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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家老屋前的院坝，冷定祥（右）手拿阳
戏面具与戏搭子研究剧目。

农忙时下田耕种，为了生计忙碌不停；闲暇时登台
唱戏，演绎人间百转千回。

在位于武陵山区的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铜
鼓镇清泉村，有一群平均年龄近 70岁的农民唱戏人，他
们以院坝为舞台，以稻田、民居、山林为背景，传唱古老
的酉阳阳戏。

山环水抱的清泉村，海拔约千米。小满前后正是当
地农忙插秧的时节。在一群头发花白的稻农中，阳戏
艺人陈永霞、冷定祥、石茂昌、杨翠红、李兵、许霞章正
躬身水田中熟练地插秧。对于世代生活在这片大山里
的土家族村民来说，农事劳作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生
存技能。

“我听娘亲来指教，精忠报国记在心……”随着一天
的劳作临近尾声，陈永霞洪亮的戏腔在山间回荡开来。

洗净腿上的泥土、擦干额头的汗珠、收好各自的农
具，众人围坐在陈永霞家房前的桂花树下。这里既是种
田人农忙时休憩的乘凉地，也是唱戏人唱念做打的操练
场。每次接到阳戏表演邀请，陈永霞都会将散落在田间
的唱戏人召集到这里，商量剧目、分配角色，化妆、换服、
戴面具，从田间走向舞台，表演英雄豪杰、才子佳人的动
人故事。

酉阳阳戏，又称酉阳土家面具阳戏，是酉阳土生土
长的地方剧种，历史悠久。婚丧嫁娶、金榜题名、庆贺寿
诞、病愈康复、集会庆典……当地土家族人遇上生活中
的大事，都喜欢请来戏班唱阳戏，短则一天、长则三天。
唱戏人也会根据不同的事由选择相对应的剧目，务农求
雨唱《蟒蛇记》、镇宅辟邪唱《三打柳州》、祝寿庆生唱《三
下南唐》、女子成年唱《花木兰从军》……对于当地土家
族人来说，请唱阳戏，既是生活的一种仪式，更是精神上
的一份寄托。

酉阳阳戏的特点是除旦角外的所有角色均用白布
包裹面部，只露出一双眼睛，在额头上斜戴木质面具，面
具下沿与双眼间留出二指宽度，以便表演者观察舞台环
境。演出时，表演者通过肢体语言和念唱对白塑造人
物、演绎剧情。剧情内容多以口头传承为主。过去的几
十年，陈永霞和前辈艺人一直在搜集、整理阳戏剧本。
在他们的努力下，目前已留存剧目200余个。

在铜鼓镇，土家人祖祖辈辈听阳戏、学阳戏、唱阳
戏。千百年来，酉阳阳戏已融入当地土家人的血液。
2021年，酉阳土家面具阳戏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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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霞习惯性地用两指测试
面具下沿与双眼间留出的宽度，以
便观察舞台环境。

在陈家老屋前的桂花树下，陈永霞（右一）
和戏班子成员围坐在摆满阳戏面具的桌旁商
量剧目、分配角色。

在陈家老屋前的桂花树下，身
着阳戏戏服的陈永霞（左）与戏搭
子练习阳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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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晚霞倒映在安徽省黄山市黟县宏村南湖。
5月23日傍晚，阵雨后的安徽省黄山市黟县宏村镇，彩虹、晚霞与徽派

建筑交相辉映，宛若诗画。 杜宇摄

这是酉阳阳戏艺人陈永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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