富社区传统文
化，逐步提高社区居民整体文化素质，
增强整个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同时，社区还要引导社区川剧爱好者走
进学校等单位，把川剧文化传播给更多
的年轻人，让他们了解四川本土文化的
精髓，指导华阳川剧爱好者协会逐渐实
现“造血”功能。

“华阳的居民，喜欢川剧的都可以加
入华阳川剧爱好者协会，共同交流川剧
文化，感受川剧带来的快乐。其实，丰富
居民的文化生活，就是让他们过得更加
充实起来，用文化凝聚人心，用这些有意
义的活动带给居民更多的实惠，他们才
能更容易理解支持社区的各项工作。城
乡社区发展治理离不开人文社区建设，
川剧文化品牌的推广是为了让华阳更多
的川剧爱好者有归属感，这也是我们作
为社区工作者应该承担的传承文化的责
任。”正大街社区负责人说道。

华西社区报记者 刘福燕
社区供图

围坐一起敲锣打鼓
川剧艺术魅力勃发

华阳街道正大街社区启动“川剧围鼓·唱响锦江”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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