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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新蕾

10月8日，王滨带着他的彩印花布作品《齐鲁
之光 和谐十艺》来到本报编辑部。这幅以“喜迎
十艺节”为主题创作的作品，获得全国民间工艺美
术作品大赛的金奖。他要把这幅作品捐出来，表达
一位爱好艺术的普通人喜迎十艺节的欢悦之情，也
希望借此带动更多人关注十艺节。

王滨已经年过七旬，是临沂市艺术馆高级工艺
美术师，有山东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还担任着山
东工艺美院民艺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从上世纪六十
年代起，王滨就开始搜集整理民间彩印花布。

“临沂彩印花布，多为成品的大包袱、小包
袱、桌围、帐沿和肚兜等，一般采用镂空纸板印花
的方法，经打版、画版、刻版、调色、染布等五道
工序制成。临沂彩印花布讲究色彩纯正，红绿为主
色调，展现出质朴、率真、喜庆的农家风情。”王
滨介绍说，“几十年前，彩印花布曾在农家人的日
常生活、婚庆祝寿及服饰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每
个农村集市上，都有十几家卖彩印花布的。但当今
仍在制作彩印花布的艺人已经不多见了。”

尽管如此，王滨对彩印花布的技艺兴趣不减。
特别是近几年来，他受丝漏版画的启发，把剪纸与
丝漏印花有机结合，并借鉴韩美林创作的彩印壁
挂，创出一番“布上乾坤”。

每逢遇到大事，比如奥运会之类，他都要精心
创作一件作品，表达自己的朴素情感。2008年，奥
运会在北京举办，他的作品《平安中国·和谐奥
运》，在全国迎奥运“东风颂”剪纸大展中，荣获
“金剪刀奖”。

今年，正逢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在山东举办，他又
精心构思，运用自己彩印花布的绝活，花了四个多月
时间，精心创作一幅《齐鲁之光 和谐十艺》，来表达
对艺术节的祝福，对家乡山东的美好祝愿。

这幅一米见方的彩印花布作品，以山东特色彩
印花布包袱皮为载体，以十艺节标志《祥和》图案
为中心，周边配以花草虫鱼等纹样做装饰，用剪纸
手法剪出彩印花布的线版，将剪纸与彩印花布工艺
融合，寄托着多种美好寓意，也呈现出山东传统文
化特色与沂蒙风情。

王滨介绍说：“中间图案是十艺节的会徽。周
围是花，外面涌动着泉水，以泉水和荷花为主创元
素，突出了‘泉城’济南的特色。中间四条首尾相
连的红鲤鱼，寓意着连年有余；四角又各有一只河
蟹，意为‘和谐十艺’，所以取名叫《齐鲁之光
和谐十艺》。”

整幅作品色彩鲜艳明快，风格土中见雅，表达了
勤劳质朴的山东人民对十艺节的殷切期盼与美好祝
愿，也让人深深感受到十艺节深入人心的巨大魅力。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以杂技的形式在戏剧舞台上讲《聊斋》故
事？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一次大胆尝试。
10月9日至10日晚，由省杂技团推出的大型魔
幻杂技剧《聊斋遗梦》在金奖演艺厅参加了十
艺节文华奖角逐（见右图），借助3D舞美全息
技术把聊斋故事搬上了杂技舞台。

“这部戏不像我们过去看的杂技，一个
一个的杂技节目，除了完全体现杂技技艺
外，更重要的是增加了艺术处理，让观众看
后不是揪心，而是在艺术氛围中观看高难的
杂技动作，也就是说杂技节目的艺术含量更
高了。”省杂技团团长姚建国说。

杂技与传统文化的融合

《聊斋遗梦》讲述的是一个书生与狐仙
凄美的爱情故事。书生与狐仙相恋却受蛇妖
的阻挠，判官徇私枉法害死书生，狐仙用自
己的灵丹救回书生，最终香消玉殒。该剧故
事细腻曲折，配合优美的杂技肢体表演，呈
现出一幅如梦似幻的画面。

谈到创作的缘起，姚建国表示，该剧的创
作灵感来源于2008年省杂技团在国际市场演
出的杂技主题晚会《东方神奇》。“《东方神奇》
曾在美国60多个城市商演，主创们看完录像
后认为其梦幻色彩非常适合演绎聊斋故事，
由此坚定了打造这部作品的决心。”

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该剧编剧冯双
白对杂技剧《聊斋遗梦》的选题非常认可，
仅文学剧本就修改了五六稿。“山东有着丰
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我们探索把传统的神奇
传说故事、山东省杂技团高超的杂技艺术以
及当代观众接受的舞台审美样式结合起
来。”

搬上舞台后，《聊斋遗梦》每周末在金
奖演艺厅演出，并在演出中不断地打磨提
升。“这部戏从剧情到演员表演、杂技技术
动作都作出了修改调整，还增加了威亚和皮
筋，使得整个剧情更清晰了，可看性更强
了。”姚建国表示，作为一台剧来讲，这部
戏的艺术氛围更浓了。

该剧由新版电视剧《红楼梦》作曲郭思
达担纲。“在选材上，我们借鉴了‘聊斋俚
曲’里的很多元素。比如说，体现市井的部
分完全运用了俚曲的原型音调。而狐仙、蛇
妖部分大量运用电子音乐，形成了强烈的反
差，这也是该剧的音乐特点。”郭思达说。

“上天入地”演绎魔幻《聊斋》

在杂技界，有“地上的不上天、天上的
不入地”的说法。“一般来说，杂技演员只
专练一门技术，不会混杂在一起。”导演张
弋举例说，“杂技中柔术的演员从来不上吊
环，但剧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在四个场景
中，能‘上天入地’表达情感。”

在剧中，饰演“书生”的郭庆龙，吊环与钻
圈、爬竿等项目都是“必修课”。尤其是在“地
狱受刑”情节中，他还要借助“皮筋”从高处俯
冲下来，这要克服极高的技术难度。“我以前
没有练过‘空中’项目，训练时吓得直冒冷汗，
尝试了几次之后才敢跳。”

张弋介绍说，省杂技团曾经有3个节目
获得金小丑大奖。“我们编排时的难题是，
重技术性还是艺术性？于是，在体现气氛的
节目中选择了‘组合拳’，把《空竹》、
《草帽》、《跳绳》等节目组合起来，最高
难度的《蹬人》在专门的篇章加以体现。”

经过多次打磨提升，该剧杂技技术动作
也有突破。姚建国说，我们紧扣主题、紧扣

剧情，引进威亚、皮筋来做一些杂技动作。
“‘红狐狸’原来是通过硬竿攀爬上去，改
动后借助威亚在软绳上迅速攀爬，然后俯冲
下来把蛇妖杀死，这是艺术、杂技与威亚技
术的完美结合。”

“只有高难度的杂技技艺远远不够，我
们要演故事，所以演员要同时具备肢体表
演、塑造人物的能力。”据姚建国介绍，为
了提高演员们的表演能力，剧团还特意聘请
专业老师教授形体、戏剧表演课程，对演员
进行了3个月的集中培训。

以精品剧目来开拓演艺市场

在创排过程中，省杂技团广纳人才，除
了冯双白、张弋、刘小荷等专家外，还以签
约的形式吸纳了80名杂技演员，成为剧目演
出的骨干力量。在剧中饰演蛇妖的丁嘉恒来
自广西柳州。

作为省内文艺单位转企改制的先行者，
省杂技团不仅有面向国内演出市场、海外市
场的多层次演出队伍，还尝试在创作和演出
中推行项目制，把《聊斋遗梦》打造成旅游
演出品牌。

“在《聊斋遗梦》推出后，我们期望能
够打造成固定的旅游演出剧目，在市场上有
更好的前景。”姚建国表示，“我们也考虑
推出‘经典版’的《聊斋遗梦》，在演员阵
容和舞台设计上重新打造，以适合‘转场’
巡演的需要。”

□ 本报通讯员 王 阳
本报记者 吴宝书

由菏泽市地方戏曲传承研究院创作排演
的山东梆子大型现代戏《古城女人》，10月9
日、10日在泰安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参加十
艺节“文华奖”评选演出。

“这部戏剧情悬念多，惊险多，故事贴近
百姓，看得懂，我天天来看，场场不拉。”这台
戏在菏泽市大剧院演出时，市民郭庆胜早早
就到剧场门前等候。随着细致的打磨和提升，

《古城女人》凭借其厚重的抗战题材、独特的
艺术视角和唱做俱佳的表演，赢得了越来越
多的掌声，这台戏也期望着在十艺节“文华
奖”角逐中，能够取得佳绩。

女主演10天瘦了近20斤

《古城女人》中女主人公的扮演者是国家
一级演员、省山东梆子“十大名演”之一的柷
凤晨。由她饰演的“陶贞兰”富有复杂的心理
变化，用一个普通女人的情感表现山东女人
的伟大，用一个小人物的情怀诠释大爱、大
悲、大情和民族大义，这正是山东梆子《古城
女人》最夺人眼球的亮色。

“接到这个重任压力很大，我深知演好陶
贞兰不容易，在剧中她是一个慈爱的母亲、温
婉的女人、威严的女主人，多重角色集一身而
每一方面都能诠释得活灵活现，这真是一个
不小的挑战。”接演戏份最重的A角，柷凤晨

特别忐忑，生怕演不好。
对这个一直拘束于方寸戏台的小演员而

言，以往面对的仅仅是最朴素的百姓观众，可
《古城女人》要登上的是中国艺术节，面对的是
苛刻资深的专家评委，对艺术的要求极为专
业、严格。“比如戏中陶贞兰和女儿痛苦分别的
一场哭戏，原来可能是哭的越伤心越好，撕心
裂肺就可以了，但从艺术的最高境界来讲，要
求是自然、合理，从内心深处发出的真实。”

“我现在终于知道‘一夜愁白头’的滋味
了，还不到十天，演戏的压力就让我的体重从
134斤下降到118斤。”柷凤晨说，自己已步入
中年，身材不免发福，可为了让角色更美、更
讨观众喜欢，几个月来，她一直坚持步行上下
班。“上班就从市区人民路走到牡丹路，一趟
得1个多小时；每周末坚持2小时锻炼，围着一
条2公里的道走12圈。”

当问到《古城女人》那些不为人知的幕后
故事，柷凤晨如数家珍地告诉记者同事们的
艰辛：剧组好多人的孩子今年参加高考，可他
们一心扑在这部戏上，在孩子最需要关爱、鼓
励的时候都顾不得回家；杨俊华团长的母亲
和岳母、岳父同时在医院住院，可他却没有守
在老人床前尽孝道，而是坚守在排练场；男主
角李健左手肌键受伤，却忍着伤痛坚持排练
一刻不拉，结果错过最佳治疗时期，只好开
刀……

打磨提升锻造艺术精品

“一台好戏来之不易，早在九艺节时，我
们就专程到广州观摩学习，回来后开始公开
征集剧本，最后选定《古城女人》并通过省文
化厅组织的专家评审，被列为全省60台重点
加工剧目。”菏泽市地方戏曲传承研究院副院
长、山东梆子剧团团长杨俊华告诉记者，被列
为重点打造剧目后,山东梆子《古城女人》的
主创们没有急着进场排练 ,而是先后邀请省
内外专家，召开了6次剧本研讨会。这期间，剧
本仅大的修改就有7次，小改处不下20多次。

《古城女人》在精心打磨中不搞大制作，
场面调度、灯光美术也不喧宾夺主，而是把
精力放在对背景配乐、配器的大胆创新上。
编排组在传统板胡、二胡等伴奏乐器的基础
上，加入大提琴、中提琴演奏，既保留了梆
子腔高亢激越的传统特点，又加入阴暗低沉
的色彩，两者相得益彰，把人物的情感衬托得
恰到好处。

杨俊华透露，进入冲刺阶段后，《古城女
人》仍不断按照专家、观众的意见进行加工提
升，包括一些剧情、舞美、台词上的细节问题
都做了更合理的修改。修改后的《古城女人》，
一方面，剧情设计更为合理、人物形象更加丰
满；另一方面，在唱词、念白上更符合山东梆
子的风格特色。

“能参加十艺节，是我们每个《古城女人》
工作者艺术生命的一个里程碑，无论是否拿
奖，我们都感到无限的光荣，只要全力以赴，
就没有遗憾可言。”言语中，杨俊华目光里透
出一丝坚定和自信。

以一个普通女人的情感表现山东女人的伟大，《古城女人》———

小人物的大爱情怀

巧剪彩印花布

迎十艺

1、10月11日晚，十艺节在济南省会文化艺术中
心大剧院开幕。开幕式后，演出开幕大戏吕剧《百
姓书记》。

2、剧目名称：杂技剧《聊斋遗梦》
演出单位：山东省杂技团
演出时间：10月10日晚场
演出地点：济南金奖演艺厅

3、剧目名称：儿童剧《向前 向前》
演出单位：青岛市话剧院
演出时间：10月10日下午场
演出地点：青岛市人民会堂

4、剧目名称：山东梆子《古城女人》
演出单位：菏泽市地方戏曲传承研究院
演出时间：10月10日晚场
演出地点：泰安文化艺术中心

5、剧目名称：民族交响音画《泰山》
演出单位：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
演出时间：10月10日晚场、10月11日下午场
演出地点：济南八一礼堂

6、剧目名称：吕剧《百姓书记》
演出单位：山东省吕剧院
演出时间：10月10日、11日晚场
演出地点：济南省会文化中心大剧院

7、剧目名称：黄梅戏《雷雨》
演出单位：安徽省黄梅戏剧院
演出时间：10月10日、11日晚场
演出地点：山东剧院

8、剧目名称：话剧《雾蒙山》
演出单位：河北省承德话剧团演艺有限公司
演出时间：10月10日、11日晚场
演出地点：青岛李沧剧院

9、剧目名称：歌剧《红河谷》
演出单位：中国歌剧舞剧院
演出时间：10月10日、11日晚场
演出地点：烟台大剧院

10、剧目名称：京剧《瑞蚨祥》
演出单位：山东省京剧院
演出时间：10月11日、12日晚场
演出地点：济南梨园大剧院

11、剧目名称：五音戏《云翠仙》
演出单位：淄博市五音戏剧院
演出时间：10月11日、12日晚场
演出地点：淄博剧院

12、剧目名称：说唱剧《解放》
演出单位：山西戏剧职业学院
演出时间：10月11日、12日晚场
演出地点：烟台牟平文化中心剧院

13、剧目名称：歌剧《土楼》
演出单位：福建省歌舞剧院、福建大剧院
演出时间：10月11日、12日晚场
演出地点：潍坊大剧院

14、剧目名称：秦腔《花儿声声》
演出单位：宁夏秦腔剧院有限公司
演出时间：10月11日、12日晚场
演出地点：德州大剧院

山东梆子又名“高调梆子”，简称“高调”或
“高梆”，主要流行于山东西南部的菏泽、济宁、
泰安等地的大部分县市，以及聊城、临沂等地区的
广大城镇乡村。

因流行区域的不同，山东梆子在各地称呼也有
所区别。如以菏泽为中心的，习称“曹州梆子”；
以济宁、汶上为中心的，称为“汶上梆子”或“下
路调”，总称“高调”，以区别于流行在鲁西南、
豫北、冀南的“平调”。1952年，定名统称为“山
东梆子”。

约在清代初期，山陕梆子流传到山东后，受到
当地方言的影响，逐渐演变成为具有粗犷豪放风格
的本地梆子。山东梆子唱腔高亢激越，慷慨悲壮，
具有突出的山东地域特征。

山东梆子的行当，大致分为红脸、黑脸(净)、
旦、小生、丑、老外等，表演粗犷有力。

过去经常上演的传统剧目有600余出，经原山
东省戏曲研究室挖掘记录的达440出。代表剧目有
《打金枝》、《骂金殿》、《曹庄杀妻》等，另有
一部分如《七错》、《挂门牌》等反映民间生活的
小戏。

相关链接

山东梆子小知识

以杂技形式讲述《聊斋》故事，《聊斋遗梦》———

在艺术氛围中“赏”杂技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9日讯 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创

作排演的黄梅戏《雷雨》，是十艺节“文华奖”参
评剧目之一，10月10日、11日晚，将在山东剧院连
演两场。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院长蒋建国今天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前来参加十艺节，我们当然
希望《雷雨》有很好的表现。我们同样看重这是一
个展示安徽文化的机会，也是一个与山东戏剧界、
与全国戏曲同行交流学习的机会，希望能通过交流
借鉴为地方剧种的提升寻找机会和空间。”

黄梅戏《雷雨》的主创人员提前三天来到济
南，到达当天，有一位关心票房的演职人员前去十
艺节票务中心打听出票情况，“当时还仅剩一张
票。”这也让剧团上下非常高兴。

蒋建国还在剧中饰演周萍，也是剧中的男主
角。他曾获得过中国戏剧“梅花奖”，也获过中国
艺术节“文华奖”，尽管有如此高超的表演水准，
对于塑造周萍这一人物形象，他仍然说：“难。”

凭借着自己扎实的艺术功底，蒋建国一边借
鉴，一边体悟。他说：“黄梅戏在人物塑造方面很
有心得，一代又一代黄梅戏艺术家们积累了丰富的
表演经验，比如严凤英等人的表演，都留下许多成
功的范例。”

他还表示，借鉴了孙道临、达式常、濮存昕等
话剧演员塑造人物的方法。“此外经导演启发，我
反复对文本阅读和思考，也不断有一些新的理解。
周萍的性格中，有阴柔也有阳刚，有矛盾也有果
敢。他犯过错误，有纠结的成分，也有积极向上的
追求。从这些方面理解和把握，就能把周萍这个人
物塑造得丰满真实。”

至于为什么要把《雷雨》改编成黄梅戏，蒋建
国介绍说，关键还是为了黄梅戏的创新发展，“大
家比较熟悉的黄梅戏，往往是《天仙配》、《女附
马》几台大戏，或者是《打猪草》、《夫妻观灯》
等小戏，再就是《夫妻双双把家还》等几个经典唱
段。因此，黄梅戏也面临着题材、样式等方面的创
新问题，于是就有了黄梅戏《雷雨》。”

曹禺的《雷雨》，话剧、电影、电视剧等艺术
样式都有过非常好的呈现。蒋建国说：“其实这个
题材也非常适合黄梅戏，因为黄梅戏比较擅长于人
物的塑造，善于对人物情感的深刻挖掘和表现。”

为了避免出现“话剧加唱”的尴尬，黄梅戏
《雷雨》在造型、音乐、锣鼓等方面都致力于黄梅
剧种的个性凸显。他举例说，“比如造型方面，开
场时，大幕拉开，几组展示戏曲身段的人物组合出
现在舞台上，让观众第一感觉，这就是戏曲，而不
是其他。开场时打击乐的运用也很地道。”

为了凸显黄梅戏的艺术特色，音乐保持着原汁
原味的“黄梅”特色。作曲还特邀时白林先生，80
多岁的老先生是《天仙配》的作曲之一。为了让当
地观众不“隔”，故事发生地也被移到了徽州，
“背景是特色鲜明的徽派建筑，再加上曲是黄梅
的，一下子就把观众距离拉近了。”

10月8日晚，莱芜梆子《儿行千里》在济南百花剧院上演。该剧以反腐倡廉为题材，去年曾获得“五个一工程奖”。
□记者 房贤刚 报道

黄梅戏《雷雨》参评文华奖

为地方剧种提升

寻找空间

10月9日晚，杂技剧《聊斋遗梦》在省杂技团
金奖演艺厅上演。 □记者 房贤刚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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