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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本报实习生 张会敏

三年的时间里，这是省戏剧创作室推出
的第5部原创话剧。8月1日至3日，情感治愈
系话剧《把日子提前过》将在济南历山剧院
全国首演。这部聚集了济南小剧场话剧史上
最强阵容的话剧，也有望开启全新的话剧生
产模式。

据介绍，该剧将目光聚集到“老少恋”
这一敏感而脆弱的话题上，但与之前热播的
电视剧《大丈夫》不同，故事不是讲述男女
主人公如何力排众议走到一起，而是将主人
公婚后的矛盾和冲突激烈的展现在观众面
前，引人入胜，同时又让人思考。

对于话剧主题，导演李伯男解释说，

“‘荒诞照进现实，日子过成段子’，这句
话渗透出这部戏的两个风格，一是在表现生
活上使用很荒诞的一种笔触，一是在轻松幽
默地状态下进行表达，让观众在一个很商业
化的喜剧里体验人文关照。”

“我们不仅仅是表达老少恋这个狭隘的
观念，我们更多的是从一个人生苦短的角度
出发，让我们珍惜身边的人，重新界定幸
福。”李伯男说：“我们希望能把这部戏做
到艺术和商业相结合，让观众喜欢看的同
时，又有我们自己的戏剧艺术追求。”

除了有“戏剧界冯小刚”之称的李伯男
执导外，这部戏由国家一级编剧张积强、中
国话剧金狮奖获得者魏新联手创作，鬼才音
乐人丁于担任音乐总监，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桑琦负责舞美设计，并邀请省内优秀青年演

员担纲，最终促成了“最强阵容”。
省戏剧创作室主任张积强介绍说，在以

往的戏剧创作过程中，我们的院团在制作过
程中往往脱离市场，很容易造成“曲高和寡”
的局面，而民间剧团由于资金匮乏等因素，又
难以生产高品质的作品。因此，《把日子提前
过》创新性地采用了政府职能部门出品、专业
院团演出、商业公司制作运营的“3X”运作模
式，相信能带动市场下的话剧生产。

张积强表示，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根据
市场需求和定位来组织剧本创作，决定导演
和主演的人选，然后根据导演的意见组建舞
美团队，从而实现戏剧创作精品化、市场化
的目标。“该剧的推出，将有力促进省内外
创作资源的进一步整合，为本土原创戏剧的
市场之路作出有益探寻，进而进一步推动山

东戏剧品牌的确立。”
近年来，省戏剧创作室致力于探索小剧

场话剧的发展之路，不仅成立了集创作、制
作、交流等为一体的“耕·剧坊”戏剧工作
室，而且推出了《古宅幽幽》、《加油，不
完美小孩》等多部话剧。“这些作品，既是
为年轻的剧作家提供展示才华、把戏剧作品
搬上舞台的机会，也是在市场中探索和验证
戏剧的新样式，通过我们的力量去撬动市场
激活市场。”

“山东的话剧演艺市场逐渐由冷到热
了。”李伯男认为，“从本土艺术创作的产
量和国内舞台剧剧目来山东演出的频率，以
及济南舞台剧观众本身基数的增长等技术指
标来说，我觉得济南的戏剧市场已经达到了
一个火热的状态。”

省戏剧创作室推出情感话剧《把日子提前过》

“原创＋本土”，能否撬动市场

□ 刘玉堂

一出《李二嫂改嫁》风靡了半个多世纪！
其为何魅力永葆、久演不衰？一个重要的原
因，便是沾了题材的光，它反映和表现了一个
永恒的主题：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与该剧先
后，全国出现了一批同类题材的剧目，也都取
得了骄人的成绩，如沪剧《罗汉钱》、歌剧《小
二黑结婚》，评剧《小女婿》、《刘巧儿》等。这些
个剧目虽然都带有反对包办婚姻，宣传《婚姻
法》的意识形态特点，但作者的笔触还是能开
掘到事物的内涵，展示了封建婚姻制度下中
国妇女的遭际及命运。它们大都由著名作家
的作品改编而成，《罗汉钱》和《小二黑结婚》，
改自赵树理的《登记》和同名小说，《小女婿》
改自李健吾的话剧《青春》，《刘巧儿》则来自
生活中的一个真实事件“马锡五断案”。因一
般观众对《小二黑结婚》、《刘巧儿》和《李二嫂
改嫁》都耳熟能详，故不再饶舌。而青年朋友
恐不知《小女婿》与《罗汉钱》概念如何，我来
给你作介绍。

《小女婿》说的是：东北某农村，农村姑娘
杨香草与田喜相爱，遭其父杨发强烈反对；媒
婆陈快腿爱慕田喜，便趁机将香草说给急于

娶儿媳帮工的罗寡妇十一岁的儿子罗长芳，
杨发贪财允婚。三天回门之时，杨香草找区长
告状，有情人终成眷属。李健吾的话剧《青春》
创作于1945年，曹克英等在建国初将其改编
成评剧，由东北文协评戏工作组与唐山评戏
院于1950年在沈阳首演；1952年，东北戏曲研
究院评剧实验剧团再次加工排演此剧并参加
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轰动整个剧坛，一
举荣获剧本奖、导演奖、音乐奖，扮演杨香草
的韩少云则获表演一等奖。

小时从小喇叭里听该剧的片断，常与一
段山东快书相联系——— 说了个大姐整十七，
四年不见就二十一，找了个丈夫才十岁，不大
不小就差十一，这一天小两口一块儿去抬水，
一头高来就一头低，小大姐后边一使劲儿，把
小丈夫甩到了泥沟里……我以为说的是一件
事儿来着，结果还不是。

新中国成立前后，小女婿的现象在我家
乡也很常见，我本家的大侄子即是十一岁结
婚的。大人们听广播上唱《小女婿》时，还在那
里议论，小女婿也不见得就不好，你看人家刘
××不是过得挺好吗？唱得倒是怪好听！另一
个就说，这可难说了，刘××的媳妇偷偷哭了
多少回你知道吗？

多年之后，我至东北当兵，才真正领略了
《小女婿》的魅力。该剧在东北的认知度，与山
东人对《李二嫂改嫁》的熟悉相当，也是家喻
户晓、妇孺皆知，大人小孩的都能哼两口。那
年我至辽西“支农”，房东大嫂就专门给我唱
了一段“小河流水哗啦啦地响”，全段是：小河

流水呀还是哗啦啦地响，河边的柳树还是那
么样地弯。那一天薅草回来天色已晚，满天的
彩霞哪太阳它下了山。还记得与田喜哥在这
儿见面，我亲手绣荷包戴在他的胸前。订下了
终身事表明心愿，许多的知心话越说越甜。田
喜哥一定恨我不该把心变，怕的是他对我不
象从前。出嫁后我时时刻刻把他惦念，也不知
他怎么过的这三四天？无边的田野看他也看
不见……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至沈阳领《鸭绿
江》杂志社的一个小奖，终于看到了由韩少云
主演的《小女婿》。已是五十岁的韩少云风韵
依然，那段“小河流水”确实就不同凡响。为写
这篇小文，我翻阅有关《小女婿》的资料，看五
十多年前报端对其评价是“一段甜美抒情的

《小河流水哗啦啦地响》，风靡了亿万听众；韩
少云的表演典雅庄重、自然大方，一派大家风
范。”这也证实了我的看法。

说到韩少云，想起了杨振华说的一个相
声，相声的名字忘记了，但故事梗概还有印
象，说“四人帮”及其爪牙迫害一个叫“筱淑
云”的演员的故事。这个“筱淑云”就指东北三
大评剧名家筱俊亭、花淑兰和韩少云。而《小
女婿》即是韩少云的成名作和代表作。

几十年来，几乎所有的评剧院团都公演
过此剧，其中以中国评剧院筱白玉霜的版本
最为知名。此时，我又一边看着根据1958年筱
白玉霜的录音制作的音配像，一边继续写此
小文，真的是一种精神享受。该版本与韩少云
版稍稍不同，但影响更大。当年参与该剧的演

出者可谓大腕云集，除了饰演杨香草的筱白
玉霜，饰演田喜的魏荣元，还有饰演陈快腿的
喜彩莲、饰演田喜妈的喜彩春姊妹俩，及饰演
罗寡妇的鸿云霞，饰演区长的陈少舫等，都是
评剧流派的代表性人物。

该戏一开场，是罗寡妇求媒婆陈快腿为
十一岁的儿子作媒：咱们娘俩从前就在一个
村子里住，不是外人我才对你说说我的心腹，
自从长芳他爹入了土，撇下了我们娘俩人单
势孤，我那十几亩土地跟人家互助，我们没有
人工是有牲畜，家里的活浆浆洗洗缝缝补补，
挑水种菜做饭养猪，养一挂胶皮车是没有人
来照顾，你的兄弟岁数小正在念书，没人缺手
谁来帮助，累得我头迷眼黑一个劲儿的糊涂，
我实在受不了这些个苦，我心想给你的兄弟
娶上一个媳妇，娶一个大媳妇照看家务。我情
愿多把那彩礼出。这件事我求你辛苦辛苦。保
妥了媒我给你做上一件衣服。

而陈快腿暗恋田喜，又听说杨香草与田喜
闹自由恋爱，其趁机将香草说给罗寡妇的儿子
罗长芳，也是符合她的心理和情感逻辑的。

该剧的“河边定情”一场，特别有戏，将两
个农村青年，既爱慕，又不知如何表达的心理
表现得淋漓尽致，甜蜜、温馨，又羞涩、含蓄，
拿捏得十分到位。香草绣了一个荷包欲送给
田喜做定情物，去河边等他：香草荷包手中
拿，上边绣着一朵小红花，一面是字一面是
花，我送给田喜哥胸前挂，他当不上模范我就
不搭理他，绣不完我的心里话，怎么样才能送
给他……

《小女婿》与《罗汉钱》(上)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讯 第2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8月

1日在贵阳开幕。本次书博会山东出版集团10
家出版社将携3000余种图书参展，其中，每
家出版社都带去了自己的亮点图书。

据介绍，这些亮点图书包括山东人民出
版社的《家国情怀》、《大中华赋》、《唐
浩明文集》，山东文艺出版社的《中国当代
文学编年史》、《身份共同体——— 70后作家
大系》、《李看看的自习课之梦》系列，山
东教育出版社《中国文学发展史》、《汉字
文化新视角》丛书《杨鑫辉心理学文集》，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神奇的昆虫》系列
《萌妈快乐育儿日记》“肌肉健美系列”，
明天出版社的《笑猫日记》系列，齐鲁书社
的《孟府档案全编》(前集)《历代管子版本
丛刊》、《孔子家语通解》，山东美术出版
社的《盛世佛光 经典中国佛造像艺术》、
《中国名碑字贴全集》、《中国绘画史图

鉴》，山东友谊出版社的《论语诠解》、
《中国风尚史》、《中国经典诠解》(大字
版 )，山东画报出版社的《中国消失的文
字》、《美人心事》、《人只会老不会
死》，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的《中国汉画像
石粹编》(数字版)、《中华文化大视野》、
《中华民族生存状态全影像记录 服饰篇》
等都将在展会上与读者见面。在这些新书
中，有的是图书市场上的畅销图书，有的是
今年刚刚推出的各类重点出版项目。

书市上，山东人民出版社最新版图书
《家国情怀》、《大中华赋》以及山东教育
出版社的《汉字文化新视角》丛书等，将在
书市开幕当天在山东展台举行隆重的首发活
动。书市开幕当天下午，山东出版集团还将
邀请国学畅销图书《孔子家语通解》和《论
语诠解》的作者，著名学者、中国孔子研究
院院长杨朝明教授，在贵阳市孔学堂名人堂
举办“孔子思想与儒学精髓”报告会。

目前，集团年出版图书1万多种，音像
电子出版物100多种，获得国家出版“三大
奖”140项，36个项目入选国家“十二五”重
点，29个项目获得国家出版资金资助，9个项
目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近年
来，山东出版集团、山东出版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在图书出版主业发展上，加快向优质效
益型发展的转化。在一般书出版上逐步积累
形成了自己的优势板块，如明天出版社的
《笑猫日记》，总销量突破3000万册，连续
80多个月稳居全国少儿图书排行榜前列；山
东画报出版社的人文历史板块中，被媒体称
为开启中国读图时代，曾引发风靡全国的
“老照片文化热”的《老照片》，累积销量
超过600万册。另外，如山东人民出版社的国
学智慧系列、山东文艺出版社的教育发现系
列、山东教育出版社的教育史研究系列、山
东科技出版社的孕婴保健系列、齐鲁书社的
文化典籍系列等也都有不俗的市场表现。

山东出版集团3000余种图书亮相贵阳书市

□记者 房贤刚 通讯员 陈方明 报道
7月28日，沾化县富源街道马家村的王久平(前排左二)等民间艺人为附近村庄的留守老人和放暑假的孩子表演民间艺术节目。近来，富源街

道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受到村民们的欢迎。

□李可富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正逢八一建军节，济南籍著名书法家尚

福平向济南军区燕子山庄捐赠精品力作《千福图》（上
图），表达一位艺术家对富国强军“中国梦”的美好祝
愿。

这件作品历时近两年创作而成，由十幅宽50厘米、高
200厘米的条屏组成，每幅条屏上书写着不同时代和书体
的100个“福”字，共1000个“福”字表达出艺术家内心
的诚挚情怀。尚福平接受采访时说，自己一直非常热爱优
秀传统文化，对部队也怀有深厚感情，所以特别创作这样
一件作品进行捐赠，“艺术创作归根结底要服务于人民，
服务于社会。在建军八十七周年之际捐赠这幅《千福
图》，饱含着‘军民一家亲’的鱼水深情和我个人的美好
祝愿，祝愿我国在党的领导下，祖国和人民在人民子弟兵
的护卫下，早日实现富国强军的中国梦。”

尚福平出生于济南，师从篆刻大师齐燕铭和篆书大师
山之南。他的作品上世纪70年代曾入选华东地区书画展、
黄河流域书画优秀作品巡展及全国书法篆刻展。篆书百龙
图获文化部“庆香港回归十周年书画展”金奖，并被授予
“文化使者”荣誉称号。作品入编《中国当代艺术收藏指
南》、《光辉乐章》、《人民需要的艺术家》、《中国传
世名作收藏与鉴赏》等书籍。尚福平的书法作品巧于构
思，立意深远，以深厚的书法功力和多变的技法，融入作
品之中，内涵丰富，神韵流宕，劲骨内含，格调清雅，被
誉为“金石可镂、中华绝笔”。

书法家尚福平捐赠《千福图》

□ 刘玉堂

地方戏曲的剧本创作是方言写作的典范。而过去
的地方戏曲大都没有剧本，基本都是该剧种的代表性
人物口传身授的。用方言来口传身授，对剧本的记录
者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挑战或考验。方言里面还包括
“次方言”及“土语”。什么是次方言？这么说吧，
站在山东以外，管山东地面上的方言统称为山东方
言。而站在省内呢，就有胶东方言、沂蒙山方言，济
南方言、淄博方言，鲁西南方言等等，这其中的每一
种方言都叫次方言。

土语呢？我们经常将方言与土语连在一起说，但
我认为二者是有区别的。土语是一个比方言、次方言
还小的概念。如果方言是一方之言，是地区性的，那
么土语就是地点性的。特别是一些偏远的山区，三里
不同风，五里不同俗，山前的人说话，山后的人听不
懂，那些互相听不懂的部分就叫土语。

这就有一个对方言的认知和理解问题。比方说，
同是山东方言中的“卷”字，济南人与沂蒙山人的用
法和理解是不一样的。济南人说，“让我一顿好
卷！”意思是“让我一顿好骂”，沂蒙山人说卷，则
是“踢”的意思：“我把他狠狠卷了一脚”。

地方戏曲产生的土壤、由来、性质、特点，决定
了它不是殿堂式的或学院派的。它面对的是不识字的
文盲，从民间流传到口传身授，也都没有严格的文字
规范，而同一种方言的书写与叫法也有些许差异，这
都很自然、很正常，故而，我们对方言或土语的要求
是较为宽泛的，你知道它说的是什么物件、什么意思
就够了。比方同是“节流猴”，有的叫“节流鬼”，
有的写作“结刘猴”，没有谁在节流猴还是结刘猴的
问题上叫真或较劲。什么人叫真？刚识几个字的小
孩，老师写的是节流猴，爸爸怎么写成结刘猴呢？妈
妈告诉他，爸爸和老师不是一个地方的人，爸爸那里
叫结刘猴，是因为一个传说……

因此对地方戏曲戏词的引用，就有一个约定俗成
的规定：你可以探讨，可以质疑，但除了明显的错别
字之外，不准修改，更不准乱改！——— 这是常识。比
方《小姑贤》中，李氏女唱：儿媳我去烙油饼，婆婆
刁氏道：为娘不吃那个家。我认为这个“家”可能是
错别字，故而我在引用完了，接着写道，这里面的
“为娘不吃那个家”，我认为应该是“那个价”。这
是典型的山东方言，后边这个“价”，是语气助词，
没有任何含意，就像我们经常说的“甭价”、“没
价”、“成天价”一样。

不过，有人认定“为娘不吃那个家”中的“家”
是错别字。如果了解以上常识，还仍把“家”字当作
错别字来纠错，那就近乎无理取闹。还有“李氏女回
头去挖面”、“挖上小米捞干饭”，这里的“挖米、
挖面”也没有半点错误。但是有人非要改“挖”为
“舀”，否则即为错——— 要改了才是真错。为什么要
人家将挖米改成“舀米”？“舀”跟“挖”，都是拿
瓢去盛东西，动作差不多，但“舀”字，一般指装流
质的东西，我从没听说有拿瓢舀粮食类的。

已经演出过的剧本，可不可以改呢？可以的，那
要作者自己改，作者过世了，那也要版权所有者经过
一定的程序改，引用者没有半点资格和权力给人家
改。更何况硬要将“挖米”改成“舀米”这种，改正
为谬，遗人笑柄。

我是个用方言写作的人，喜欢并习惯用一些生活
用语或口头语。比方说一个小孩说话很利索，小嘴叭
叭的，编个小戏演它一家伙等等。非要说这样的表述
没听说过，有问题，错，建议多到街头巷尾走一走，
听听老大妈小伙子怎么说话。

为文章纠错的人，我一向都十分地尊重和敬
重，因为他们大都是有学问的人，一分的纠错，必
须有九分的知识做支撑，才敢纠的。但这里面有一
个前提，那就是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正确，
不能以无知纠有知，用错误纠正确。对于地方戏
曲，要充分了解其“地方”特性，连剧本都没见
过，就开始纠错，还一定让人家按自己的意见改，
那是偏执。

再回到“节流猴”和“结刘猴”的问题上，妈妈
告诉孩子，爸爸之所以写成结刘猴，是因为爸爸的老
家有一个传说。那孩子表示理解，噢，可以这么写、
也可以那么写。此类事情，大可到此为止。

关于地方戏曲戏词

的引用问题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菏泽讯 记者日前从菏泽市文广新

局获悉，菏泽市在市图书馆和牡丹区图书馆
正式启动“尼山书院”建设，并选择牡丹区
马岭岗镇穆李村、开发区岳城办事处许楼社
区开展乡村儒学讲堂试点活动。到2015年年
底，菏泽计划在各县区公共图书馆、企业图
书馆、民办图书馆陆续建成尼山书院，传统
文化底蕴丰富的乡、村(社区)建成一批乡村
儒学讲堂。

在图书馆里创办“尼山书院”，是我
省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的新
举措。为此，菏泽市图书馆邀请省亲情教
育系列活动中心专家举行首场国学讲堂讲
座，购买国学经典书籍，举办礼仪知识培
训班，放映了礼仪教育、红色电影等。

据介绍，菏泽市图书馆将在设施布局
上，做到“六个一”：一个统一标牌、一
尊孔子像、一个国学讲堂、一个道德展室
或展板、一个国学经典阅览室或阅览区、
一个文化体验室或活动区，并陆续开展以
经典诵读、国学普及、礼乐教化、道德实
践、情趣培养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活动，在
全社会增强国学氛围，强化图书馆以文化
人、以人育人的功能，使图书馆在提供传
统公共文化产品的基础上，成为教化人、
培育人、引导人的文化阵地和精神殿堂。

菏泽启动

“尼山书院”建设

□甄再斌 报道
日前，解放军某部为枣庄市薛城区陶庄

镇马公村送去了农业养殖、种植、文化等方
面价值6千元的书籍。驻陶解放军某部与后
进村马公村建立定点帮扶对子，积极支持和
参与陶庄镇经济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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