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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白 洁

迷恋京剧走上从艺路

在京剧《秦香莲》中，巩发艺曾先后饰演
了两个角色：8岁时，饰演秦香莲的孩子“冬
哥”；23岁时饰演杀手“韩琪”。

从孩子到杀手，真实折射了青岛京剧院武
生演员巩发艺的从艺之路。

“演‘冬哥’时，母亲‘秦香莲’牵着我
的手，在舞台上她走我也走，她让跪下就跪
下，觉得很好玩；演‘韩琪’，则要细心揣摩
他作为杀手忠义难两全的矛盾心理。”12月5
日，巩发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1981年，巩发艺出生在淄博桓台县，父亲
是滨州市博兴县京剧团的小生演员。在父亲的
熏陶下，巩发艺从小就对京剧艺术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

“我五六岁时，父亲到外地演出就带着
我。上小学后，每逢寒暑假，也是随着父亲所
在的京剧团下乡巡回演出。父亲他们在台上
演，我在台下看，最沉迷的是武生演员。”巩
发艺回忆说，像《长坂坡》《武松打店》等京
剧，赵云、武松等角色都给自己留下了很深的
印象。武生演员衣着华丽，装扮绚烂多彩，舞
枪弄棒，这让少年时的巩发艺相当好奇和痴
迷。

由于迷恋，京剧团叔叔阿姨每天练功时，
巩发艺也跟着练。后来，在叔叔阿姨的指导
下，巩发艺逐渐能把武生的一些舞台动作和唱
腔表现得有模有样，并开始登上舞台，客串儿
童角色。

1992年，山东省戏曲学校(现山东艺术学
院)去博兴招生，由于从小养成了一定的艺术
功底，巩发艺在考试中一眼被招考老师看中，
以优异的成绩入学，开始接受专业的训练。

考入山东省戏曲学校京剧表演专业，巩发
艺最初学的老生，师从王文清，学习了《鱼藏
剑》、《二进宫》等老生戏，在唱、念上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在嗓音倒仓期间，因基本功扎
实，巩发艺被选入武生课堂学习武生，师从周
文林、姬永周、袁振林等京剧武生名家。

老师教得认真，巩发艺练得刻苦，不久就
崭露头角。1995年，巩发艺和同学代表学校参
加“全国中等艺术学校汇演”，获得团体金
奖，自己也凭借在《乾元山》中的精湛表现，
获得了个人剧目一等奖。

演出任务最重时一天赶5场

1998年，17岁的巩发艺以学校优秀毕业生
的优异成绩毕业，带着对京剧艺术的热爱，来
到了青岛京剧院上班。剧院在坚持“传帮带”
的优良基础上，打破论资排辈的演出惯例，大
胆培养青年才艺，良好的成才环境，让渴求上
进的巩发艺等年轻演员如鱼得水，脱颖而出，
他也由一名京剧学生成长为优秀的京剧工作
者。

工作不久，院里排练了京剧武生中的经典
曲目《八大锤》，巩发艺在其中饰演陆文龙。
演出当天，青岛京剧院特意把巩发艺的老师周
文林从济南请到青岛，对巩发艺的京剧表演进
行指导。

恩师助阵，巩发艺那天的临场发挥酣畅淋
漓，得到剧院领导和观众的好评。“巩发艺基
本功扎实，舞台表现和唱念都很有韵味，和其
他演员比起来毫不逊色。”周文林老师的肯定
与表扬，让初入社会的巩发艺信心倍增。

青岛京剧院从2004年开始，启动了“回家
看看”京剧送戏老年公寓、敬老院百场公益演
出活动，每年坚持为老人们送戏上门。按照惯
例，从大年初一到元宵节，是公益演出最集中
的时段。

作为演员队队长，巩发艺带着同事们，放
弃节假日，挨个到老年公寓送戏。巩发艺说，
老人比较喜欢《三岔口》、《李逵探母》、
《坐宫》等传统曲目，尤其是看到《李逵探
母》、《坐宫》等戏曲，触景生情，就会有老
人流下泪水。他说：“我们此刻也深深感受到
亲情的温暖与文艺工作者肩负的责任。”

2007年，青岛京剧院和青岛市教育局合作

开展“京剧小花朵”演出活动，在四方大剧院
为小学生轮番演出。

也就在那时，巩发艺迎来了自己演出任务
最重的一段日子。“当时在40天的时间里，
《闹天宫》演了120多场。”巩发艺说：“从
早上睁开眼换上装，到晚上卸妆，一天要演两
三场，最多的时候演了5场。卸妆时，妆在脸
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但孩子们的纯真和掌
声，让他坚持下了那段最艰苦的时光。

坚守京剧20年只因为“喜欢”

在青岛京剧院工作十几年来，长相清秀的
巩发艺，先后饰演了《武松打店》中的武松、
《林冲夜奔》中的林冲、《秦琼观阵》中的秦
琼等角色，先后获得了省红梅大奖赛银奖、省
京剧优秀青年演员大赛银奖等奖项。今年9

月，凭借《夜探浮山》的精湛技艺，更是斩获
第七届全国青年演员电视大奖赛铜奖，获得了
业内的肯定和观众好评。

为了备战第七届全国青年演员电视大奖
赛，巩发艺多次奔赴天津，虚心向京剧大家张
幼麟先生请教。其中一次在天津住了20多天，
在张幼麟先生的指导下，巩发艺对京剧的理解
和武生的表演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功夫不负有心人，《夜探浮山》正式演出
时，巩发艺将剧中的主人翁贺天保表现得淋漓
尽致，获得了戏迷一致认可，捧得京剧界最高
赛事第七届全国青年演员电视大奖赛铜奖。

“巩发艺是年轻演员中的‘老大哥’，对
京剧艺术的热爱，对工作的热情都是院团里年
轻人学习的榜样。”青岛京剧院院长郭建青
说，去年，巩发艺夫妻的儿子出生后，他们本
可以有一位请假或者轮流休班，但是巩发艺将
父母接到青岛，帮助自己带孩子，夫妻俩则坚
持在工作一线。

不知不觉间，巩发艺从事京剧事业已经20
年了，也成为青岛京剧院响当当的顶梁柱之
一。他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对
一名京剧武生演员来说，唱、念、做、打、翻
是武生演员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每天练功
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压腿，踢腿，朝天蹬，
拉戏，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但是还是有很多
人愿意付出，原因很简单：“喜欢”。

“我也正是因为这份喜欢，所以在京剧这
片阵地上坚守着，努力演好每出戏，以最好的
状态奉献给喜欢我的观众，喜欢京剧的观
众。”巩发艺的话掷地有声，就像他当初痴迷
武生演员舞枪弄棒一样，好奇而实在。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由青岛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

共同主办的“大地欢歌”第十届农村文化艺术节，
近日在胶州开幕。

开幕式上，胶州市茂腔秧歌艺术传承中心、平
度市文化馆、胶州市文化馆、即墨市柳腔剧团、即
墨市小燕子艺术团等单位的文艺工作者表演了舞
蹈、歌曲、柳腔小戏、茂腔、木偶等地域特色鲜明
的文艺节目，让广大农村群众享受到了丰盛的文化
大餐。

第十届农村文化艺术节活动为期半个月，其间
青岛市将充分发挥图书馆及镇、村综合文化场所和
基层服务点的作用，调动农民群众的参与创作热
情，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高密市青年诗人牧文用20年时间

创作的长篇神话英雄史诗《华夏龙魂》(七卷本)，
日前入选中国作协2012年重点扶持作品，这也是全
国通过审核的仅有的5部诗歌作品之一。

据悉，由中国作协创研部 、山东省大舜文化
研究会、潍坊学院宣传部、青岛科技大学传播与动
漫学院联合制作大型历史神话动漫片的计划已通过
了专家论证，目前，故事主要人物动漫形象正在创
作中。

牧文(原名牟文)，自1988年开始诗歌创作，发
表诗歌、散文300余篇，并出版了《女娃之歌》等5
部长诗和《东北乡牧歌》、《红高粱之歌》2部散
文诗集，作品曾荣获山东省“五一文化奖”一等奖
等奖项。他对中国神话兴趣浓厚，20多年来，经过
广泛搜集典籍、走访专家，数易其稿，创作完成了
三万多行的长篇神话长诗《华夏龙魂》七部曲———
《女娲之歌》、《黄帝之歌》、《女娃之歌》、
《大鲧之歌》、《大羿之歌》、《大舜之歌》和大
禹之歌》。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莫
言先生读后题曰：“华夏龙魂，源远流长，生生不
息，维德维芳，诗书继世，千古馨香，牧文小民，
其志大焉”，并欣然写序。山东省作协主席、茅盾
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张炜则认为：“牧文这部诗
稿，表现出恢弘的气势，博大的胸襟以及顽强的追
索能力。它太不像这个消费时代的一个青年人所
为，但他的确是发自底层的夺人心魄的长吟。”

中国作协公布的2012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篇
目名单中，设有长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
文、剧本、理论批评、网络文学等多个专项，共
109篇作品入选。

《华夏龙魂》入选中国作协

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大型历史神话动漫片开始创作

青岛农村文化艺术节

带来“大地欢歌”

■ 文化人物

巩发艺：守得国粹待芳菲
◆“五六岁时，父亲在台上演出我就在

台下看，最沉迷的是武生演员。”武生演
员衣着华丽，装扮绚烂多彩，舞枪弄棒，
让少年时的巩发艺相当好奇和痴迷。而考
入山东省戏曲学校京剧表演专业后，因练
功刻苦，巩发艺不久就崭露头角。

◆至今，因为一份喜欢，巩发艺在京
剧这片阵地上坚守了20年。他说：“将一
直努力演好每出戏，以最好的状态奉献给
喜欢我的观众，喜欢京剧的观众。”

巩发艺在《夜探浮山》中的扮相。

12月12日，两名参加
“小学生戏曲大赛”的小学
生互相整理戏服。当日，博兴
县举办首届“小学生戏曲大
赛”，来自全县21处小学的86
名小学生相继登台“亮相”，
分别表演了黄梅戏、京剧、吕
剧、扽腔、豫剧等剧种剧目，
展示自己的戏曲才艺。

近年来，该县在全县多
处小学分别开设不同剧种的

“戏曲课”，各种戏曲越来越
受到小学生的喜爱。

□陈 彬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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