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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金蛇炫舞歌盛世”的文艺演出，
吸引了近 2000名观众，他们或坐或站，时
而欢笑，时而落泪，神情专注地看完历时
2.5小时的演出后，面带喜悦和满足，依依
不舍地离开了现场。

因这场演出，笔者对大河艺术团的过
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笔者点开“今日头
条”，输入“永善县大河艺术团”，页面呈现
的内容让人惊诧不已。原来他们早就名
声在外，历年来表演的重要节目都能在网
上查到。这更加坚定了笔者想要了解他
们的决心。

大河艺术团建团13年来，有会员100
余人，经常参加活动的有 50 余人。他们
一直陶醉在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的艺术
氛围里。

走近永善县老干部活动中心一楼，路
人经常可以听到他们那婉转悠扬的器乐

合奏、高亢激昂的歌唱、性格鲜明的戏剧
对白。13年来，大河艺术团坚持每年至少
创作排练演出1个专场，先后为永善县委
宣传部、县文旅局、县生态环境分局、县计
生委、县文联等 10余家单位协办了 20余
场文艺演出。此外，大河艺术团还自筹资
金到黄华、桧溪、大兴等地义务演出。特
别是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后，他们在永善
县城及周边社区演出了“迎接十八大”“庆
祝十八大”“宣传十八大”等7个专场。

大河艺术团开展活动有序、创作排练
有章法，成员除爱好文艺的退休职工和社
区居民外，艺术团还吸纳了不少在职的中
青年文艺爱好者。经过多年的互帮互学、
取长补短、刻苦磨炼，很多人从“门外汉”
迅速跃升为拥有一门或多门技艺的业务
骨干。拉琴的，从开始只能拉“格咕格咕”
的噪声变成行弓沉稳、节奏准确、音色优

美的骨干琴手。有的歌手虽然嗓音不错，
但没掌握唱歌技巧，歌声干涩无味。在团
里老师的耐心指导下，再加上自己勤学苦
练，几年下来，他们跃升为团里不可或缺
的主唱歌手。比如永善县人民医院的退
休护士田华，她特别喜欢唱歌，但不得其
法，胆子也很小，一上台就慌神。在团里
兄弟姐妹们的鼓励下，她不惧天寒地冻，
每天早起到野外练声，还前往宜宾拜师学
习。最后，她凭着不懈的努力成长为团里
的主唱歌手，其演唱的视频在今日头条、
西瓜视频、抖音等网络平台广泛传播，好
评如潮。田华随退休的丈夫回到老家四
川省宜宾市后，很快被当地多个群众艺术
团看好，邀请她当主唱，还选她当团长。
大多数时间里，田华奔波穿梭于宜宾市叙
州区的五六个艺术社团之间，成了“退休
族”中的大忙人，但每逢大河艺术团开展
演出，她都会想方设法赶回永善县参演。

退休教师刘庆明，刚加入大河艺术团
时只会拉二胡，没接触过话剧演出。一次
学习雷锋启动仪式文艺演出中，团里给他
安排了“拾荒小哥”的角色。为了理解角
色，他有空就背台词，力求更精准地把握
角色的情感与内心世界。有志者事竟成，
他塑造的“拾荒小哥”质朴而真实，生动且
形象，赢得了观众的广泛赞誉。在大河艺
术团里，像刘庆明这样执着的人，不在少
数，他们热情高涨、活力满满，都希望在小
品表演中释放夕阳光彩。

坚持原创，是大河艺术团的鲜明特
点。为了宣传家乡，促进永善县旅游文化

产业的发展，大河艺术团创作排演了花灯
歌舞《金江明珠溪洛渡》《永善是个好地
方》《道不尽永善好风光》；为纠正不良社
会风气，创作排演了小话剧《假作真时真
亦假》《崔村长导戏》；为配合宣传法治建
设，创作排演了话剧小品《创伤》；为弘扬
雷锋精神，创作排演了小话剧《拾金不
昧》；为宣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排练表
演了小话剧《葡萄架下》，女声表演曲目

《魅力乡村飞彩霞》；为护士节创作并演出
了话剧小品《撒向人间都是爱》等；为配合
宣传反腐倡廉，创作并演出了话剧小品

《恐吓电话》；为配合移民搬迁工作，创作
并演出了《移民干部》，剧本被《云南戏剧》
选用发表；为配合宣传环境保护，创作并
演出了话剧小品《一包垃圾》；为纪念云南
地下党早期领导人刘平楷烈士，组织拍摄
了电视短片《雄魂千古》，在今日头条、西
瓜视频、抖音等网络平台广泛传播，剧本
被《昭通创作》发表。这些原创节目，不是
简单说教，也不是喊口号，而是塑造了一
个个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

大河艺术团的每一场演出，都尽量
做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舞蹈、京剧、
歌剧、花灯、话剧、相声、快板、器乐合奏、
诗歌朗诵等。大河艺术团排练室，是团
员们排解烦恼、陶冶情操的精神家园，更
是他们学习文化、精进技艺的文化艺术
培训乐园。

13年来，大河艺术团的成员们奉行老
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生活理念，
发挥余热，为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作出

了积极贡献。
13年来，大河艺术团的成员们通过一

场场义务演出，找回了青春，找回了自信，
实现了人生价值，绘就了一幅幅绚丽多彩
的夕阳画卷。

熟悉他们 13 年如一日的所作所为，
仿佛一股甘醇的清流穿胸而过，不禁令
人想起刘禹锡的诗：“莫道桑榆晚，为霞
尚满天。”

永善县大河艺术团：

舞动夕阳 弘扬本土文化之美
通讯员 廖 丹 文/图

文艺节目表演。

陈荣昌是晚清著名的文学家、教育
家、书法家，他的书法号称“滇南大手笔”。

陈荣昌与昭通籍西南首富李耀庭不
仅有交游，还有姻亲关系，因此在李耀庭
修建的家庙内留存有四通陈荣昌书写的
碑刻，一通陈荣昌撰文的碑刻。由于李耀
庭家庙年久失修，这些碑刻一直以来被荒
草废瓦掩埋而不为人知，直到2024年，家
庙修缮后才重见世面。

一、陈荣昌的生平及其成就
陈荣昌，云南昆明人，生于 1860 年，

卒于 1935 年，字筱圃，号虚斋、困叟等，
1883年考取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任贵
州提学使、山东提学使等要职。陈荣昌为
人为学为官都堪称榜样，历来受到袁嘉
谷、方树梅、秦光玉等名家称颂。研究陈
荣昌的专家陈友康教授对其生平及成就
作了高度概括和浓缩，他赞誉陈荣昌是晚
清、民国时期知识界众望所归的领袖，士
子奉为楷模，官方尊为元老，民间誉为善
人。他为国家变革图强而竭忠尽智，为救
滇强滇而披肝沥胆。他弹劾贵州巡抚兴
禄，名震中外；力荐梁启超，慧眼识珠；提
携袁嘉谷，伯乐相马；考察日本，风采倾倒
东瀛；著述丰硕，留得光焰照乾坤；书法被
誉为“滇南大手笔”，风靡全省。云南的历
史文化因他而更为厚重，金碧湖山因他而
增色。他的《自策》诗体现了其君子人格、
丈夫气概，正是云南精神的写照：一生大
事在持躬，不在争名夺利中。豪杰心肝藏
热血，圣贤骨干耐奇穷。只求自了真无
用，一受人怜便不雄。撑起脊梁立定脚，
好还正气与苍穹。

二、陈荣昌与昭通籍富商李耀庭的
交集

陈荣昌与李耀庭不仅交游深厚，两

家还结为了姻亲，这是陈荣昌手迹能够
出现在昭通的重要原因。李耀庭，鲁甸
县江底镇仙人洞村人，原名李启荣，后改
名李正荣，字耀庭，生于 1836 年，卒于
1912 年。李耀庭是晚清西南巨贾，商业
经营遍及全国各地，经营范围包括盐业、
水力、石油等。

有别于一般性商人，李耀庭富裕后仁
心仁义，热心慈善，广散钱财赈灾、修桥修
路，仅修建弥勒县和丘北县之间的南盘江
铁索桥就捐资两万八千两。他和子女们
都积极扶持国家工商业，孙中山曾授李耀
庭之子李和阳“高瞻远瞩”匾作为嘉奖。

陈荣昌的父亲陈维恺与李耀庭是旧
交，两人都经历过战争或瘟疫导致几天内
失去多位亲人的悲惨境遇，也有辞官不受
的相同选择。陈荣昌幼年丧父，对父亲的
记忆较少，李耀庭给他讲了许多陈维恺的
为人为事，并对陈荣昌多有照顾。后来，
李耀庭的孙子李立藩深受陈荣昌母亲的
喜爱，便为孙女和李立藩定下了婚约，两
家有了姻亲关系后，来往更为密切。

三、陈荣昌留在李耀庭家庙内的碑刻
笔迹

李耀庭家庙位于昭通古城大局街，由
前殿、正殿、左右碑亭、照壁等构成，为清
朝末期西南富商李耀庭家支祭祀祖先的
场所，于2024年完成修缮工程，现为市级
文物保护单位。李耀庭家庙内的西碑亭
留存由陈荣昌书写，李耀庭之子李湛阳撰
文碑刻三通——《柳树堂记》《仙人洞记》
和《李氏先庙田庄记》；东碑亭留存由陈荣
昌书写，号称“晚清第一词人”的赵熙撰文
碑刻一通——《李氏先庙碑》；正殿西侧稍
间墙上镶嵌有陈荣昌撰文、李耀庭之孙李
立源书写的碑刻一通——《荣禄大夫李公
寿诗并叙》。

《柳树堂记》首先记述了李耀庭祖上
从江苏南京柳树湾迁徙到贵州，后进入昭
通的历史以及全家因战乱躲避到仙人洞
中生活的经历。之后的碑文内容主要记
录了李耀庭命儿子李湛阳到江南寻找祖
先家园无果以及在李耀庭家庙西北角修
建“柳树堂”以怀念故园的经过。

《仙人洞记》记述了李耀庭全家因战
乱流离失所，躲避在仙人洞生活的悲惨经
历。《李氏先庙田庄记》记述了李耀庭的田
产分为祭田、墓田和义田三类，并说明了
每一类田产的用途。

《李氏先庙碑》记述了李耀庭先祖从
江南调任贵州威宁，之后再进入昭通定居
的家族历史。碑文还记录了李耀庭五代
祖辈的家族谱系、祖辈们在各地的任职履
历、李耀庭的成长史和奋斗史以及他建设
家庙、兴学办学等事迹。

《荣禄大夫李公寿诗并叙》是 1906年
陈荣昌为李耀庭七十寿辰撰写的六首新
乐府诗体式祝寿文，1919年，李湛阳命侄
子李立源书写并上石在正殿西侧稍间的
墙上。该碑刻开篇简述了陈荣昌与李耀
庭的交往及两家定下婚约的经过，说明了
陈荣昌因公务在身，不能亲自到场祝寿，
故撰文遥祝。第一首诗文《仙人洞》记述
了李耀庭全家因战乱流离失所，躲避在仙
人洞生活的悲惨经历。第二首诗文《择桑
梓》记述了李耀庭组建乡勇，协助岑毓英
和唐友耕平定社会动乱的事迹。第三首

《渝州乐》记述了李耀庭经商富裕后被商
部所倚重，承担盐业、铜运等国家重要商
业的情况。第四首《旌节花》记述了李耀
庭孝奉母亲，为母亲旌表立坊之事。第五
首《赈灾行》记述了李耀庭热心慈善、捐资
济困的感人事迹。第六首《鹤南飞》描述
了陈荣昌想象到的李耀庭寿辰上宾朋满
座、莺歌燕舞的欢乐场景。

四、陈荣昌留在昭通的碑刻笔迹的重
要价值

陈荣昌在书法、诗词等领域颇有建
树，他留在昭通的碑刻笔迹是研究其人生
轨迹和书法、诗词乃至思想观念的鲜活材
料。《李氏先庙碑》《柳树堂记》《仙人洞记》
和《李氏先庙田庄记》展现了陈荣昌高超
的书法造诣。《荣禄大夫李公寿诗并叙》中
的六首新乐府诗展现了陈荣昌卓越的诗
词和文学水平，该碑文关于陈荣昌与李耀
庭两家姻亲关系的记载丰富了陈荣昌及

其家庭史材料。
陈荣昌撰文或书写的《李氏先庙碑》

《柳树堂记》《仙人洞记》等石刻档案对李
耀庭的生平事迹作了概括和评述，是了解
西南首富李耀庭生平事迹的重要凭证。
同时，这些碑刻笔迹不仅是研究陈荣昌书
法、诗词、思想观念和李耀庭生平事迹的
重要现实材料，也是了解晚清社会制度、
民族关系、民间宗族信仰乃至明清移民历
史的重要凭证，对昭通文化的累积和旅游
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代文宗陈荣昌留在昭通的碑刻
通讯员 陈蛟龙 文/图

《李氏先庙碑》。

舞台剧表演舞台剧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