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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再斌 报道
日前，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民政办、文化站、妇联、

团委等部门邀请红高粱庄户剧团为敬老院老人送去了丰富
多彩的文化大餐，深受老人们的欢迎。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本报实习生 于琳琳

中国艺术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徐培成，
担任原创民族歌舞剧《沂蒙儿女》的导
演，他同时还是本剧编剧之一。他说，我
出生在山东，我的老家与沂蒙老区水土相
连，血脉相通。沂蒙山的故事，沂蒙精
神，是我人生记忆中不可磨灭的情怀，也
常常是我艺术想象中不可抑制的冲动。

一次采风，让他了解到沂蒙人民抗击
日军的英勇不屈，深深体会到伟大的沂蒙
精神，同时也越来越多地了解到《大众日
报》的历史，了解到那些铅字背后，竟然
隐藏着那么多故事，有的还是惊心动魄。
这些故事互相交织，一个个画面在他的脑
海里闪回，纠缠在一起，有些混沌又有些
模糊。到底要写什么，要怎么写呢？在沂
蒙展览馆“《大众日报》吹号角”栏目
前，他灵感迸发，豁然开朗，有了：就写
《大众日报》在抗战中的重大作用。因为
文化是人的灵魂、信仰是力量的源泉，用
《大众日报》象征文化精神的传播，象征
民族精神的弘扬，象征党对人民群众的宣
传发动力量；用人民群众喜爱和保卫《大
众日报》象征人民对革命精神的响应，对
党的热爱，对人民子弟兵的感情，对抗战
的无私奉献。

这个灵感获得编剧孟凡林以及其他人
的赞同。剧本就顺着这个思路写下来。徐培
成说，他准备把《沂蒙儿女》拍成一台“新、
美、奇、特、精”的民族歌舞大戏，并计划用三
个月的时间呈现到舞台上。

表现伟大力量中的文化基因

徐培成导演介绍说，2014年11月9日，
与著名剧作家孟凡林先生一同驱车到了沂
蒙山区体验生活。“一周多的时间，我们先后
参观了沂蒙地区革命历史展览馆、沂蒙老区
抗击日寇的战斗场所及革命烈士的纪念碑
林等十几处景点；采访了当年参加过战斗的
老人亲属和他们的后代十多人次。讲解员的
陈述，老区人民的诉说，陪同人员的介绍让
我们激奋不己。尽管有些英雄事迹以前也学
习过，但亲临其景、实感真情，还是让我们一
次次流下了热泪。”

徐培成回忆，在参观学习采风过程
中，亲眼看到当年英雄的照片，历史记忆下
的一组组英雄事迹的照片和实物。在沂蒙地
区真的是村村都有“识子班”，村村都有英雄
模范，村村都有红嫂一样的英雄母亲，村村
都有说不完的抗击日寇的英雄故事……。

“自己一直在琢磨，沂蒙感人肺腑的英雄故
事太多了，同时表现沂蒙精神的作品也太多
了。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提炼一段什么样
的内容作为创作题材呢？”

他说，在采风过程中，他们看到了
《大众日报》在抗战中发挥的重大作用。
沂蒙展览馆中有这样一个栏目叫“《大众
日报》吹号角”。“此时的沂蒙山还活跃着另
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就是《大众日报》
社。《大众日报》作为党的喉舌，为宣传党的
方针政策、鼓舞人民的斗志发挥了重要作
用。大青山突围战斗中，《大众日报》社共有
17人壮烈牺牲，是大众日报历史上牺牲人员
最多，损失最大的一次战斗……”。“看过这
个栏目之后，我猛然眼前一亮，豁然开朗，
有了，就写大众日报在抗战中的重大作
用。我把想法同孟凡林老师一讲，孟老师
当即拍手叫好。”

后来，他们在山东演艺集团帮助下，
专门查找了《大众日报》在抗战时期的一
些重要资料，思路也不断完善和成熟起
来。《沂蒙儿女》的追求与指导思想越来

越明确，即是写中国优秀文化的伟大力
量、深入开掘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基
因，突出优秀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优秀文
化是民族的精神家园，讲述《大众日报》
宣传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们英勇抗战
的故事，弘扬中华民族英勇无畏前仆后继
保家卫国的牺牲精神，传播中华民族万众
一心誓保国土不容侵略的时代强音。

这样的思路也获得了各方面广泛认
可。

用民族的艺术样式来表达主题

题材和主题确定下来后，随之而来
的，就是用什么艺术样式去表达出来。徐
培成说：“我们确定要用民族歌剧来表现
这个题材。”

他说，自己今年68岁，曾经创作包括
合著的戏曲文本20多部，学戏演戏100多
出，导演和教学剧目也有20多台，作曲或
写唱腔的剧目亦有30多部，现在又在专门
学画中国戏曲人物画，还撰写了上百篇戏
剧评论文章。“总之，我这大半生只干了
一件事，学戏、唱戏、写戏、导戏、看
戏、评论戏、画戏……说白了我就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戏剧人。那么我为什么要参加
编剧和导演一部原创的民族歌舞剧呢？因
为我十分喜爱更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言传身
教，把吕剧更好地传承下去，把吕剧艺术
更好地弘扬开来。《洪湖赤卫队》、《江
姐》、《白毛女》、《刘胡兰》、《小二
黑结婚》等广大人民群众喜欢听、喜欢唱并
流传至今乃至成为民族经典的民族歌剧。这
些民族歌剧开创了中国歌剧艺术的先河，陶
冶并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为中国舞台艺术
的发展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与此同时，戏剧
界存在崇洋媚外的现象，贬低民族歌剧，为
此，我才要搞一台强化突出民族特色、山东
风情的原创民族歌舞剧。”

徐培成对这台民族歌舞剧有着明确的
设想。首先，要讲好抗战时期山东人中国
人崇信《大众日报》、保护《大众日报》

的传奇故事。其次，要用山东民歌尤其是沂
蒙民歌和山东梆子作为歌剧音乐创作的基
本元素，全面调动各种音乐手段，强化歌剧
结构的交响性、突出浓郁的民族特色与风
格。第三，舞蹈设计要充分发挥山东民族舞
蹈的多元样式的特点，以及现代舞、戏曲舞
蹈武打的技巧和语汇来营造全剧的情境及
氛围。舞蹈需要突出技巧性仪式性与观赏性
的民族化。最后，还要特别注重戏剧叙事、音
乐表现与舞蹈表达的整体性和结构性，三者
有机统一、互为依存、相映生辉。

为此，全剧现在文本上写了20多个唱
段，设计了11个大场面的舞蹈场面。徐培
成说：“这些艺术创作手段的设计都是为
了强化全剧的观赏性，让广大观众在艺术
观赏中去体味感悟剧中英雄的家国情怀牺
牲精神，去思索考量自己的人生价值取
向，让人们在艺术享乐的审美娱悦中得到
启迪与教育，力争让民族艺术寓教于乐的
功能效果最大化。”

要具备新美奇特精的特点

具体而言，在徐培成看来，《沂蒙儿
女》要具备“新、美、奇、特、精”的特
点。

“新”是指用全新的艺术视角诉说沂
蒙新故事，用全新的舞台表现方式和艺术
手段表现富有时代精神的民族精神，用全
新的音乐旋律、舞蹈样式表现充满中国人
骨气、豪气的情感世界。

比如，全剧主题歌，是全戏的主心
骨，更是全戏的魂。要充分调动各种手段
重点突出，给全剧营造好氛围，让观众留
下深刻印象。全剧以民族唱法为主，也可
根据剧情的矛盾推进情境引入美声或通俗
唱法的演唱技法。一切音乐与唱段的介
入，不论是歌谣体还是板腔体的创作方法
都要以塑造人物完成主题而运用。徐培成
说：“总之要创作出具有浓郁山东风情，
山东味儿十足的音乐与唱段。力求好听、
好学、好唱、好流传。力求简洁明快、旋

律性强。音乐与唱段要坚持传统与时代相
融合，增强艺术审美的新鲜感。”

舞蹈的创作与设计也要以全新的创作
理念，充分发挥山东民间舞的特色风格，
强化时代气息，在技巧与节奏上下功夫。
“要有群舞，也要有单人舞、双人舞、亦
可能根据需要出现边舞边唱的情境。力争
样式新颖别致。”

至于“美”，主要是指全剧要突出山
东人、沂蒙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誓死
保卫国土家园敢于牺牲的崇高品德之美。
这是中华民族最大的美，在这一前提下全
剧要在强化纯真质朴的夸张、唯美浪漫的
变形上下功夫。力求音乐唱段美，舞蹈组
合美，山美水美人物更美。

在“奇”与“特”方面，“奇”在创作的艺术
呈现样式与别人不一样，“特”在与大歌
剧、大舞剧，还有尚未成熟的中国音乐剧
不一样，我们就是要做这一个新奇特殊的
艺术呈现方法、特别特的歌舞剧，带着山
东人浓烈的家园情怀、山东人浓郁的家乡
风情、山东人喜欢听的旋律、山东人喜欢
看的舞蹈形式，充分展示山东人的独特风
采。

徐培成说：“剧中我们特别设置了一
个喜剧型的老太太角色，这似乎与传统
的、正规的大型歌舞剧样式不太协调。但
我们在采风和研究资料时，确实看到了沂
蒙人乐观幽默的生活态度和执着坚韧的生
存方式。再崇高的精神也有诙谐，再艰难
的生活也有快乐，这就是事物的辩证性。
当美声与流行二重唱的时候，也会碰撞出
奇特的光彩。这就是我对‘奇’与‘特’
的解释与追求。”

他预计，可能有人会说，这是非驴非
马的四不象。不过，他早已经想好了反驳
的词，“我说非驴非马的骡子更有劲。”

“精”，则是指精益求精。徐培成
说：“广大人民审美标准的提升要求广大
艺术工作者必须打造精美、精致、精尖、
精妙的剧目，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
烈欢迎。”

排一台新美奇特精的歌舞大戏
——— 访原创民族歌舞剧《沂蒙儿女》导演徐培成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本报实习生 于琳琳

3月11日，由省文化厅、山东演艺集
团、山东歌舞剧院重点打造的原创民族歌
舞剧《沂蒙儿女》，正式在济南建组。这
台剧目通过描写沂蒙革命老区齐家村大凤
一家为保卫《大众日报》英勇牺牲的感人
故事，通过表现文化在抗日战争中所起到
的引领作用的独特角度，弘扬沂蒙精神，
张扬文化力量。

今年，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该剧将正
式与观众见面。省文化厅副厅长王廷琦表
示，一定要瞄准一流目标，坚定信心，凝
神聚力，科学投入，强化保障，确保把这
台歌舞剧打造成精品佳作。

“三少一多”凸显艺术特质

中国戏曲研究会会长薛若琳认为，无论
哪种戏剧形式，编好故事，戏就成功了一半。
目前看来，歌舞剧《沂蒙儿女》有了一个很高
的起点，因为已经创作出非常好的剧本。

薛若琳说，《沂蒙儿女》以《大众日
报》为主线，并以“文化引领”作为独特
的视角贯穿始终，故事内容非常完整，人

物性格非常鲜明，矛盾冲突环环相扣，故
事情节感人至深，是主创人员深入沂蒙山
革命老区，采访参加抗战的老兵后代及亲
属，掌握第一手资料创作而成的，故事扎
实，深入人心。

薛若琳说，歌舞剧呈现出“三少一
多”的突出特点。所谓“三少”，一是抗
战题材的歌舞剧少；二是故事内容以一张
报纸为中心，围绕《大众日报》的保卫和
破坏展开故事情节，这类题材无论在哪个
剧种中都是少之又少。三是兼容歌舞类戏
剧少，一般是纯粹的歌剧或舞剧，歌舞剧
包容在一起的戏剧形式少，《沂蒙儿女》
追求以歌舞演绎故事，从而具备了独特艺
术视角和艺术品质。“一多”，则是指民
族元素多，该剧包含20个唱段，11个舞蹈
单元，融合了山东民歌、山东梆子、山东
民间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其中舞蹈又表
现为单、双、群舞等。这些元素糅合在一
起，无疑将让该剧呈现出浓郁的民族特
色。

薛若琳表示，对于歌舞剧《沂蒙儿
女》的艺术期望，就是其真正实现“民歌
与戏曲相结合，群舞与单舞相结合，叙事
与抒情相结合，情景与诗意相结合，质朴
与传奇相结合，粗犷与细腻相结合，朴实
与夸张相结合”，实现导演徐培成追求的

“新、美、奇、特、精”。
“主创人员阵容强大，很多都是国内

一流的艺术家，这样的强强联合，相信能
将这台歌舞剧打造成一台经典剧目。”薛
若琳说。

剧目质量和运行都要成典范

省文化厅副厅长王廷琦认为，经过反
复论证，选择歌舞剧《沂蒙儿女》作为冲
刺艺术高峰的项目，是有充分理由的。
“这台抗战题材的大戏弘扬民族精神，具
有时代性、民族性、中国文化内涵，艺术
视角独树一帜。”

王廷琦说，好的题材为成功奠定坚实基
础，但要实现打造精品的目标，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有很多困难要不断发挥聪明才智去
克服。

他表示，这台歌舞剧的创作，一定要
有充分的勇气、豪气、底气，去冲刺民族
歌舞剧艺术最高峰，山东歌舞剧院要凝神
聚力，建设一流团队，推进项目运行，
“《沂蒙儿女》首先要成为省内一流作
品，并力争在2016年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
上获得佳绩。”

王廷琦同时表示，在打造一流剧目、
为剧组运行提供高水平服务保障的同时，

还要保证剧组各项工作安全有序、廉洁规
范，“不仅成为精品佳作打造的样本，还
要成为剧组规范廉洁运行的典范。”

演员集体到沂蒙山区体验生活

山东演艺集团董事长段雨强介绍说，
这部歌舞剧，酝酿了近一年时间后，去年，主
创人员亲自去沂蒙山区体验生活，随后投入
剧本创作，经过专家论证、修改，迄今为止已
经三易其稿，“已经初步具备了打造具有一
定高度的力作的基础。”

他认为，“说一千道一万，拿出好戏
给人看”才是硬道理。正是为了拿出好
戏，《沂蒙儿女》组建了一个强大的主创
团队，中国艺术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徐培成
担任导演，著名剧作家孟凡林担任编剧，
此外著名作曲家朱一文、山东艺术学院舞
蹈学院院长赵宇、南派武生传人黄幼鹏、
著名灯光设计师蒙秦等高手也都纷纷加
盟，担任该剧作品、舞蹈设计等工作。

山东歌舞剧院院长王彬林表示，将组
建一流的艺术表演队伍，以最饱满的创作
激情投入到排演中，“为了让演员们更好
地理解剧情，体会人物的心理和情感，3月
12日起，剧组将前往沂蒙山体验生活，为
排练做好更扎实的知识和情感储备。”

围绕保卫《大众日报》展开故事情节

《沂蒙儿女》：张扬沂蒙精神中的文化力量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本报通讯员 王军

“晴和天气日初长，斗芳菲春花满放。俺只得就芳尘
逍遥前往……”胡琴咿呀，铜锣响亮。３月２日，走进惠民
县姜楼镇西牛村，一阵阵悠扬的乐器声伴随着清脆悦耳的
戏曲声弥漫在村里文化广场上空，众多观众热情高涨，不
时爆发出阵阵喝彩。

正在演出的是惠民县姜楼镇沙赵村曹曰峰、西牛村牛
兴亮等１６人组成的庄户剧团。从农历的正月初五到正月十
六，这１６人的庄户剧团一天两场，在全镇２０多个村庄巡回
演出，《钓金龟》、《智斗》、《秦琼卖马》、《打龙
袍》等折子戏选段，让村民们饱了眼福。

“从２００４年开始，我们每年都组织闹元宵，以前
就是村里几个好事的凑在一起，穿着普通服装，简单清唱
几个小段。”曹曰峰表示，但现在村民们的“口味”在变
化，“我们凑了１０万元买道具服装，凑了２万元请老师
排练折子戏，自己开车去村里免费演出，连饭都不在村里
吃……”

在戏剧演出时，演员需要戏服和一些道具，而一身凤
冠霞帔的戏服，便宜的也得几千元。曹曰峰就把剧团成员
集合在一起，把穿戏服演出的想法和大家一说，没想到得
到了大家一致支持，“凑钱买服装道具”。曹曰峰带头拿
出２万元，这样你３０００、他２０００……１６人凑齐了１０万元。

河西马村的马广玉，今年７１岁，收入就是靠种地，但
也执意拿出１０００元钱交给曹曰峰，“自己存钱也没有用，
就是为父老乡亲们作点贡献。”于是，曹曰峰带着凑的
钱，到淄博购买了折子戏所需要的乐器、服装、头饰，每
人一个拉杆箱装自己的行头。

但是，“剧团人员”以前大都是自娱自乐，没有上过
正式舞台，演出水平自然参差不齐。去年腊月，曹曰峰就
联系滨州市京剧团聘请专业人员，给大伙儿培训了两周。
从服装穿着、化妆、形体、步调、唱腔，甚至一个眼神和
表情，大家都得到了精心指导。

“我们的培训每天９点开始，下午５点才结束。只要演
员家里没有事，他们都会按时到。有一次，牛兴亮一个音
调把握不准，晚上９点多还跑到老师那儿请教音调。”曹
曰峰说，“想不到京剧有这么多东西要学，每堂培训课下
来，大家都有收获。”

尽管他们没有经费，没有演出费，演员们的热情却是
高涨。从正月初五到十六，演员们自己开车巡回２０多个
村庄进行演出，行程１０００多里。“马本林、牛兴亮不
喝酒，就让他们两个当司机，面包车是自己的，我提前让
他们加满油了。”曹曰峰说，“有时候唱戏和地里的农活
发生冲突，大家就先安排好。”

据介绍，新唐村的张福增养了８０多只羊，他出来唱
戏，羊的喂养全交给了妻子一个人，累得老伴儿腰酸腿
疼，可演出一场也没耽误。肖淑华感冒，孩子们让她在家
休息，她晚上输液，白天继续唱戏。在春节演出期间，整
个剧团２０多个人，没有一人耽误演戏。

庄户剧团演员们的付出，受到了村民们的热烈欢迎。
曹曰峰回忆说，“扎戏台需要音箱、固定舞台，一家五金
电器的老板免费给剧团提供一切用品。去王集村演出时，
一家饭店的老板义务开着自己的客车送演员到村里。在董
李村演出时，一位８０多岁的老人硬是把两包糖放在了演员
的行头箱里。这位老人说，‘你们开车这么远来免费演
出，不吃村里一顿饭，这两包糖是我的心意，你们就收下
吧’”。

１６名戏迷凑钱排戏闹元宵

在全镇２０多个村庄免费演出

□记者 于国鹏 通讯员 赵兰峰 报道
本报临清讯 “风萧萧路漫漫，星光惨淡，不觉得月

上东山……”国家二级演员，临清京剧团业务团长陈红娟
高亢悠扬的唱腔博得群众的阵阵掌声。3月3日上午9点，
春寒料峭，临清京剧团舞台车开到了临清大众公园南门广
场，京剧团与一家银行合作举办了一场庆元宵京剧专场，
《文昭关》、《杨门女将》、《绣红旗》……临清京剧团
的演员们为群众演出了传统、现代京剧折子戏专场，吸引
了600多名群众前来观看，营造出良好的京剧文化与企业
形象宣传氛围。

这是临清京剧团大力开展文企联姻演出活动的一个场
景。近一年来，临清京剧团舞台车行走在城市的广场、公
园，开展活动20多场。开展文企联姻演出活动，只是临清
京剧团见缝插针的赶场，临清京剧团演出的重头戏是市里
组织的文化下乡惠民演出，京剧团舞台车一年中穿行全市
16个镇办，演出京剧专场100场，把艺术和欢乐送到了群
众之中。现在，临清不少群众更乐意把该京剧团称作“大
篷车京剧团”。

作为京剧之乡，京剧在临清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临
清市京剧团是临清倾力打造的一个文化品牌。临清市京剧
团于2006年11月13日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巡营》、
《女起解》、《探皇陵》、《望江亭》四台经典折子戏。
一个县级京剧团能够登上全国戏曲最高殿堂的舞台，这在
长安大戏院的历史上也十分鲜见。为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
求，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自2013年以来，临清大力
开展免费送戏下基层活动，市财政按照6000元/场的补助
标准购买公共服务，发放免费送戏下基层补助资金。临清
市京剧团“送戏下乡”的足迹走遍了全市16个镇办事处。
“现在，临清京剧团迎来了政府支持、群众喜爱的好时
期，团里演员阵容强大，京剧团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大
篷车京剧团’，这是群众对京剧团演出的肯定和称赞。”
团长马士利说。

今年自年初开始，临清京剧团继续开展文化下乡惠民
活动，到2月底，已深入两个镇演出15场京剧专场。截至
目前，临清京剧团下乡为群众演出220多场，演出节目
3000多个。

大篷车京剧团行走城乡送艺术

反映伟大沂蒙精神的艺术作品数不胜数，民族歌舞剧《沂蒙儿女》将增加一个新的艺术样式。图为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蒙山沂
水》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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