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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8月17日至19日，第五届山东国

际大众艺术节首场活动，由省摄影家协会和有着30
年历史的澳门沙龙影艺会携手举办的“‘握手’山
东·澳门踪影情怀摄影作品交流展”在山东广电产
业大厦展览厅举行。

此次展览共展出山东和澳门两地摄影家以自然
风光、社会纪实为题材创作的200余幅图片，汇聚
了两地极具民族精神和地域特色的摄影作品，体现
出影像国际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潮流，搭建起山
东与澳门两地的友谊桥梁，为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
召开营造喜庆祥和的文化氛围。

□于国鹏 于丽凡 报道
本报济南讯 “齐鲁巡礼——— 西方画家眼中的

山东”大型艺术创作活动第一站“泉城济南”已接
近尾声，10名艺术家创作的部分作品8月22日在山
东博物馆展出。

这次活动期间，法国游记画家协会的10位艺术
家们一同走山东、看山东、画山东。在他们笔下，
泉城济南的水、山、老城、新貌、百姓生活、人物
肖像等都成为创作素材，辅之以独特的视角和艺术
表现手法，带给观众一种全新的视觉体验。

□ 于学剑

艺苑春色，又添芳香。
今年是郎咸芬从艺吕剧六十周年。六十

年来，她一路汗水，一路执着，在吕剧园地
埋头耕耘。她以对吕剧高度敬业的精神和一
片奔腾不息的艺术激情，为吕剧事业做出令
人瞩目的成就。她用勤奋和汗水塑造了李二
嫂、蔡文姬、武则天、穆桂英、赵五婶、栓保娘、
梁向荣、薛逢春、母亲等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
尤其是她创作的李二嫂形象，更是鲜活饱满，
历久弥新，至今为广大观众所喜爱，所眷念。虽
历暮年，她仍以饱满的热情培养学生，参与各
种吕剧活动、社会活动，为宣传、发扬吕剧艺术
作出不懈努力，表现了一个艺术家恭身艺术、
孜孜不倦的敬业精神。

众多成功的艺术形象，成就了郎咸芬在
吕剧史上地位。郎咸芬是建国后开启吕剧新
局面的新型吕剧艺术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她
成功的艺术实践为吕剧剧种以创作现代戏为
主要发展方向作出奠基性的示范，并用她多
年的表演实践，为吕剧表演重生活质感、重

情感真实的现实主义表演方法做出示范。深
入生活，从生活中寻找角色的种子，培养角
色的情感气质形象，这是郎咸芬艺术创作中
始终坚持的好传统。早在她艺术创作初期，
刻画李二嫂形象的时候，一次次深入农村与
农家妇女交朋友，从而找到角色的感觉，获
得演出的成功。后来在她每接受一个现代戏
新角色时，总是先下去体验生活。“生活是
艺术创作的源泉”，这一为大家所熟悉的道
理，在郎咸芬艺术创作中得到切实的身体力
行。吕剧表演艺术家郎咸芬是吕剧的一面旗
帜，这面旗帜成为吕剧发展的方向标。

郎咸芬对吕剧艺术的执着探索追求，为
吕剧发展竖起了一座丰碑。她的表演艺术一
直走在吕剧发展的前面，在孜孜不倦的探索
实践过程中，引领着吕剧的成长和发展。地
方现代戏，表演的真与美如何呈现，这一直
是困扰吕剧表演的难题。郎咸芬的表演，一
面将其根脉植于生活，植于吕剧的传统，同
时又对吕剧表演从自然主义升华到现实主义
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极大的成
功，为吕剧艺术发展探索出了一条成功之

路。早年演出的李二嫂便是成功的一例。她
将戏中人物生活动作以及人物的一戳一站，
极力纳入戏曲的韵律中，表演甚是细腻而又极
具生活真实，不做作。步入晚年，随着个人生活
阅历的丰富，她更注重人物内心刻画，《苦菜
花》中母亲的形象无不浮现着她人生阅历和舞
台阅历的气韵。这些表明，郎咸芬一直在追求
着生活质感与艺术美感如何做到统一。

在郎咸芬从艺吕剧六十周年之际，我省
隆重举办郎咸芬艺术庆贺活动，来褒奖这位
艺术家，令人欣慰和兴奋。不断总结传承前
辈的艺术精神，是一切艺术发展的必由之
路。相信这次郎咸芬艺术庆贺活动，将为我
省建立文化荣誉制度探索出一条道路，必将
对吕剧艺术的繁荣发展，对我省的地方戏繁
荣发展乃至整个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起到有
力的推动作用。同时，这次庆贺活动是我省正
在紧锣密鼓备战全国“十艺节”活动的组成部
分，它将作为一个亮点，为我省备战“十艺节”
的工作增光添彩，产生积极影响。

（作者系山东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戏剧
评论家）

徐向红（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党
组书记、厅长）：

郎咸芬同志是伴随着新中国诞生成长起来
的第一代吕剧演员，也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
的吕剧代表人物。从艺60年来，郎咸芬同志执
着于吕剧艺术，献身于舞台和观众，对艺术精
益求精，对角色理解深刻，表演细腻传神、把
握精当，成功塑造了一大批鲜活生动、群众喜
闻乐见的艺术形象，赢得了各级领导、专家的
赞誉及广大观众的好评，也经受住了历史和人
民的检验。特别是李二嫂形象的成功塑造，有
力地扩大了吕剧艺术的影响，不仅使吕剧这一
地方戏曲从山东走向了全国，催生了一大批吕
剧院团，而且在几代人心里扎下了根，使吕剧
拥有了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是一个了不起
的成就、了不起的贡献。

地方戏曲振兴，离不开老一辈艺术家的传
帮带。希望老一辈艺术家以振兴地方戏曲为己
任，继续发挥余热，不遗余力地培养新人，促
进青年人才快速成长，努力培养造就更多更好
的后继人才、传承人物，让地方戏曲代代相
传、兴盛繁荣。地方戏曲振兴，必须加强精品
剧目的创作生产。要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坚持为人民而作而演，而不能脱离群众
生活、背离群众需求，这是创作的重要原则和
成功之道。希望广大艺术工作者共同努力，推
出更多富有山东气派的精品大戏，让戏曲百花
园里绽放更加绚丽的花朵。地方戏曲振兴，需
要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各级文化部门要把振
兴地方戏曲作为一项促发展、顺民意、惠民生
的综合性工程，进一步加大投入、完善政策、
改善条件，充分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各级文艺院团要发挥作用，广泛
开展面向基层的戏曲演出活动，不断优化和培
育地方戏振兴发展的社会环境和群众基础。省

戏曲艺术发展促进会要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的
部署要求，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加强与各方面
的密切联系，搭建与社会各界沟通的桥梁。通
过大家的共同努力，通过全社会的积极参与，
一定能唱好“地方戏曲振兴工程”这出大戏，
使地方戏真正热在基层、热在民间，呈现繁荣
发展的崭新局面。

董伟（文化部艺术司司长）：
艺术的繁荣发展离不开艺术家，特别离不

开具有标志性的、代表性的、在全国有影响力
的艺术家。数十年来，郎咸芬老师在戏曲舞台
上连续塑造出了许多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并
在长期的艺术实践和深入生活中，继承发扬吕
剧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把深切
的内心体验和准确的程式体现相结合，形成了
深沉质朴、富有激情的表演方式和情浓韵纯、声
情并茂的演唱风格。如今郎咸芬还在为吕剧的
发展做着贡献，她心里装着群众，坚持下基层演
出，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位艺术工作者学习。

薛若琳（中国戏曲学会会长、中国艺术研
究院原副院长）：

郎咸芬老师是党培养的新中国第一代吕剧
演员，中国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演《李二嫂
改嫁》这个戏，一方面她从生活中体验、观察
和感悟戏中人物，力求把握人物的精准。另一
方面要从传统的戏曲中掌握行当的技巧技术，
两者的有机结合，催生了李二嫂这个艺术形
象。在当时，山东吕剧团和郎咸芬老师带头演
现代戏，通过两种表演方式结合，把李二嫂这
个人物塑造得这么深刻，这是郎咸芬在吕剧剧
种建设上的杰出贡献。晚年郎咸芬老师主演了
《苦菜花》，塑造了一个母亲的形象，表现得
也相当成功、丰满，感人至深。

王蕴明（中国戏剧家协会原分党组书记）：
郎咸芬老师对戏剧事业的贡献首先体现

在，她是吕剧的标志性人物、奠基性人物，使
现代吕剧在中国戏剧界占据了一席之地。其
次，从现代戏来讲，以《李二嫂改嫁》为代表
的现代戏对中国现代戏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在中国传统戏曲的现代化过程中她也做
出了历史性贡献。最后，郎咸芬老师是吕剧大
家，不论是做人还是演戏，她都是我们学习的
榜样，特别是她的艺德，更是令人尊重。

举办郎咸芬老师从艺60周年庆祝活动体现
了山东省委省政府对戏曲事业的关心扶持，对
艺术工作者的关注爱护，相信山东的戏曲事业

未来会有更大的发展，取得更大的进步。
崔伟（中国戏剧家协会研究室主任）：
祝贺郎咸芬老师从艺60周年，重要的是研

究和总结郎咸芬老师从艺的经验积累。首先，
郎咸芬老师艺术成功最重要的是一种时代精神
的代表。如果没有《李二嫂改嫁》这样一出反
映社会现状的现代戏，吕剧的社会地位就不会
这么高。第二，郎咸芬老师是艺术创造的巨
匠。如果没有很强的艺术性作支撑，这个剧种
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兴旺发达。第三，郎咸芬老
师是思想品德的楷模。她对艺术的创新是建立
在紧跟时代步伐上的。第四，郎咸芬老师是山
东文化的功臣。她通过吕剧的发展壮大，使山
东的文化、特别是山东的戏曲文化有了时代的
定位和时代的内涵。

姚欣（中国现代戏研究会会长）：
郎咸芬的贡献主要在四个方面：一是她演

了一大批优秀剧目，特别是《李二嫂改嫁》，
这些剧目是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能够浓墨重彩
留下一笔的宝贵财富。二是她的代表性剧目满
足了广大观众的需求，顺应了时代的需要，有
强烈的时代精神，为广大观众服务，受到观众
热爱。三是促进了吕剧的成熟发展。因为《李二
嫂改嫁》和后来一批戏，吕剧才成为山东的第一
大剧种。四是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她亲自培养的
弟子有很多位，她的弟子又培养了很多人。

黄孝慈（江苏省京剧院名誉院长）：
郎咸芬老师是一个勇于潜修、不图虚名、文

化自觉的艺术大家，坚守一种持之以恒的艺术
精神。她的艺术创新、传承和为人师表，都是我
和所有青年演员们学习的楷模。今天为郎咸芬
老师举办的庆祝活动，其目的是向老艺术家学
习，倡导尊师敬业、团结奉献、崇德尚艺的职业
道德精神，体现了山东省委省政府对文化艺术
的重视，对老艺术家的尊重。希望藉此作为建立
文化荣誉制度的有益探索，让广大艺术工作者
得到广泛的尊重和与其贡献相匹配的荣誉。

霍俊萍（淄博市五音戏剧院名誉院长）：
祝贺郎咸芬老师从艺60周年。她的代表作

《李二嫂改嫁》是山东最响亮的文化符号。郎
咸芬老师桃李满天下，她的弟子们也分别获得
了中国戏剧梅花奖、文华奖、白玉兰奖、红梅
大奖等众多奖项，吕剧人才辈出。郎咸芬老师
60年来主演了多部大戏，塑造了众多广大观众
喜爱的艺术形象。她作为山东戏剧界一面光荣
的旗帜，至今仍活跃于舞台，被传为佳话，更

令我们晚辈崇敬、学习、祝贺！
荆延国（滨州市吕剧团团长）：
作为一个基层吕剧艺术工作者，身临盛典

现场深深感受和体会到郎咸芬老师艺术生涯60
周年的卓越成绩和极强的人格魅力，同时深深
感受到省委、省政府对老一辈艺术家的贴心关
怀，更给予吕剧事业和全体吕剧同仁巨大的支
持与激励。我们基层的文艺工作者，正是得益
于各级党和政府的关心，得益于广大群众的支
持和像郎咸芬老师等老一辈艺术家传、帮、
带，才取得了文化艺术的腾飞发展。

高静（山东省吕剧院一团团长）：
老师作为一名艺术家，有着一颗感恩的心，

不忘党的培养，不忘党的恩情，不忘回报社会，
老师的言传身教对我的工作、生活、人生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近年来，老师不顾年事已高，坚持
到工厂、矿山演出，收徒弟、带学生，培养年轻演
员，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向老师学习是我的一贯
宗旨，传承和发扬吕剧艺术是我的责任，要为吕
剧艺术倾注我全部力量，不辜负老师的期望。

张新华（吕剧戏迷票友）：
近些年来，随着吕剧艺术的发展，培养出

了大批吕剧新戏迷和爱好者。仅山东吕剧业余
队伍和团体，就数以千计，活跃在各个地区、各
个阶层，成为吕剧最忠实的护卫队。广大的吕剧
票友戏迷，以深厚的感情热爱着吕剧，热爱着吕
剧代表人郎咸芬老师。我们吕剧票友戏迷朋友，
虽然演唱水平不能与专业剧团演唱水平相比，
但我们对吕剧有着巨大的热情。我们将以郎咸
芬老师的敬业精神和精湛艺术为榜样，努力提
高我们的表演水平，为吕剧的发展添砖加瓦。

段雨强（山东省吕剧院院长）：
数十年来，郎咸芬老师创作了许多令人难

忘的艺术形象，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艺术和
演唱风格，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是山东吕剧
的领军人物。六十年来，郎咸芬院长作为吕剧
的探路者，跟随着《李二嫂改嫁》走向全国，
见证了吕剧从一朵齐鲁民间的“乡野小花”到
登上中国戏曲大舞台的全过程。六十年来，郎
咸芬院长作为吕剧的开拓者，倾尽毕生精力培
养了一代又一代吕剧新秀。六十年来，郎咸芬
院长和一代又一代的吕剧人一起，带领吕剧走
进了一个新的时代。六十年来，郎咸芬院长就
像一个学生，总在不断的学习中汲取着新的营
养。六十年来，她更是一位老师，用自己的言
传身教迎来了春华秋实、桃李芬芳。

别样清芬流雅韵 桃李成蹊育新葩
——— 郎咸芬从艺六十周年研讨会发言摘编

“西方画家画山东”

作品展出

“握手”山东·澳门

摄影作品展举行

□于国鹏 于丽凡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作为第五届山东国际大众艺术节

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由省委宣传部、省文联主
办，省书法家协会承办的“首届山东省书协会员千
人双年展”，8月21日在省图书馆隆重开幕。

据介绍，本次展览荟萃了省书协1000位会员的
1000件精品力作。这些作品是面向全省7000余名书
协会员征集挑选出的，风格多样，内容广泛，全面
展示了我省书法创作的整体实力和艺术水平，展示
了省书协落实“三个一切”群众路线主题教育活动
取得的成就。

据悉，省书协将把会员千人双年展重点打造为
品牌性展览，努力实现山东由书法大省向书法强省
跨越。

首届省书协会员

千人双年展亮相

▲8月17日，在美国旧金山湾区圣何塞的加州剧
院，京剧艺术家唐禾香在表演。当日，“文化中国·名
家讲坛——— 走进京剧：感受东方艺术之美”活动在美
国旧金山湾区圣何塞市加州剧院举行。

□新华社发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8月20日晚，作为“喜迎十八

大、相约十艺节”第五届山东国际大众艺术节的重
要活动之一，哈萨克斯坦国家歌舞团为省城观众献
上了具有异国风情的民族歌舞盛会。

哈萨克斯坦国家歌舞团

省城献艺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由中国书协主办、山东省书协承

办的“首届王羲之奖全国书法作品展览”将于8月
26日上午在山东博物馆举行，旨在促进山东由书法
大省向书法文化强省的跨跃。

同时，主办方将举行“首届中国书法·王羲之
论坛”，由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南京艺术
学院书法博士生导师黄惇主讲“当代书坛格局的形
成、由来及其走向”。

王羲之奖全国书法作品展

26日举行

□于国鹏 王宏伟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山东春秋2012秋季拍卖会即将在

济南开槌。先期进行的中国油画精品预展8月21日
至8月26日在齐鲁大厦齐鲁艺术馆举行。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出的近50件作品，收集
历时半年多，很多作品是直接从名家手里获得的。
其中引发收藏界关注的是，这些油画作品均出自名
家手笔。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院长毛岱宗创作的
《台湾邵族风情》，2009年曾参加过“两岸画家画
两岸”邀请展，并且获第十一届全国美展山东省美
术作品展一等奖。中国人民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王克
举的《威海风景写生》以及2012年新作《淅淅沥
沥》，也被不少藏家看好。

2004年第十届全国美展金奖得主忻东旺的《石
榴》、徐唯辛的《矿工》、由刘德润和李燕两人合作完
成的《沂蒙娃》、朱春林的《静思》、韦尔申的《肖像》、
四川美术学院院长罗中立的《洗澡》等佳作，都出现
在这次展览中。其中，夏俊娜的《少女》，是藏家直
接从画家本人手上购得的，这幅作品很少在市场上
露面，也是今年藏家关注的重点之一。

山东春秋2012秋季拍卖

推出油画精品展

◆ 编者按
举办郎咸芬从艺60周年纪念活动，是建立省

级文化荣誉制度、加快培养优秀文艺人才的一项
具体措施。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孙守刚在讲话中
特别指出，在当前文化建设加快推进、人才竞争
加剧的新形势下，探索建立省级文化荣誉制度，
表彰有杰出贡献的文化工作者，是落实中央和省
委决策部署的迫切要求，是培养高层次领军人物
和高素质专业文化工作者队伍的重要举措，是激
发广大文化工作者创造活力的有效手段。

本报特以专刊形式，将郎咸芬从艺60周年研
讨会上的发言予以摘登，敬请读者垂注。

一怀锦绣 一路芬芳
——— 祝贺郎咸芬从艺吕剧六十周年

□ 郎咸芬

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在这个美好的季
节里，我收获了从事吕剧艺术六十年来的酸甜苦
辣，收获了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收获了亲朋好
友的真诚关爱。

从事吕剧艺术六十周年，是我这一辈子的幸
事。从《李二嫂改嫁》在华东汇演上的一炮走
红，吕剧从此响遍大江南北。我艺术生涯的起步
也是因为扮演了李二嫂这个角色。虽然我个人在
各方面条件不够完善，不够成熟，但在各级领
导、专家、老师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扮演的李
二嫂形象得到了观众朋友们的认可。自1952年调
来济南至今，我在吕剧舞台上走过了六十个春
秋。从《李二嫂改嫁》到《苦菜花》，我经历了
一条坎坎坷坷的艺术创作之路。其中有成功的喜
悦，也有失败的痛苦。我一直觉着自己是一只笨
鸟，对我来说，在对事业不断追求的道路上没有
捷径、没有侥幸，成功只属于那些兢兢业业、不
懈追求的人。从演《李二嫂改嫁》，我下农村同寡妇
大姐同吃同住同劳动，练习拉碌碡的感觉，到演

《苦菜花》我走进乳山冯家镇，我饰演的每一个角
色都来源于生活给我的灵感，对我来说生活和艺
术是不可分割的，艺术是我毕生的追求。在我成长
的道路上，无论哪一个时期，我都被党和政府的关
怀呵护着；被热情而挑剔的戏迷和观众喜欢着；被
严厉而亲切的师长和同事激励着。几十年来，我和
一代又一代的吕剧人一起，把青春和汗水洒满了
红色的舞台，让吕剧这朵小花艳丽在中国戏曲的
百花园中，回顾六十年的成长历程，无论戏曲辉煌
也好，低谷也好，我热爱吕剧艺术的情怀始终不曾
改变，这种热爱是我一生始终不变的追求。

我从艺60年之际，幸逢文化盛事。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成为时代的最强音。省委、省政府提
出了实施振兴山东地方戏工程，写入山东省第十
次党代会报告中，这充分体现了省委对发展地方
戏曲事业的高度重视。在这种大环境下，广大文
艺工作者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责任更大了，使命
更加光荣，有着责无旁贷的责任。我虽然年纪大
了，但我会一如既往发挥我的作用，培养更多的
学生，把我钟爱的吕剧艺术奉献给党和人民，奉
献给我热爱的观众。

（作者系吕剧表演艺术家、山东省吕剧院名
誉院长）

吕剧是我毕生

的艺术追求

□ 栾胜利

我与郎咸芬共事55年，可算是她60年艺
术生涯的见证者。

郎咸芬同志十七岁参加工作，从一个普
通的学生成长为一名吕剧表演艺术家，每一
步都饱含着党的关怀与培养。她经常讲，没
有党的培养就没有我的今天。1954年华东汇
演《李二嫂改嫁》一炮打响，剧中李二嫂的
形象家喻户晓，郎咸芬也成为观众喜爱的吕
剧演员。面对接踵而至的荣誉，她没有沾沾
自喜，把荣誉归功于与她一起参加创作演出

的同事们，归功于吕剧艺术。这更加坚定了
她忠诚党的事业、为群众服务、献身吕剧事
业的信心。作为一名演员，郎咸芬同志具有
极高的艺德。她常说，演员要把戏演好，要
讲艺德，糟粕的东西绝不能让其在舞台上出
现。她与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常香玉
等艺术家联合发表了告全国文艺工作者公开
信，号召大家演好戏绝不演坏戏，在全国文
艺界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在他们的倡导下，一
大批优秀剧目创作出来，活跃在当时的戏曲舞
台，教育鼓舞着当时的人们。60年来，她一直坚
持这一承诺。她在担任院长期间，组织排演了

《山高水长》、《军嫂》、《大地军魂》、《书记大姐》
等优秀剧目，有力地配合了中心工作，起到了
很好的社会效果。

郎咸芬同志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她从不
把自己当成什么艺术家，总说自己是一名普
通演员，而她所做，也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她资助多名失学儿童，供他们上学，这些学
生有的已经大学毕业。逢年过节剧院的同志
不能回家，她都把他们叫到家里，给他们做
好吃的，免得他们想家。过节放假，她自己
掏钱，让伙房做几桌菜犒劳在剧院值班的工
作人员。遇到自然灾害，她总是带头捐款。
她将自己荣获终身成就奖的20万奖金，全部
捐给了“吕剧发展基金会”，用来培养年轻
演员。这么多年，她一直是这样坚持的。

郎咸芬同志是一个对艺术负责的人。她
常说自己笨，所以笨鸟要先飞。每接到一个
角色，她都会认真研读剧本、分析角色特

点、仔细推敲唱腔唱词，力求把戏中人物形
象刻画鲜明，性格把握准确。每逢演出，化
装后她都要在边幕旁或角落里，把当晚要演
的戏，静下心来从头到尾默想一遍。有熟人
来看戏，想见她一面，她一概谢绝，为的是
不分心。舞台上，她全身心投入剧情和角
色，几乎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她的表演是发
自内心的，不做作，不哗众取宠，声情并
茂，深入人心。对艺术负责，对观众负责是
她一贯的宗旨。她常说：不管戏演出了多少
场，多么熟，也要常演常新，每次演出都要
有新的体验。这就是她演出了上千场《李二
嫂改嫁》、上百场《苦菜花》还是那样让人
百看不厌的原因所在吧。

郎咸芬同志对吕剧事业不离不弃，始终
执着追求。作为吕剧剧种的代表人物，不少
吕剧院团经常请她去指导，她都欣然应允。
除了艺术指导外，还帮助剧院争取解决演出
车辆和演出器材的困难。她认为，振兴吕
剧、发展吕剧不是一个剧团的事，而是所有
吕剧人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最让她挂牵的
是青年演员的培养和成才，她对自己的学生
们要求特别严格，不仅关注学生艺术的修
养，更重视学生的思想的健康。令人敬佩的
是，每逢下乡演出，不论天气条件如何，只
要身体条件允许，她都坚持同行。用她的话
说，我想见到喜欢我的戏迷，同他们在一
起，我心里感到踏实！

（作者系山东省吕剧院原院长、吕剧音
乐家）

郎咸芬从艺吕剧六十周年始终坚守一个宗旨———

对艺术负责，对观众负责

吕吕剧剧表表演演艺艺术术家家郎郎咸咸芬芬

吕吕剧剧表表演演艺艺术术家家郎郎咸咸芬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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