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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张秀芸）12月16日，《简牍学文库》项目
启动暨编纂出版座谈会在兰州举行。

据了解，该项目将对百年简牍学
研究史进行总结，集中展示最新研究
成果，涵盖简牍学经典名著、名家论
集、汉译名著、简牍类编、学术新著等
五大部分，涉及多学科交叉融合，致力
于将《简牍学文库》打造成简牍学集大
成之作，让简牍成为富有魅力和辨识
度的甘肃标识，共同讲好简牍里的中
国故事。

甘肃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和简牍大省，拥有丰富的简牍资源。
自1907年敦煌首次出土简牍以来，百

余年累计出土 6 万多枚汉简，数量众
多、发现早且研究历史长。甘肃简牍
博物馆作为全国汉简藏量最大的专题
类博物馆，在简牍整理研究方面成果
丰硕。去年以来，发表论文50余篇，出
版各类图书14册，承担科研项目8项，
还通过举办“兰山论简”读简班、简牍
讲堂等活动，扩大了简牍学研究队伍，
加强了学术交流。

据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介
绍，该项目将依据典籍文献特征，尽可
能对已刊布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简
牍文献资料进行全面系统地整理，对
涉及的考古学、古文字学、语言学、文
献学等学科，力求做到高质量、高标

准、高水平的简牍文献再整理、再研
究，打造具有传承性的简牍文化百科
全书，进而建立一套科学系统的简牍
学整理标准与范式，推动简牍学研究
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发展。项目将
以甘肃简牍博物馆研究团队为基本力
量，加强与国内外文博机构、科研单位
及高校的交流与合作，培养并储备简
牍学人才，提升简牍学在世界文明中
的国际影响力。

《简牍学文库》精品出版项目由读
者出版集团与甘肃简牍博物馆联合策
划实施，目前，省文物局已将其立项并
拨付首批资助资金，后续也将持续提
供支持，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秦腔大合唱”走红，最过瘾的还是
戏迷。

“这几年会宁好戏不断，西安三意
社、易俗社好几次来演出，而安万的戏，
让人看着听着最过瘾。”今年66岁的李国
斌老人说，今年安万剧团在会宁的演出，
他场场不落，“以前在手机上看，跟现场
看的效果没法比。”周围的人现在每天在
一起就是聊戏，打牌的都少了。

不仅仅是生活在会宁县城的李国斌
老人，每逢安万剧团演出，周边县市的戏
迷都会蜂拥而至。“今年，兰州文理学院戏
曲专业的学生都来我们团实习了。”让安
万感到欣慰的是，如今，看戏的年轻人越
来越多，他的80万粉丝中，有20万左右是
年轻人，“小学生都会在现场哼几句。”

“秦腔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会宁
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目前，会宁县就
有18家秦腔演出单位，还有许多群众自
发组织的秦腔自乐班。据统计，今年全
县各类秦腔演出达1600多场次，来自周
边省市县的现场观看人数达到400万余
人次，其中安万剧团每场演出线上观看
人数平均达到 50 万人次。”会宁县文旅

局局长王清泉介绍，安万剧团“演出互
动+直播带货”，开创了秦腔演艺的新模
式。每次秦腔演出，各类商家也如约而
至。

在安万剧团参演的今年会宁县民俗
文化月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销售当地
农文旅特色产品2800余万元。在12月
开展的会宁县迎新年秦腔惠民演出暨农
文旅产品促销活动中，线上线下共销售
600余万元。“这些演出活动的成功举办，
一方面让秦腔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
到了传承、传播，另一方面也带动各类消
费，极大地助推了会宁文旅产业发展。”

王清泉说，当地也将通过改善演出
排练条件、搭建展演展示平台、引导参与
政府购买服务等措施，全力支持安万剧
团等民营秦腔院团，让秦腔艺术得到更
好的传承和发扬。

“也有人质疑，说我这是在破坏秦腔
艺术，但我认为任何事物发展都需要创
新。”

12月24日，安万剧团将赴西安进行
为期8天的演出。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张鹏翔

在20多年学习演出的过程中，他深
切感受到了秦腔的日渐冷清。

“以前农村过年都会唱戏，戏班子都
是村里人。现在村里会唱戏的人越来越
少了，即使唱，请的全是专业剧团。”

安万发现，以前村里唱的经典秦腔，
现在没几人会唱。他四处寻找剧本，重
新排演。几年下来，他收藏的秦腔剧本
越来越多。一些大型折子戏，他的剧团
限于人员和场地无法排练，于是萌生了
办大剧团的念头。

今年8月，新成立的安万剧团首场演
出在会宁县汉唐街举行。

“一个乐队竟然超过了 30 人，光演
员近百人。”这对于会宁当地的老戏迷来
说是比较新鲜的。“《铡美案》中，包拯的
虎头铡刀都有三个。”

庞大的阵容、绚丽的舞美、精彩的表

演，一下子征服了现场观众，戏迷一传
十、十传百，挤满了汉唐街。为了方便现
场戏迷观看，安万还特意在舞台前装了
两个大屏。沉寂许久的会宁汉唐街热闹
起来了，安万剧团一炮打响。

然而，安万并不知足。
“歌星演唱会为什么那么火？我发

现主要是歌星和歌迷互动得好。”
秦腔能不能也这样？安万有意试一试。
在宁夏红寺堡的演出谢幕时，他在

台上领唱，台下戏迷响应，“效果好得不
是一般！”

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安万选择一
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唱段，要求所有的演
职人员包括乐队和戏迷一起唱。通过现
场直播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参与演唱。

从这场演出开始，“秦腔大合唱”一
场比一场响。

3 戏迷大合唱

4 文旅新场景

火爆的“秦腔演唱会”
潼关以内白旗展，老娘的尸身掩下边，恸地捶胸把天怨，你杀我吴汉为哪般。
台上台下，男女老少，慷慨激烈的唱词从每个人的胸腔吼出，西北人的狂放

和豪迈扑面而来……
最近一段时间，许多人的朋友圈，被一场“秦腔演唱会”刷屏了。

火爆的“秦腔演唱会”，与一个叫安万
的人有关。

许多秦腔戏迷都知道，这个甘肃会宁
人，今年组建了一个百人秦腔剧团，在当
地演出。

演出特别之处，就是每场结束后的
“秦腔大合唱”。演职人员和现场戏迷同
唱秦腔经典选段，现场氛围堪称“炸裂”。

今年12月8日下午，会宁县迎新年秦
腔惠民演出在会宁县汉唐街落幕。安万
剧团在这里连演 8 天，每天都是人声鼎
沸。零下几度的天气，穿着厚棉袄的戏迷
从四面八方赶来，沉浸式感受秦腔的魅
力。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窦凤琴参加
安万剧团的演出后情不自禁地说：“从来
没有感受过这么热烈的气氛。”

演出结束后，戏迷不愿散去，还未卸
妆的安万走上台口，拿起麦克风，再一次
唱起他主演的《兴汉图》中吴汉的唱段。

“想老娘……念贤妻……肝肠裂断……”
苍凉高亢的唱腔，响彻整个汉唐街……

结束会宁的演出，安万和演员连夜拆
台装箱，马不停蹄地赶往与会宁相邻的定
西市安定区。

天降大雪，冰封道路，现场观众不太
多，但安万和演员们在冰天雪地里演了4
天。谢幕的时候，安万不止一次提醒：“姑
舅爸，高高兴兴看戏，安安全全回家，年轻
人把老人搀扶一把……”

今年 8 月以来，安万剧团辗转会宁、
静宁、秦安、清水，赴宁夏红寺堡，甚至远
到浙江乌镇，演出场次达百场。

12 月 14 日，安万剧团又从安定转场
会宁县四房吴镇演出。原本冰雪覆盖的
四五公里山路，被乡亲们清扫干净。当
运载戏装道具和演员的车队从山梁通
过，路边站着不少乡亲，脸冻得通红，不
断挥手。

安万和秦腔的结缘，打小就开始了。
安万出生的会宁县老君乡，在 20 世

纪八九十年代曾出现过几位有名的秦腔
艺人，他们是安万心中最灿烂的“星”。

因脸部血管瘤的缘故，小时候的安万
很自卑，唯有从收音机、录音机中听秦腔
时，才让他忘记所有。“我没有同桌，没有
玩伴，走在路上总是躲着别人。”八九岁的
时候，村里唱戏缺人，他就到台上顶替。
舞台上，脸上涂了油彩的安万用翻跟头和
劈叉赢得了掌声。

“这是谁家的娃，这么厉害？”听到别
人认不出自己，安万高兴极了。

回到家的安万不愿意卸妆，在母亲的
追问下，他说出了上妆后别人不但认不
出，还给他喝彩的经历。从那时起，安万
下定决心：一定要唱戏！

小学毕业后，安万到剧团正式学习唱
戏。辗转陇东多个剧团，花脸、须生、丑
角，乃至打鼓吹唢呐，安万信手拈来。

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台下的观
众越来越少……

“我要让戏迷在手机上看戏！”几年
前，安万注册了自己的短视频账号。在下
乡演出的时候，他把秦腔舞台从线下搬到
了线上。

2022 年，安万在会宁成立了安万剧
院。有了自己的演员团队和乐队，戏迷既
可以到戏院看戏，也可以在直播间欣赏，
团队还可以直播带货，收入用于演员的日
常开销。

更多的人从社交平台认识了安万，他
的粉丝一路飙升到 80 余万，有粉丝送其
外号：“西北秦腔王”。

1 百人秦剧团

2 “西北秦腔王”

《简牍学文库》暨编纂出版项目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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