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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令伟 李颖慧 刘佳元

一只油画小笔，一根玻璃管，一个马扎，几支作
画需要的颜料，是郭维全在海绵布上画油画的全部家
当。

67岁的郭维全，以前当过美术老师、中学校长，
虽然已经退休，但大家还是喜欢喊他“郭老师”。他
是胶州市胶北街道办事处北关社区剪纸、书画社团的
负责人，最近又“挑头”成立了油画社团。

“社团去年底成立，眼下要做的是尽快把活动室
布置好，给社团成员提供一个开展活动的空间。”老
郭介绍说：“这几天已经画好了6幅素描图，再过两
个月另外一面墙上也挂满了，到时我准备搞一个画
展。”

“郭老师，海绵布比画布好在哪儿？”一位过来
学习油画的爱好者问。

“在海绵布上作画比在画布上效果更细腻，尤其
在表现人物上。海绵本身有很多小孔，这和皮肤结构
相似，比画布的效果更立体、更真实。此外，画布上
的油画干了之后不能折不能卷，而在这上面可以随便
卷起来带着走。”郭老师一边演示一边解答。

“这个画种适合任何题材，风景、人物、写生都
可以，我擅长人物，这是我创作的第五幅了，这幅毛
主席像今天刚刚完工。”郭老师将画展示给记者看，
一起来的同事都忍不住赞叹：“连领口的纽扣都有立
体感，真是太好看了。”

“在这上面作画，首先是将人物画成素描线条，
然后把素描放在玻璃板下，将海绵扑在玻璃板上，再
透过灯光用油画的小笔把肖像在海绵上描出来。第一
笔颜料一定要轻，否则颜料渗进海绵之后没法弥补，
只能重新再画，作画时根据个人习惯可以先从高光开
始，然后用玻璃棒慢慢的将颜料揉进海绵里，从明到
暗，从深到浅，这样会显得作品有立体感。

“画油画讲究的是一气呵成，一幅画大概需要3
天时间，这次完成的作品，每天早上我就来办公室，
一直画到晚上。早上来的时候我就把午饭带过来，中
间尽量不停手，不然颜料干了之后会有的地方深有的
地方浅。”他笑着说。

“虽然在海绵布上做油画曾轰动一时，但现在掌
握这个技法的人越来越少，当时一起学画的人很多都
过世了，我就怕这个画种失传了。”11岁开始学画的
郭维全对油画有着很深的感情，想尽己所能让海绵画
重放光芒。

“海绵布上作画是一种民间艺术，研究整理的
少，只有理论研究跟上了，胶州独有的这门民间艺术
才能生生不息地传承发展下去。去年我开始整理这个
画种的技巧，并准备做成单行本，在上课时给学生们
普及这门技艺。再者我想在题材上进行创新，不囿于
传统民间画题材，而是将现代生活乃至宏大题材等纳
入创作范围。”郭维全说。

□ 刘玉堂

(上)

读者或许还
有印象：第一版
电视连续剧《水
浒》播出之后，
有人曾对它的插
曲《好汉歌》提
出过质疑，认为
“ 该 出手就 出
手”的曲子是抄

袭了《锔大缸》的调子。我小时学二胡，学拉
的第一个曲子就是《锔大缸》。以我对该曲的
了解和熟悉程度，如果让我表态，那我会毫不
犹豫地支持质疑者。因为《好汉歌》从音节到
旋律统统都是《锔大缸》，所谓曲作者自己的
东西，也只是在某些音节的处理上来了一点变
奏而已。那场质疑的结果当然就是小鬼门前告
阎王，音协门里告音协主席——— 找错了衙门。
由此你也能想象得到，为何近年的音乐创作，
要么是艺人们自娱自乐，几乎所有的原创歌曲
只有他们自己会唱，首唱即绝唱；要么似曾相
识，东摘一点西抄一句，没有一首能在群众中
唱得开的原因。

但我这里要说的不是它的曲子，而是《锔
大缸》的本子。

《锔大缸》是怎么个概念？其最早源于明

传奇《钵中莲》中第十四出《补缸》，至清代
嘉庆年间仍可见同名抄本。说的是百草山中旱
魃化身王家庄王大娘(殷凤珠)，取死人噎食罐
炼成黄瓷缸，用以抵御雷劫。后为巨灵神撞
裂，王觅人补缸。观音乃遣土地幻作补缸匠
人，假作修锔，故意打碎其缸。旱魃怒欲加
害，观音请天兵天将斩除旱魃。

京剧《锔大缸》就是说的这个故事。那土
地假扮的补缸匠人，上来说道：奉了玉帝旨，
前来砸妖缸，我，土地公变幻锢漏匠是也。奉
了玉皇大帝旨意，来到王家庄，砸坏王大娘的
妖缸，来此已是，待我吆喝起来，锔锅，锢漏
锅———

这个王大娘，叫是叫王大娘，其实乃是花
旦的扮相，少女的模样，一上场即连说带唱：
王大娘巧梳妆，梳洗打扮出绣房，头上青丝打
成鬓，八宝金环坠耳旁，身穿一件大花袄，八
幅罗裙响叮当。用手开开门来看，原来是锢漏
在道旁。小炉匠呀，有两样活计叫你做，我家
有个黄瓷罐，还有一口腌菜缸，两样活计你做
好，铜钱给你多少双？

那锢漏言道：不要你多来不要你少，铜钱
你给我八抬筐！

尔后两人在那里讨价还价，王大娘说：不
给多来不给少，铜钱给你二十双！

锢漏道：你分明给我来打落呀，二十双铜
钱怎么锔缸？挑起担子我走了吧——— 大娘上前
拉柜箱，叫声锢漏你别走，铜钱给你二十五
双。

那锢漏自言自语道：不给铜钱也锔缸。之
后即补缸、砸缸，再大打出手，最后以王大娘
被擒而告终——— 乃一武打戏。

不免就说到补缸匠人的称呼问题。我所看
到的剧本里面，有三种写法：一是京剧里面
的“锢漏”，二是民间小曲中的“轱辘”，
三是地方戏中的“箍轳”。按字面上的意
思，可能“锢漏”的叫法更确切一些。或许
与各地的方言也有关，音同字不同，意思都
是那个意思。现实生活中，一般还要加个
子，叫轱辘子。我过去写小说，就曾用过轱
辘子，读者一看就知道是干什么的，不会有什
么歧义。

《锔大缸》的版本甚多，我所看到的就有
四种。为何会有那么多的版本？窃以为，一是
有《钵中莲》的传说与记载，比较容易改编或
戏说。二是轱辘子本身是手艺人，在农村里面
比较受欢迎，其整年走村串巷，锔缸的过程
中，遇到个爱说话的中年妇女，发生点打情骂
俏之类的暧昧故事也在情理之中，比较符合生
活实际。

我手头有一个传统的民间小曲《锔大
缸》，容我抄录如下：一个鸡蛋两头光，一母
所生三个郎，大郎北京开当舖，二郎山西开染
房，剩下三郎没事干，锔盆子锯碗锔大缸。下
腰拾起轱辘子担，挑起担子走四方，出门不往
别处去，一直奔往王家庄。庄上有个王员外，
生了三个好闺女，个头长的还算行，摸样长的
不咋样。选了三个好姑爷，一个赛过一个强，

大姑爷是个秃光溜、二姑爷头顶赛月亮，就数
三姑爷长的好，周圈有毛挡阳光。

王大娘侧耳仔细听，外边匠子轱辘响，伸
手开开们一扇，留着那扇遮胸膛，左手拿着银
烟袋，右手擓着个木兰箱。叫声轱辘你过
来，俺家有个瓷瓦罐，还有一个淹菜缸，两
件东西都锔好，要个价来好商量。不说你大
子要多少，要你银钱三抬筐。王大娘一听生
了气，不管你银钱要多少，给你个大子买姜
糖。轱辘匠子生了气，大清早就踩他娘的
丧。担起担子这就走，王大娘一看着了慌。
叫声轱辘你别走，要个价来再商量，轱辘匠
子一听有活话，放下担子锔大缸。斜着眼睛
把王大娘看，那扇门没遮好，漏出两个大奶
房。匠子一看心高兴，低下头来装锔缸。匠
子觉得真好笑，心事没在轱辘上，走了捶子
砸了缸。王大娘一看生了气，砸了缸你看怎
么办，轱辘匠子脸一红，嘿嘿，砸了旧缸我
赔新缸。哈哈，新缸不如旧缸淹菜香。轱辘
匠子一看高了兴，王大娘人品真是好，没见
大爷在那方。你那大爷不在世，去了西天见
阎王，匠子一看机会到，你那炕上少了个
人，俺愿为大娘来填床。王大娘真的生了气，
俺那干儿有多少，哪个干儿都比你强，你家干
爹有多少，哪个干爹会锔缸……

从两人讨价还价的细节里面，能看出它是
从《钵中莲》脱胎而来的，但已没有王大娘为
妖孽的成分了，因而也就更贴近现实、更生活
化了。

闲话《锔大缸》

□记 者 于国鹏
通讯员 吕 佳 报道

本报淄博讯 由淄博市京剧院排演的新编
京剧《诗杰王勃》，去年8月27日首演，后入
选“喜迎十八大、相约十艺节”全省优秀舞台
剧目展演名单。导演高牧坤接受采访时表示，
这台戏的完善提升工作仍在继续进行，期待着
能打造成一部真正的精品之作。

王勃是唐朝诗人，“初唐四杰”之一，为
后人留下多篇精湛诗文，作品中的“海内存知
己，天涯若比邻”、“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
共长天一色”等名句，至今被人们吟诵。新编
京剧《诗杰王勃》以王勃短暂而又跌宕起伏的
人生经历为线索。塑造了一个才华横溢、情感
丰富的诗人形象。该剧与国家京剧院合作，特
邀我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高牧坤担任导演并

组成优秀的创作团队，国家一级演员、“梅花
奖”获得者田磊担任主演。高牧坤说：“戏中
除了对王勃才气的渲染，也着意于他和杜镜的
友情和对落霞的爱情，有大量的‘感情戏’，
升华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深厚情
谊。”

新编《诗杰王勃》剧本结构完整，极富
韵味，舞台雅致，唱词唯美，文学气息浓
厚。国家京剧院院长宋官林赞其“传统与现
代相结合，具有大家气象”。乐队总指挥朱
世杰说：“该剧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文化内
涵，虽不像其他一些剧目有强烈的矛盾冲突
和大起大落的剧情，但从美感和文化内涵来
说又胜过许多剧目。”唱腔设计邱晓波则表
示：“这部戏是新编传统戏，唱腔方面还是
偏重传统，但因为是新编戏，所以在编排上

又很有新意，比如用充满情感的音乐取代了
‘起唱锣鼓’和琐碎的唱段‘过门’。同
时，王勃的名篇均在戏中以直接或伴唱形式
吟唱，力求以音符曲调诠释词句的内涵与意
境。”

今年2月，《诗杰王勃》赴浙江、江苏等
地进行演出，所到之处，深受当地戏迷观众和
业内人士的好评。在溧阳演出时，溧阳市锡剧
团团长管建新说：“《诗杰王勃》是由淄博市
京剧院和国家京剧院联合打造的艺术精品。我
们专门组织职工来观看演出，就是想利用这个
机会能更好地观摩学习。”

应国家京剧院邀请，3月17日，《诗杰王
勃》又登上北京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薛若
琳、姚欣、刘祯、徐培成、崔伟等多位国内戏
曲专家观看演出。中国戏曲学会会长薛若琳表

示：“《诗杰王勃》是一出以比较严格态度创
作的历史剧。剧作家把王勃置于人生的煎熬和
心灵的拷问下来刻画人物，塑造诗人的性格。
从结构上看，剧作家以王勃的痛苦、豪迈和才
情作为贯穿线，将块状结构勾连起来，使我们
看到了王勃短暂一生的命运乖蹇和诗风的俊
朗，为观众展示了王勃的诗情、友情和恋
情。”

中国艺术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徐培成认
为，“《诗杰王勃》文本唱词的才华横溢与
诗情画意，导演技法之高超及样式的新颖别
致，唱腔音乐的古朴优美、悦耳动听，舞台
美术的写意多彩、精美制作，特别是主人公
‘王勃’的扮演者田磊的高超技艺，都使广
大观众在愉悦的审美中得到了极好的艺术享
受。”

结构完整，极富韵味，唱词唯美，文学气息浓厚

《诗杰王勃》彰显“大家气象”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本报通讯员 李卫国

“花披露月有荫，对青灯吟赋漫评，香闺
袖冷……”8月17日晚，在青年演员尹春媛的
《红罗记》唱段声中，柳子戏经典曲牌老青年
演唱会在东柳戏院上演，也拉开了省柳子剧团
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服务群众文化
惠民系列演出的序幕。

演唱会上，青年演员侯先胜和侯鹏涛先后
演唱了《挂龙灯》唱段《山坡羊》、《钟馗
嫁妹》唱段《锁南枝挂序》，国家二级演员
王伟、周金伟、宋东青分别演唱了曲牌《青
阳》、《锁南枝》、《下调黄莺》唱段，国
家一级演员李长祥演唱了《孙安动本》唱段
《娃娃》，于建丽和王兴苍分别演唱了《游
西湖》和《法魂》选段，不断将演出推向了
高潮。

上场的演员们一招一式有板有眼，将柳子
戏典雅古朴、清新绵远的特点演绎得淋漓尽
致，让前来听戏的群众如痴如醉，久久不愿离
去。省柳子剧团团长岳维山表示，柳子戏是山
东省目前存在剧种中唯一的曲牌戏，“曲牌体
看重唱词的格式，多一个字或少一个字都不
行。”

8月18日晚上，省柳子剧团又在东柳剧院
组织了综艺节目专场演出。柳子戏清唱《行
路》、山东梆子清唱《老羊山》、豫剧清唱
《抬花轿》和《花木兰》以及唢呐独奏《一枝
花》、女声独唱《江山》、《北京是故乡》等
节目轮番上演。

岳维山表示，省柳子剧团目前正在广泛征
求意见和建议，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我们一方面是要学习教育、听取意
见、查摆问题、整改落实、建章立制，更重要
的一方面是文化要服务群众，在文化惠民中实
践‘群众路线’的要求。”

据了解，在8月24日、25日晚，柳子戏的传统
剧目《孙安动本》将继续在东柳戏院惠民演出。

“《孙安动本》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看家戏，上世
纪60年代曾经被拍成电影，在全国上映后引起
很大反响，如今已被改编成多个剧种搬上舞
台。”

“现在，我们在努力打造十艺节重点剧目
《鱼篮记》，准备参加十艺节展演的同时，努
力争取多举办惠民演出活动。”岳维山表示，
我们将由剧院转向基层，继续深入社区进行演
出。

深入社区 演出惠民
——— 省柳子剧团开展文化服务群众活动

省柳子剧团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文化惠民演出现场。 □记者 王红军 通讯员 李卫国 报道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聊城讯 在8月13日落幕的第三届少

数民族戏剧会演上，聊城市豫剧院(聊城市山
东梆子剧院)创排的山东梆子《萧城太后》独
揽9项大奖。其中，著名表演艺术家、“二度
梅”得主章兰获得优秀表演奖。

《萧城太后》是聊城市“十艺节”重点打
造剧目。该剧以“澶渊之盟”为历史背景，通
过契丹太后萧燕燕对汉文化的纳仰，讲述了萧

燕燕英武坚韧、摒弃暴虐，结束宋辽半个世纪
的战争苦难，缔造和平，促进两国经济文化交
流、民族融合的故事。

在会演中，《萧城太后》被评为金奖剧
目，刘桂成获优秀编剧奖，陈贻道获优秀导
演奖，高鼎铸获优秀作曲奖，金长烈获优秀
灯光设计奖，萧太后扮演者章兰和韩德让扮
演者祝玉芹获优秀表演奖，聊城市民族宗教
事务局和聊城市文广新局获优秀组织奖。

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会演是一项国家级的
少数民族戏剧盛会，引人关注。本届会演共
有来自内蒙古、云南、山东等地的艺术院团
演出15台剧目。民族戏剧会演评委专家谢柏
梁对《萧城太后》赞誉有加，“燕燕太后本
姓萧，执掌辽国旺两朝。汉家文化自博大，
契丹风情也媚妖。韩相兴国笑怀抱，杨业殉
国哭嚎啕。澶渊之盟淡去也，南北和平语声
高。”

《萧城太后》独揽戏剧会演９项大奖

■十艺节·寻访身边的文化人物

郭维全：让海绵画
重放光芒

□记者 张誉耀 通讯员 吴斌 张长青 报道
本报邹城讯 8月15日，邹城市委托文化广电新

闻出版局、孟子研究院，将邹城籍在全国近30所高校
的45名大学生聘任为“孟子故里文化使者”并颁发证
书，加强互通联络，并指导大学生开展城市推介活
动。

据介绍，每位被聘大学生均承担着“使者职
责”：融入邹城，了解邹城，自觉践行“崇文尚德、
礼仪四方”的邹城传统理念，以良好形象展示孟子故
里人的风采；同时，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对外宣传、
提升“孟子故里”品牌的影响力、辐射力，推介邹城
特有的文脉资源、旅游资源，发挥自身优势，招引外
地客商来邹旅游观光、投资兴业。

记者了解到，根据年轻人爱家乡、有担当、敢实
践、有激情等特点，由当地政府聘任本籍在校高校生
担任文化使者在全国尚属首例。这种把本地高校生聘
为文化使者，将其当作一个宣传当地历史文化、旅游
资源、风土人情、家乡风貌的一个个火种撒向全国，
是拓宽城市推介渠道的崭新尝试。

邹城首聘在校大学生

为“文化使者”

□刘汉功 毕双领 报道
本报东明讯 “人逢么喜事带笑容，心里么灿

烂脸也红，播来了及时雨，扬帆赶上刮顺风，舒心
的日子比蜜甜……”婉转动听的歌声在东明城关街
道宣传文化中心的上空久久飘荡。东明县城关街道
文化活动形式多样，丰富多彩，这样的场景几乎随
处可见。

据了解，位于城关街道五四路宣传文化中心广场
的“周末群众大舞台”已举办戏迷展示、校园文化展
示和“七夕相亲大会”、“十佳道德模范”等活动12
期，举办各类群众性文化活动300多场次，电影放映
完成2362次。

东明打造群众文化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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