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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薄克国
本报通讯员 李 涛

一次精神的洗礼

12月7日，党性教育主题大型音乐情
景剧《誓言》在青岛市人民会堂上演。

《誓言》以“誓言”为主线，分序曲
《追寻》、《信仰弥坚》、《永跟党
走》、《奉献担当》、尾声《追梦》等五
个章节，叙述了中国共产党追寻真理和探
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苦卓绝，将党员干部
修身做人的基本遵循、用权律己的警示箴
言、干事创业的行为准则，生动、艺术地
展现在舞台上，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进一步
坚定理想信念、强化群众观念、忠诚干净
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本色。

作为大型音乐情景剧，《誓言》在舞
台呈现上采用了歌舞、情景剧等多种艺术
形式。应用了电影蒙太奇切换手法，以及
时空对话、心灵拷问等形式。同时，通过
LED显示屏和画外音呈现大量历史资料和
图片。主持人的解说词体现了每个章节的
主题、价值，充分发挥了教育意义。

来自岛城的机关干部和驻青高校大学
生1200多人观看了演出。“对大学生来
说，观看《誓言》是一次意义深刻的红色
之旅。这部剧的艺术形式十分新颖，向我
们鲜活地展现了共产党人的奉献和担当，
比以往通过文字学习更加直接，也更容易
接受。”青岛科技大学学生会主席于超接
受采访时说。“对我来说，以后要多为同
学们做实实在在的事，将感受到的红色精
神更好地传递给同学，让青春更加有意

义。”
“这次的节目编排非常好，对我们基

层党员干部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受教育
机会，可谓是一次精神的洗礼。节目中焦
裕禄、孔繁森他们的奉献精神让我深受感
动，有好几次都流下了眼泪。”青岛福彩
养老院副院长赵静茹说。

“这是我第一次通过舞台剧的形式了
解我们党的光辉历程。让我对党艰辛的历
史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尤其是重温入党
誓词，真的深受触动。作为一名年轻的党
员和公务员，剧中的一幕幕都在提醒着我
牢记誓言、扎实工作，在实现中国梦的路
上奉献自己的力量。”黄岛区泊里镇工作
人员梁士强说。

用音乐剧表现党性教育

“今年5月27日，我们产生了用创作
音乐情景剧来进行‘三严三实’教育的想
法，并得到了有关领导的认可。”说起创
作《誓言》的最初想法，青岛演艺集团董
事长、《誓言》总导演黄港说。

通过创作音乐剧来开展党性教育，这
在全省尚属首次，主题思想的选择上要十
分慎重。在多位主创人员思路碰撞后，大
家决定以入党誓词为主题来撰写这个剧
本。“誓言教育是党性教育的核心内容，
是‘三严三实’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这
个剧目以入党誓词为主题，以我党诞生、

发展、壮大的历史为线索，以发生的历史
事件和人物为点，这样就能做到点、线、
面的结合。”青岛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
说。

主创人员利用文史资料和发生在青岛
的历史史实、人物故事，很快创作出《誓
言》的青岛版本。青岛演艺集团拿到剧本
后，召集上百名文艺骨干，用舞蹈、歌
曲、情景剧等多种艺术方式将其呈现。

青岛版本的《誓言》在小范围演出
后，得到观众认可。大家普遍认为，该剧
有很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一部很好的
党性教育专题文艺节目。很快，该剧得到
了省里的认可，决定以发生在整个山东的
人物和历史事件来进一步打造《誓言》。

倾尽心血十易其稿

黄港介绍，为了掌握更鲜活的故事，
黄港和主创团队前往临沂和济南采风，先
后到孟良崮战役纪念馆、红嫂博物馆、山
东省政府旧址、济南战役博物馆等地观看
学习。沂蒙山、孟良崮等每一个故事，每
一幕情景都让主创团队深受感触，最终倾
情创作出山东版《誓言》。

“这次在临沂，我感受了很多革命英
烈的事迹，深受触动。像烈士陈若克，她
当时年仅22岁，被捕时女儿还没满月，为
了保守党的秘密，她昂首走向刑场，被敌
人活活地用刺刀连捅27刀，当乡亲们找到

她们娘俩时，已经是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了。”《誓言》总撰稿蓝晓强说：“每次
写到郭隆真、陈若克等烈士的时候，我都
能想象到他们牺牲时的场景，当时泪水就
止不住流下来。”

蓝晓强介绍，为了让剧本更完善，正
式碰头开会改稿10次，大家互相打电话、
发微信提出的修改意见更多。“和青岛版
相比较，我们站在了一个新的高度进行创
作，有70%到80%的内容都是新的。”

大型情景剧《誓言》的排练时间紧，
任务重，艺术形式丰富多样，为确保圆满
完成演出，青岛演艺集团所有参与演出的
演职人员加班加点，随时投入到紧张的排
练中。一位演出人员介绍说：“整个剧组
几乎牺牲了周末，朝九晚九是每个人的常
态。无论排练场里、制作间里、会议室
里、深夜的电话里，我们的脑中除了《誓
言》还是《誓言》。”

“在济南演出时，因为反响热烈，我
们临时加演，演职人员连续上阵。剧组里
有不少年轻妈妈，孩子才几个月大。剧组
在济南一待就是七八天，然后直接去烟台
演，中途没办法回家，没有一个人找我抱
怨。大家演英雄，也被英雄的事迹感染。
演《誓言》，也用《誓言》精神要求自
己。”黄港告诉记者。

据悉，12月7日、8日在青岛演出后，
情景剧《誓言》演职人员开始奔赴东营、
德州、日照进行巡演。

党性教育主题大型音乐情景剧岛城上演

铮铮《誓言》震撼心灵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实习生 宿译丹

作为山东三大秧歌之一的海阳大秧
歌，流行于山东半岛南翼、黄海之滨的海
阳市一带。是一种集歌、舞、戏于一体的
民间艺术形式，历史悠久，阵容强大，花
样繁多。其粗犷奔放、热烈欢快的艺术形
式深受当地民众的喜爱。63岁的于信老人
就是这样一位海阳大秧歌的痴迷者、表演
者和传承者。

既有舞蹈的柔美，

也有武术的刚健

于信介绍说：“海阳大秧歌来源于现
实生活，植根于乡土，所以原始的乡土气
息很浓厚。有很多动作都是在劳动中获得
的。你看那一提一抻，都如同劳作一般。
海阳秧歌舞蹈动作的突出特点是跑扭结
合，女性舞者扭腰挽扇、上步抖肩，活泼大
方；男性颤步晃头、挥臂换肩，爽朗风趣。乍
一看，土里土气的，但是因为大家都能从这
些动作中找到自己劳作的影子，就感觉很
熟悉、很亲切，愿意看，而且越看越好看。正
是这种不矫揉、不造作的风格，为我们呈现
了一种真实的自然之美。”

至于海阳大秧歌最具特色的地方，于
信更是了如指掌：“我们海阳大秧歌和别的
地方的秧歌最大的不同，我认为就是海阳
大秧歌吸收了民间武术的架势，像八卦掌、
太极拳、长拳、螳螂拳等在秧歌中都有所体
现。”正因为如此，海阳大秧歌既有舞蹈的
柔美，也有武术的刚健，做到了刚柔并济。
一方面可以展现山东大汉的粗犷大气，另
一方面也展现了山东姑娘的温柔细致。

海阳大秧歌中角色众多，有乐大夫、
霸王鞭、花鼓、彩扇等，多样的角色设定

给民间艺人提供了更大的表演空间。于信
的家传是大秧歌中的花鼓这一角色。谈及
花鼓，老人眉飞色舞地向我们介绍：“花
鼓是我的看家本领。我们家世代演绎秧
歌，虽然熟悉秧歌的各个角色，但是对花
鼓情有独钟。我的爷爷将花鼓这门技艺传
给了我的爸爸，我十几岁就跟随我的爸爸
学习大秧歌，他又将这门家传技艺传给了
我，现在我将这门手艺传给了我的外孙。
可以说，我们家从我爷爷辈开始，就与花
鼓结下了不解之缘。花鼓好看，气派，我
很喜欢。二十几个男青年武生扮相，排在
队伍最前头，为秧歌队开路和打场。花鼓
相当于整个秧歌队的开路先锋，那气势，
想想都觉得很振奋呢。”

从过去的双人对打，

发展到现在群体花样打法

这门古老的技艺，不能随着时间的流
逝而消失，于信感觉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发
扬光大。“以前受一些传统守旧思想的束
缚，技不外传，现在思想开放了，只要有
人想学，愿意吃苦，我就毫无保留地传授
他们。”

于信言传身教，从基本功、基本动作
套路的打法教起，将每个动作分解开来，一
招一式，认真示范，仔细教授。在学生将分
解动作掌握清楚之后，他再将前后动作与
舞姿线路动作连贯起来，手把手地指导学
生反复练习，直到动作熟练掌握。在教授
方法上不断探索、积极创新，采取了以快
带慢、以优带劣的方法，大大缩短了学习
时间。在学员掌握了基本要领后，重点练
习花鼓技法的整齐性、舞姿的优美性。

于信家传的这套花鼓技法，也在他的
不断探索努力之下，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历久弥新。于信老人自豪地说：“从过去

的双人对打，发展到现在的群体花样打
法，我们海阳大秧歌更精彩更有看头
了。”但是想要掌握好整套鼓法的技艺要
领是很有难度的，要有扎实的功底才能完
成。

“抻、提、拧、腾空360度旋转，需
要在一个节拍的时间内全部完成，也就是
说每一个动作只有四分之一节拍的时间去
完成，所以每一个动作都是瞬间完成的，
必须做到快速而准确。时间的紧迫性，对
动作的连贯性提出了空前的要求，一个动
作的结束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新动作的开
始，环环相扣，所有动作都要做到一气呵
成。”在排练时，于信都要亲自指挥示
范，既当导演又当教练；既当陪练又当演
员，累得腰酸背痛。但是学员的点滴进
步，都让他的脸上绽放出开心的笑容。

正如于信所说，一场好的秧歌不是一
个角色的单独表演，是众多角色的共同呈
现。除了乐大夫、花鼓、彩扇等这些主要
角色，海阳秧歌还增添了许多新的角色，
如：货郎与翠花、王大娘与小炉匠、丑婆
与傻小、小放牛等。这些角色的加入，不
仅为演员提供了更多的表演空间，而且使
大秧歌更富于情节性。丰富生动的故事，
一波三折的情节，为大秧歌收获了许多铁
杆粉丝，也赢得了一项项全国性的大奖。

从娃娃抓起，

只要他们爱学我就教

于信凭借认真的态度和精湛的技艺，
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秧歌人才，取
得了可喜的成绩。他说自己已经60多岁
了，遗憾的是心仪的弟子并不多，苦于后
继无人。他期望看到海阳大秧歌能够为更
多的人所了解、熟悉的愿望还没有实现。
而海阳大秧歌在看似繁荣的表象背后，也

和很多民间传统技艺一样面临诸多问题。
“首先是演出机会不多，虽然我们参

加了很多全国性的赛事，也取得了很不错
的成绩，但是平日里演出活动并不多，只
有在农闲时才会有机会到各个村子里演
出。近几年，受商业文化的冲击，很多厂
家为了吸引年轻人的眼球，宁愿从外面请
歌手表演，也不愿意请我们去演出。好不
容易有了演出机会，辛辛苦苦演一场，戏
服都湿透了，收入却并不可观。本来秧歌
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就不是很受年轻人的
青睐，现在又受到演出机会少、收入不多
的限制，年轻人更不愿意报名学习秧歌
了。而海阳大秧歌是一项群体性的活动，
一个小型的秧歌队也至少需要20人左右，
稍微正式点的演出，就需要40人到50人，
再加上打击乐队，就有60多人。我们现在
已有的秧歌队成员的人数与实际表演所需
的人数有着很大的矛盾。”于信说，“现
在我们秧歌队成员绝大部分都是老年人，
虽然我为了吸引年轻人加入秧歌队做了很
多努力，但是仍有可能青黄不接，出现空
档期，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虽然传承海阳大秧歌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但是于信说自己会一直坚持做下
去。只要年轻人肯学，他就会耐心指导。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和海阳大秧歌近50年的
感情，还有背后家人的鼓励支持所给予他
的力量。“我的家人都很支持我这样做，
这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为了使村秧
歌队后继有人，我从娃娃抓起，只要他们
爱学我就教，不爱学就动员他们学，不怕
他们不会，就怕他们不学。我自己出钱，
购买了50多套他们喜欢的新演出服和整套
打击乐器。农闲时就到邻村培训秧歌队
伍，去幼儿园指导传授。我没有什么大的
抱负，我就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够看
到我们原汁原味的海阳大秧歌发扬光大，
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古老的民间文化。”

海阳大秧歌：展示真实的自然之美
但也面临着演出机会不多、后继无人的窘境

1、项目名称：“图书馆+书院”公共文化服务模式
完成单位：山东省图书馆
完成人：李西宁 冯庆东 于晓峰 吴金敦 任 蒙 孙晓明

左凤艳
2、项目名称：国家文化创新工程“小品进社区”
完成单位：青岛市黄岛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完成人：薛立群 郑桂欣 孙德娟
3、项目名称：山东省群众文化网状辅导体系建设
完成单位：山东省文化馆
完成人：王寿宴 赵新天 李俊华 申海英 李彩鹏 王文戈

王 芹 徐 欣 赛 赛
4、项目名称：烟台大剧院“三位一体”公共文化服务模式
完成单位：烟台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完成人：徐 明 严 涛 李 玲 解维力 贺 文 宋永胜

李大鹏 姜海燕 阎双威
5、项目名称：全国广播惠农工程“汶上模式”
完成单位：汶上县广播电视台
完成人：杨奉明 张备战
6、项目名称：省会济南百座博物馆建设工程
完成单位：济南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济南市文物局 济南

市博物馆
完成人：于 茸 李晓峰 蓝秋霞 许东雷 杨 琨 邵雪莹

尚海波 郑 滨
7、项目名称：沂蒙红色文化展
完成单位：临沂市博物馆
完成人：王培晓 李 斌 胡后彬 童 超 吉 斌
8、项目名称：邹城县域公共文化服务政府购买模式实践创新
完成单位：邹城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邹城市文化馆
完成人：史传龙 李 平 刘向宏 李亚平 孙忠新 魏晓莉

赵海存 吕 莹
9、项目名称：青岛市市民五王才艺大赛项目—创新公共文化

活动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完成单位：青岛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完成人：李文革 王 琳 樊泽元 陈正星 陆 玲 孟 繁

华 伟 李信阳 冉 策 宋小伟
10、项目名称：日照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载体工程
完成单位：中共日照市委宣传部
完成人：孟凡香 李政勇 李 伟 黄 伟 陶 晓 杨 琳

秦一书
11、项目名称：“啡阅青岛”品牌活动
完成单位：青岛市市南区文化新闻出版局
完成人：方 健
12、项目名称：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机制创新
完成单位：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完成人：王晓娟 殷玉平 曲 艺 张传民 阎亚男 吕汝凯

贾斌昌 丁纪伟 潘宏庆
13、项目名称：社会科学普及立法创新
完成单位：山东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法

制工作委员会 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完成人：李建军 张伟红 王仲泉 高玉宝 王玉革 吴庆利
14、项目名称：即墨市文化产业与科技、旅游的跨界融合
完成单位：即墨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完成人：兰 杰 于作连
15、项目名称：政产学研用一体化文化创意服务体系建设
完成单位：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省文艺创作研究室 山东省作

家协会 山东文学杂志社
完成人：李掖平 王寰鹏 马立新 苗元华 张冠文 张新英

李大锦 王 虎 王延辉
16、项目名称：文化与金融融合发展模式创新
完成单位：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人：史跃峰 闫红兵 王远军 高兰梅
17、项目名称：东营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智能系统
完成单位：东营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
完成人：常光兴 常劲松 高 强 刘 亮 王 磊
18、项目名称：国家级潍水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模式
完成单位：潍坊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潍坊市艺术馆 潍坊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完成人：孙俐君 由 庆 邱兆锋 范新建 孙 杰 王亦耘

张志存
19、项目名称：沂南乡村文化遗产保护模式
完成单位：沂南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完成人：王培永 尤立义 郭洪伦
20、项目名称：东阿县“乡村记忆”七大工程
完成单位：东阿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
完成人：王宪民
21、项目名称：古琴艺术教育传承模式创新
完成单位：临沂市民族管弦乐学会 临沂大学
完成人：王秀庭 杨玉芹 郇玖妹 段兰霏 张正学 季茂春

刘清丽 袁 帅 王炳杰
22、项目名称：依托职业院校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三合六进”模式
完成单位：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济宁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济宁市群众艺术馆
完成人：孙志春 姚洪运 宋永利 樊云松 张宏图 马 艳

黄 群 谢 焱 邱文博
23、项目名称：古意新曲——— 以原创国学儿歌传播优秀传统文

化的探索与实践
完成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
完成人：辛 龙 路庆良 刘 静 刘 洋
24、项目名称：吕剧艺术保护传承“五位一体”创新发展模式
完成单位：山东省吕剧艺术保护传承中心
完成人：蒋庆鹏 隋福润 赵文英
25、项目名称：淄博陶瓷非遗传承与文化创新
完成单位：淄博泰山瓷业有限公司
完成人：卢德国 张广文 高安君 范玮光 朱翠英 王玉建
26、项目名称：青岛文化遗产的科研与教学模式研究
完成单位：青岛科技大学 青岛市文物局
完成人：刘 庆 杜裕禄 王建美 马庚存 刘立强 张运君

曹 胜 孙克诚 巩升起
27、项目名称：科技保护文化遗产原材质的关键技术研究
完成单位：山东省文物科技保护中心 广州市翰瑞文物保护设

计研究中心
完成人：苏 媛 孙 博 程留斌 雷子军 郑洋坤 徐 磊

范 敏 马振华
28、项目名称：综合性大学艺术学科服务地方文化建设的模式

创新与实践
完成单位：山东大学
完成人：李晓峰 孔 南 刘迎新 赵 鹏 海 靖 朱晓芳

赵根根 曹 沛 张洋洋
29、项目名称：鲁西运河流域传统音乐传承研究
完成单位：聊城大学
完成人：吕云路 何丽丽 牟艳丽 俞淑华 王新磊
30、项目名称：高唐县创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基地
完成单位：中共高唐县委宣传部 高唐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中共高唐县委台湾工作办公室
完成人：朱茂明 王亚男 田方宏 刘玉洁 陈 新

第二届山东省文化创新奖

获奖项目名单
(30项)

演出现场剧照。

12月7日，党性教育主题大型音乐情景剧《誓言》在青岛市人民会堂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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