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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本报通讯员 王 军

京腔阵阵、丝弦悠悠……１２月２２日，恰逢
冬至，室外气温已经到了零下几度，惠民县姜
楼镇王集村文化大院里却是热闹非凡，年轻
人替父母搬着小板凳抢占了中间的位置，有
的直接坐在了自家的三轮车上，容纳２００多人
的小广场已经是“满满当当”。

人群中间，一位６０多岁的老人身着戏服，
正在铿锵有力地演唱《甘露寺》，一招一式颇
有明星范儿。到精彩处，不少村民随着韵律节
奏，轻声地和唱。“他们在这一片儿可有名

了。”前来看戏的村民张秀芬告诉记者，每次
他们有演出，村民们一个个都结伴来看，这是
她今年第二次听他们唱戏。

张秀芬说的“他们”是姜楼镇京剧协会的
成员。他们都是当地的普通农民，但有一个共
同的爱好：戏曲。１０年前，他们聚在一起成立
了京剧协会，在给村民送去精彩演出的同时，
对传承弘扬京剧和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作
出了积极贡献。

据介绍，姜楼镇京剧协会起先是由马本
林、闫风贵、崔明亮、牛兴亮和曹曰峰等五个
人发起组织的，如今已经发展到３０多人，年龄
最大的７４岁，最小的１８岁。他们以唱京剧和演
出当地非遗“东路梆子”为主。

２００４年，也就是京剧协会刚成立的那年
冬天，马本林等人到王判镇村村民家里贺喜
演出，到了晚上１０点多，村民们还是不愿意离
去。“记得当时有村民说了一句话，对我触动
很大，他说‘俺们村要是天天有喜事就好了，
那样就可以天天听你们唱戏了！省得整天凑

一起打麻将。’”
说起这段往事，马本林表示，“这几年农

民的日子好过了，但村民的文化生活匮乏，文
化活动的范围也很狭小，不是打扑克就是玩
麻将，有时候甚至进行赌博。我们能不能和明
星一样作个巡演，全镇村庄挨个轮流演出，在
自娱自乐的同时也丰富一下村民们的文化活
动呢？”

于是，马本林就和协会成员进行了交流，
大家一拍即合。１０年下来，他们基本上每周一、
三、六准时赴周围村庄义务巡演，每年演出１００
余场，全镇１１８个村庄都留下了他们的声音。有
时候，他们还到附近的乡镇义务演出。

在演出传统戏的同时，京剧协会还挖掘
当地典型，把各村的人和事编成节目，真实生
动地反映当地农民在生产生活中的喜人成果
和对勤劳致富、贤孝和谐的讴歌。其中，牛兴
亮自编自唱的东路梆子《赞家乡》，还获得了
滨州市表演二等奖。

京剧协会成员路洪光６０多岁了，晚上有

时演出到１１点，他还得骑电瓶车赶２０多里回
家，但没有一丝一毫的怨言。“我们协会里，大
多都是老年人或中年人，所有演职人员没有
任何报酬。但不管排练时间多长，演出多么辛
苦，大家都觉得这是自己喜欢干的事儿，也愿
意义务演出。”

由于是义务演出，演员们得不到一丝一
毫的报酬，但吃饭、交通、服装、乐器也是
一笔不小的开支，马本林这些年来平均每年
花费３万元。“演员们都是义务演出，但有
时候协会还有些必要的开支项目，这些钱我
们不能让演员们出，这多亏了我们５个人家
里开着绳网厂，家人也支持我们演出，这
１０年来３０万元的费用，都是我们５个人
分担的。”马本林说。

除去满足群众文化生活外，马本林等人
还把“传承”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跟镇上的小
学结成对子，开展京剧艺术进课堂，协助学校
培养京剧后继人才。“现如今，我们镇的中心
小学，已有３０名小学生会唱京戏了。”

5农民１０年为群众义务演出上千场
平均每年花费３万元，１０年5人出资３０万元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本报通讯员 仇冠男

“别看他今日把状元做，他做朝廷，爹
娘也是他头上的天……”12月22日上午9
时，在茌平县冯官屯镇业官屯村文化大院前
的广场上，茌平县京剧团准时上演经典豫剧
《清风亭》。戏剧结尾处，老乞丐张元秀含
泪倒下的一瞬间，台下好多名观众都低头默
默地擦了擦眼角。

“俺就喜欢张元秀这个角色，演得够味
儿！那台词说出来俺都觉得心疼得慌。”看
着字幕上打出的“本剧终”，坐在三轮车上
看戏的业官屯村村民王大爷脸上写满了意犹
未尽。

走上流动舞台车，踏进用帘幕遮挡的后
台，饰演张元秀的把欢乐刚刚脱下戏中所穿

的黄色长衫。细看他的妆容，眉心深处的两
道白色短线颇引人注目。“这是戏里饰演老
年人的专用妆。”把欢乐一边解释一边打来
热水洗脸卸妆。

卸下妆容的把欢乐是一个面容精干的男
子，来自河北沧州，现在是剧团的业务团
长。“我爸特别喜欢戏曲，从小在他的影响
下，我就对唱戏特别感兴趣。”１０多岁的时
候，把欢乐便被父母送到戏校学习戏曲。从
１９９８年来到茌平县京剧团开始，他便和茌平
结下了缘。

“最开始，我们剧团是唱京剧，但后来
改唱豫剧。”作为聊城市唯一一家县级剧
团，茌平县京剧团坚持送戏下乡已有１０多年
历史。把欢乐告诉我们，“最初到村里唱
戏，戏台子都得自己搭。二十多根钢管，三
块帘幕，就成了一个临时戏台。”

把欢乐说，现在剧团每年都要下乡演出
４００多场。“没有后台，演员们就自己用布
支个帐篷；没地儿睡觉，随便拿稻草往身子
底下一铺就是张床。条件艰苦的时候，就是
靠着对戏曲的热爱才撑了下来。现在好了，
有了省里配的舞台车，方便了不少。”

从东往西，由南到北，几年时间下来，
京剧团的脚步走遍了茌平县６００多个村庄。
“有好多村子都唱过不止一遍，村民听了一
次之后都说好，隔了半年就又把我们请过去
了。”作为一名演员，把欢乐最快乐的就是
听到台下群众热烈的掌声，“剧团收到过近
１００面锦旗，大家都夸我们。”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京剧团“生意”相
对冷清的时候。作为团里骨干的“老把”，
便会带领团员一起排演新戏。“剧团现在有
２０多个演出剧目，今年新增了《屠夫状元》

和《三子争父》。”把欢乐很清楚，对剧团
来说，剧目更新至关重要。

去年，年逾不惑的老把主演武戏《盘肠
战》，但里面有大量的武打桥段，他已不适合
再做大幅度动作。于是，他收下了自己的第一
个徒弟，刚刚艺校毕业入团的张浩龙，并将那
一场戏手把手地教给了徒弟。演出时，“老把”
站在后台，红着眼眶使劲儿鼓掌。“我们老了，
看着团里年轻人越来越多，戏也演得越来越
好，自己心里也算是有个盼头儿。”

“再忙也不能忘了练功夫。”这是把欢
乐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现在的他，每天
依然６点钟起床，练嗓、踢腿、练身段，基
本功的训练一天也不少。他说自己最大的心
愿，就是带着团员们多排几部新戏，“让群
众多看点儿新鲜的，让他们看得满意，这比
什么都重要。”

一个县级剧团一年下乡演出４００多场，业务团长姓把名欢乐———

最快乐的就是听到台下群众的掌声

□贾鹏 报道
本报乐陵讯 12月18日，乐陵市朱集镇李胡马村宽

敞的超市门前热闹非凡，流动舞台车的四周围满了人，戏
台上，河北梆子剧团表演的剧目《蝴蝶杯》引来群众阵阵
喝彩。“太好听了，太过瘾了！”70多岁的李春生大爷高兴
地说，听说河北梆子剧团又来送戏下乡，他和村里的乡亲
们一大早就赶来了，附近几个村的村民也大老远赶来听。

“这个剧团唱得好，也容易看懂，希望以后能经常到我们
这里来演出。”

“从今年1月到现在，我们已经辗转了16个乡镇街道，
连续演出了100场，观众达6万多人次。”乐陵市文化馆副
馆长贺洪福说。这次送戏下乡活动由市政府买单，抽调河
北梆子剧团和市文化馆的部分专业演员组成演出公司，
并由政府补贴，编排河北梆子名段，利用“流动舞台车”在
该市16个乡镇（街道）巡回演出，把一出出精彩的戏剧送
到农民家门口，让乡亲们尽享丰盛的文化“大餐”。

据贺洪福介绍，送戏下乡的演员有20余人，一般上
午8点多，流动舞台车就开进村，开始搭台，9点开演一
直演到下午5点，演员们才拆台卸妆回家。一年365天，
演员们一半的时间在乡村，酷暑盛夏烈日炎炎，演员们
冒着高温演出，戏曲特有的表现形式，要求花脸演员无
论多热都要穿上衬袄，一场戏下来，有的演员的衬衣都
能拧出水来，而每年春节前后是演出最繁忙的时节，呼
啸的北风能把舞台上的幕布都刮烂，大家不顾寒冷，把
幕布换好继续演出，在寒冬季节，冻裂、磨破双手是常
有的事。

上午的戏演完后，演员们开始在后台卸妆，“如果
下午还上场的话，也只是简单卸，吃过饭后来不及休息
还要上台演出，只要老百姓愿意看、愿意听，再苦再累
也无所谓。”贺洪福说，演员们吃的都是大锅饭，由于
屋内没有地方吃饭，他们都端着碗拿着馒头在院子里
吃，有时热乎乎的饭菜吃着吃着就凉了。

乐陵：百场大戏下乡来

□李娟 报道
12月23日，垦利县文化活动中心的演员们来到渔洼村百姓大舞台，与该村的戏曲爱好者共同举办了一个戏曲专场，精彩的演

出赢得广大村民的阵阵掌声。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由省文化厅、大众报业集团

主办，省书法家协会协办，生活日报、省文化
馆承办的中国传统家训书作展，12月24日至30
日在省文化馆举行。本次展览由著名书法家欧
阳中石题写展名，我省120余位书法家共创作
170多件作品参展。

据主办方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发扬传统
家风、家训文化，促进新时期和谐家庭的健
康发展，由省文化厅、大众报业集团主办，
生活日报承办的“山东好家风”系列公益活
动于今年8月起陆续开展。生活日报对30余
位在山东出生或成长的有代表性、有影响力
的人物最具代表性的家风故事进行了为期1
个多月的连续报道，并先后举办了多场以
“山东好家风”为主题的书画名家走基层笔
会。本次展览也是“山东好家风”系列活动
的压轴之作。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2月16日，由省委宣传

部、省文化厅、省文联、省史志办、省档案
局、首都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欧阳中石书
中华美德古训展”全国巡展第一站在山东美
术馆开幕。展览开幕后连续几天的时间里，观
众络绎不绝，扶老携幼竞相前来观看书法大
家亲笔所书的“中华美德古训”，借以瞻先贤
法言，观大家笔墨，品古训风范，润道德情操。

据介绍，展出的74幅欧阳中石书法作品
有一段故事。今年5月，为弘扬中华传统美
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建
国65周年献礼，首都师范大学组织编写了
《中华美德古训》一书。本书选择中华传统
美德论著中最具代表性的古训六十则，分为
明德、修身、和合、兴国、大同五章，以

“德”统领，深溯德之本源，理清德之应用
与发展，将历代名家关于美德的名言整合一
体。全部古训皆由欧阳中石先生亲笔书写。
书稿的原作墨迹，即成为观众目前所看到的
展览内容。

展览举行开幕式时，87岁高龄的欧阳中
石先生亲登主席台致辞，他谦逊地表示：
“自己这次回到家乡办展，最希望听到家乡
人对自己作品的意见。”作为从山东走出去
的书法界泰斗、教育家和文化学者，欧阳中
石之所以深受齐鲁民众敬仰，既有同是家乡
人，为齐鲁大地培养出这样杰出的书法家而
自豪的因素，同时更因他们这一辈长者谦虚
敦厚的品质魅力。观众对“中华美德古训
展”的热捧，既有对欧阳中石先生敬仰的因
素，更因“孔孟之乡、礼仪之邦”润养千年

的敬先贤、崇美德的深层次社会心理。“中
华美德古训展”的书法作品，既体现“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的传统美
德精神，又顺应时代发展，受到“美德山东
人”的热捧自然而然。

应该说，文艺，尤其是民众所普遍热爱
的书画艺术，因其直观、形象、生动、少长
咸宜、雅俗共赏的特质，成为弘扬核心价值
观的优势载体。“中华美德古训展”在山东
美术馆的展出事实证明，将书法这一深受大
众喜爱的艺术形式与中华传统美德古训相结
合，既能让观众欣赏书法艺术，接受中华传
统美德的熏陶和洗礼，又能丰富大众文化生
活，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与弘
扬。这是展览的重大意义，也是展览带给文
艺工作者的重要启示。

瞻先贤法言 观大家笔墨
——— “欧阳中石书中华美德古训展”受齐鲁观众热捧

省书法名家同书

中国传统家训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张长青 报道
本报邹城讯 12月22日，邹城市举行上海河马动

画设计有限公司文化产业项目签约仪式，双方签订了
战略合作协议书和联合办学合同书。上海河马动画将
充分发挥其技术、资源、人才等优势，在公共文化服
务、影视产业教育培训、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与邹城
扩大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据了解，上海河马动画设计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
年，是目前国内最大的3D动画公司。邹城与河马动
画签约，旨在提升文化产业层次，加速文化突围，推
动经济战略转型。

上海河马动画

文化产业项目签约邹城

□陈方明 田娟 报道
12月22日，非遗传承人、滨州市沾化区利国实验

学校孙士民老师在向学生介绍当地民间艺术“虎斗
牛”的传承历史。“虎斗牛”起源于一个历史传说，
具有浓厚的民间特色，深受群众喜爱，其传承人孙士
民、闫如胜、张树华等人定期进课堂向学生传授“虎
斗牛”技艺。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盖智广 报道
本报垦利讯 “马大宝喝醉了酒，忙把家还，只

觉得天也转来地也转……”晚7点钟，垦利县郝家镇
孙家村东南角传来了悠扬的弹奏乐，伴随着器乐声
响，沧桑中略带幽默的嗓门在晚饭后的乡村夜空中分
外有穿透力。一位村民说：“老盖这腔调是越来越正
了，改天让他们一起到咱们村文化广场上喊两嗓子，
咱也仔细听听，跟着学学。”

循着琴乐声，顺着笔直的硬化巷道，记者来到了
老盖的家门口，只见五六个人在院子里吹拉弹唱，好
不热闹。见有人在门口，老盖索性提高了嗓门，唱得
兴致更高了。

院子的主人老盖全名叫盖齐全，是个老戏迷，不
仅喜欢听吕剧，更喜欢自己唱吕剧。“吕剧好学得
很，说的都是咱农家事儿，唱的都是咱农家调儿。”
说起吕剧唱法，盖齐全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这一
技艺的领悟。

说起与吕剧结缘，盖齐全表示自己是被“逼”上了
道。1965年，22岁的盖齐全在孙家村生产大队的倡导下
加入了文艺队伍。“当时我比较瘦小，没那么大力气干
农活，但是我的嗓子比较圆润，而且唱戏能赚工分，所
以大人们当时就把我推荐到了文艺队。”回想起当年学
习吕剧的情景，盖齐全仍是历历在目。经过几年吹拉弹
唱的练习，盖齐全对吕剧渐渐产生了喜爱，从《都愿
意》、《瓜棚记》到《王汉喜借年》，再到《李二嫂改嫁》，老
盖愣是唱得有模有样，受到了孙家村村民的喜欢。“那
时候俺和现在的明星没啥两样，到了哪儿都邀我来上
一段儿。”老盖说。当时他的“演艺事业”到了一个高峰，
以为这辈子就能靠嗓子吃饭了。

然而，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政策后，他的“演艺事
业”跌到了冰点。“生产队的文艺队伍解散了，各自
都忙活起了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吕剧也被大多数人搁
置在了一旁。”盖齐全说，农民没有了闲暇时间唱
戏，就连听戏的习惯也几乎不见了。

面对此情此景，老盖心里有一丝犹豫，但最终没舍
得扔，且对吕剧越来越痴迷。盖齐全告诉记者，当时自
己对吕剧的热爱反倒被其他人视为一种时间上的浪
费，偶尔还会因为自己唱戏声音过高招致别人的嫌弃。

“虽是这样，但我相信好多和我一样的老年人还是很喜
欢吕剧的，只不过没有条件去唱而已。”老盖说。

为了让老年人有自己的“娱乐天地”，2006年
初，盖齐全将自家的一间房子收拾了出来，还将十年
来攒下的3万余元买了化妆品、服装、坠琴、扬琴等
物品，愣是将自己的房间打造成了吕剧“练兵场”。
一切准备就绪后，老盖便挨家挨户地去找当年一起吹
拉弹唱的吕剧队友们，本以为会得不到支持的老盖第
一天便吸引了近二十人凑热闹，一时间，十几平方米
的小屋里热闹了起来。

这几年，乘着垦利县“村村唱戏村村舞”的东
风，老盖顺势在孙家村成立了第一个庄户剧团，如今
村里有60余名吕剧爱好者加入进去，适逢过节、活
动，都少不了孙家村庄户剧团的身影，一年下来，仅
是被邀请去参加的大型活动就有十余场，他们虽然没
有工资，却乐此不疲，越唱越有劲头。

盖老汉三万元

打造吕剧“练兵场”

□通讯员 张建锋 刘平成 报道
本报莒县讯 12月22日，莒县库山乡响场村年逾

古稀的老太太郝爱云接到通知，她本人的原创作品快
板书《钓鱼岛，中国的岛》，荣获山东省第三届银龄
风采艺术节曲艺类创作表演三等奖。

郝爱云今年75岁，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劳动妇女。她
自幼记忆力强，心灵手巧。早年通过参加“识字班”、上

“农民夜校”等培训学习，学会了读书看报写家信。
前段时间，日本右翼分子疯狂上演“购岛闹剧”

之时，电视上一直播放相关新闻，郝爱云老人义愤填
膺，她一气呵成写出了700多字的《钓鱼岛，中国的
岛》快板书词稿，闲暇之余约上村里6位老姐妹，以
自己的原创节目为主打，排练了5个歌舞节目，参加
乡、村文艺汇演，深受乡亲们欢迎。

郝爱云：乡村老太捧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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