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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指功

77岁的谢学芳每天都会给孩子上课，言传身教

12岁的双胞胎姐妹任可欣和任可茹

嗨子戏在漫长的实践过程中，艺人

们吸取了灶书、淮调、端公戏、花鼓灯等

地方戏曲艺术精粹，丰富嗨子戏唱腔和

剧目，使嗨子戏日趋成熟、完善。1958

年，阜南县成立嗨子戏剧团，对传统嗨

子戏进行定腔、定调，加上管弦乐伴奏，

使嗨子戏唱腔、曲调规范化，表演程式

化，嗨子戏从此由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

广场艺术走上大舞台。

四十年前，谢学芳成为嗨子戏剧团

的主力，省内省外都演出过。“那时，我

们自己拉着板车、戏箱到处演出，每年

都是如此。”谢学芳对于以往的记忆很

是怀念，看得出那段记忆是她最宝贵的

东西。那段日子虽然很苦，但对谢学芳

来说，却是最快乐的。

上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挖掘

整理剧目 130 多出，创作剧目 30 余个。

70年代初，传统剧目《打桃花》参加省工

农青年业余文艺汇演获铜奖。 1977年，

嗨子戏《万分之一秒》演出时，被时任中

共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同志誉为“天下独

一戏”。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因为受到

一县一团的政策影响，嗨子戏剧团被砍

掉，从此，嗨子剧失去了勃勃生机，民间

班社活动也迅速萎缩，并且后继乏人，嗨

子戏开始走向衰落。嗨子戏剧团的解散，

曾一度让谢学芳感到伤心与失望。“我们

这代人，早已离不开嗨子戏，可以说，我把

我的一生全部付出给了嗨子戏。”谢学芳

对于嗨子戏剧团的回忆总是充满了不舍

与留恋。嗨子戏就是她的精神寄托，虽然

嗨子戏剧团已解散，但她依然还在默默地

关心着嗨子戏的一切。

2006年，嗨子戏被安徽省人民政府

批准为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项目，2011年，又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09 年又

重新恢复了阜南县嗨剧团，嗨子戏又开

始焕发光芒，重新出现在老百姓视野。

为培养嗨子戏新人，使嗨子戏得到更好

地传承和发展，2013年2月经县委、县政

府研究决定开办嗨子戏艺术学校，70多

岁的谢学芳，又走上讲台，为嗨子戏的传

承奉献着自己的一份责任。

“嗨子戏传承，不仅需要保护老一

辈的表演艺术家，关键在于发现和培

养年轻的代表性传承人，一代接一代，

才能持续传承下去。”阜南县文化馆馆

长李建军说，多年的坚守和努力，嗨子

戏 传 承 班 取 得 了 一 些 不 错 的 成 绩 。

2015 年 6 月，由学校编排移植的嗨子

戏《痛说革命家史》参加 2015 全国职业

技能大赛地方戏艺演，实现了嗨子戏几

代人进京演出的多年梦想。2016 年 11

月，由文化馆编排移植的嗨子戏《按规

定办》，获得第十三届华东六省一市戏

剧小品大赛金奖。

“2016 年 7 月，在第一批 50 名学员

中有6名优秀学员顺利考入安徽艺术职

业学院继续深造，还有一些毕业生根据

双向选择，输送到县演艺中心，从事专

业道路。”李建军表示,从 2013 年至今，

阜南县嗨子戏传承班已经走过了6个年

头，一批有潜质的学员被选拔出来，为

嗨子戏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传承和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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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老带新
“天下独一戏”
再“嗨”起来

在安徽阜南县“嗨子戏”传承班，77岁的非遗传人谢学芳

在为学员们传艺，心系嗨子戏的传承和发展。嗨子戏是阜南

县独特的地方戏曲剧种，属安徽省级地方稀有剧种，因多以

“嗨”字起腔或换气而名，清朝中期已有班社。

午餐二荤一素，比较丰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