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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60年代起，宝丰县豫剧团跑遍全县，深入乡村，把精神食粮送到基层群众家
门口。近年来，更是逐步探索出一条自主创作、流动展演的模式，不仅赢得奖杯——原创豫
剧《妙善救父》收获“河南文华演出奖”，更赢得广大群众的认可与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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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县豫剧团始建于1950年，其前身为大众剧团，1955

年更名为宝丰县豫剧团。从创建之初，他们就密切联系群

众，用马拉着架子车，上面堆放着演出道具，上山下乡，走遍

了全县各乡镇，为当地群众带来了一场场精彩的豫剧表演。

上世纪80年代，随着电影、电视等娱乐方式兴起，豫剧

演出受到冲击。当时的豫剧团团长武留兴的一个突出感

受是，来看戏的大都是村里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年轻人已

经不爱看戏了，他们情愿待在家里看看电视。”

在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文化娱乐方式日益多样的

情况下，戏曲观众老化、分流的现象越来越突出。武留兴

意识到，“学一招用一生”已经行不通了，豫剧团要繁荣发

展，必须跟上时代发展、把握群众需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不能再“老戏老演、老演老戏”了。

大家研究后认为，豫剧要有市场，就要排演出群众喜

爱的剧目，要贴近生活，在群众的生产生活中找到创作灵

感。于是，豫剧团职工们扎进农村，听当地人讲述传说故

事，走村串户听他们口口相传，采风创作剧本。从那时起，

宝丰县豫剧团就根据群众的口味儿，结合中央精神，生动地

讲述身边的故事，每年创作出2个以上的新剧目。主题有反

腐倡廉、尊老爱幼、爱国忠义……《碗中情》《五世请缨》《妙善

救父》等一批批优秀节目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这些剧目在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发挥了教育引导作用。

“有一次我们去村上演出豫剧《碗中情》，讲的是教育

子女要尽善尽孝，很多年轻人都来看了。演出结束后，教

育了很多人。村支书后来给我们说，全村的婆媳关系明显

好了很多。”现任宝丰县豫剧团团长郜保国说。

“这场戏演的和村里的事儿一模一样，说到俺心里去

了，看得俺有笑也有泪。”演出中就有观众表示。

听群众口口相传的故事，寻找创作灵感

上世纪60年代，宝丰县豫剧团的“流动舞台”是马拉架

子车。到了今天，“流动舞台”变成了拉着道具、灯光、音响

等设备的大货车。演出的升级，不止体现在交通工具的升

级上，也体现在演出效率上。“我们开展文化惠民工程，一年

下来走了3万多公里，跑遍了全县所有乡村，演出了300多

场。”郜保国说。

不止在宝丰县，现在的豫剧团，每年都要去两省八地市

巡回演出。他们去河南郑州、汝州、周口、漯河，去山西晋

城、长治、高平。“现在条件好了，在外演出，每人配的都有钢

丝床，可以在学校、村部、农户家睡觉。以前我们可都是住

的牛棚、羊棚。冬天的话还要找麦秸、玉米杆铺垫着睡觉。”

有时候豫剧团在外地演出，会应对方要求，搭建18—20米

的大舞台，表演大型戏。

“目前，由县文广旅局指导创作，以抗疫和扶贫为题材

的原创大型现代豫剧《玉兰花开》已编排录制完成，并申报

2020 年度河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创作项目。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根据文化惠民工程，开展送戏下乡、戏

曲进校园等活动。通过文艺表演宣传党的政策、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脱贫攻坚、新时代文明风尚等，把党的文化惠

民政策和温暖关爱送到群众的心坎里。”郜保国说。

时代在发展，演出在升级

为了让演出真正在群众心里落地生根，宝丰县豫剧团

做了许多有益探索。

宝丰县豫剧团评判创作剧目的好坏，并不以专业评委

评判为最终标准。“我们表演，是为了让广大群众看的。群

众们喜欢看，看得懂，就是好戏。”把观众人数与掌声作为

衡量标准。为保证每场戏的品质，剧团制定了演出质量认

定等一系列规定，比如，针对不同人群以鼓掌的次数来衡

量演出质量；针对观众多少衡量演出效果等。“我们进广

场、进校园、下乡村，场场都有上千观众，场场表演都是一

次心灵上的触动。”县豫剧团职工李永杰说。

把群众满意作为艺术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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