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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程芃芃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胡正鹏

演的都是百姓身边事

“梧桐花儿开，花香扑面来，农家小院好
风采。文化发展创新路，城里的书屋进农
宅”。作为淄博市第十二届优秀民间剧团大展
演第一场演出的开场剧目，桓台县新创作的吕
剧剧目《梧桐花开》在舞台上唱响了。该剧目
讲述的是农村热心人刘大爷创办了农家书屋，
刘大娘为了娶儿媳想将书屋停办，文化站长王
秀琴来访，带来了政府的支持。同时，她也凭
借两人未来儿媳妇的身份，顺利解决了二老矛
盾的故事。市民李伟看后说：“以前看的吕
剧、京剧都是老剧目，没什么新鲜感，没想到
这次演的就是百姓身边事，感觉很亲切。”

“你是娘身上的一块肉，千里万里也连着
娘。多少回梦里把你抱，醒来才知是梦一场”
的唱词，来源于桓台县今年新创作的吕剧《姐
弟缘》，讲述的是儿子领女友回家，这个“女
友”竟是父母送养出去２６年的女儿，一家人相
认的故事。《姐弟缘》这部小戏，剧情不像大
剧目那样跌宕起伏，但真实新鲜，也能吊起观
众的“胃口”，在淄博市第十二届优秀民间剧
团展演活动中，赚足了观众的眼泪。

桓台县文化出版局局长宗树高告诉记者：
“文艺作品创作灵感来源于生活，又真实地反
映生活。只有真正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的真
实想法，才能创作出群众喜爱的作品。基层戏
曲创作没有固定模板，但有‘传播正能量’这
个要求和‘群众点赞’这个标准。”

戏曲文化是一座蕴藏丰富的文化宝库，桓
台县素有“戏窝子”之称，全县大大小小的庄
户剧团有７０余家。但是近年来，在多元文化背
景下，各类文化形式对戏曲文化的冲击很大，
“老人唱、老唱段、老戏服”成了基层戏曲文
化的写照。

针对基层戏曲文化发展缓慢、戏曲创作力
度有待提高的问题，近年来，桓台县将特有的
吕剧、周姑子戏等剧种列入县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名录，将新创作的戏曲作品在全县推
广，并制订了详细的保护传承计划。

创作地域特色作品

要说桓台县新创作的小戏，引发最多笑声
的莫过于吕剧剧目《乡音》，“土掉渣”“你

齁说连”等桓台方言出现在剧中，让观众笑得
前仰后合。《乡音》讲的是孙子打工回来故意
说普通话，爷爷无法接受，告诫孙子“不忘乡
音地瓜味”，爷孙俩产生冲突，奶奶出现，一
番交流之后，皆大欢喜。

《乡音》剧本的创作者是桓台县文化馆文
学创作部主任释修振，他说，当时为了创作一
批以群众生活为题材的剧本，天天挨家串户地
跑，了解情况、体验生活、听群众讲故事，才
引发了群众这么大的共鸣。

桓台县文化馆馆长张奎说：“以前我们的
文艺作品创作以歌曲、诗词为主，为了加大戏
曲方面的创作，我们立了‘军令状’，要创
作、编排出３部新戏，馆里的创作人员基本跑
遍了全县的３００多个村（居）。新创作的戏曲
获得好反响，说明戏曲文化在基层不是没有发
展的土壤，只是长时间没有新作品，导致基层
群众对戏曲的兴趣减少。”

为了铭记抗日英烈马耀南的不朽功勋，弘
扬爱国主义精神，桓台县结合地域文化特色，
创编了吕剧《抗日英雄马耀南》在全县巡演。
马耀南，八路军山东纵队第３支队司令员，
１９３９年在桓台县牛王庄突围战斗中，不幸中弹
牺牲；２０１４年９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
马耀南名列第一批３００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

群体名录。新编创的吕剧《抗日英雄马耀南》
主要演绎的是１９３７年，马耀南在中共地下党员
姚仲明、廖容标、赵明新的支持帮助下，组织
发动著名的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的故事。此剧
共有马耀南、马天民等１４个角色，文武并重，
既有大段唱白，也有武斗场景，用群众喜闻乐
见的形式，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自去
年６月份首演以来，已在全县各镇（办）巡演
５０余场次。

展现高品质戏曲作品

《风氏夫人》是新作中唯一的京剧作品，
讲述的是桓台文化名人王渔洋的先祖王贵，在
场院干活，狂风忽起，刮来一个女子，开始王
贵认为她是妖精，待王贵母亲到来，得知女子
原来是王贵在老家订下的未婚妻初秀花。观看
演出的伊庆善说：“这个故事我从小就听过，
没想到改编成了京剧，还搬上了舞台，更生动
了。”

台上一分钟，创编十年功。《风氏夫人》
的成功，背后经历了“三个关卡”。一是“剧
本关”。作品取材于桓台传说故事，在桓台当
地人尽皆知，但原来的传说故事内容单一，如
果照搬到舞台上，效果可能平淡无奇。而如果

随意添加一些桥段，又显得生硬。为了使剧情
更丰满，创作人员释修振查县志、阅资料、访
实地，请教渔洋文化研究人员，前后改了１０余
稿。剧本虽取材自传说故事，但修改、创作过
程却不亚于一部新作。二是“作曲关”。首次
将全县人尽皆知的故事改编成京剧作品，作品
的曲调、曲风、配乐等都要细细琢磨。为了取
得良好的演出效果，桓台县多次邀请淄博市的
戏曲专家为此谱曲，又用音频编辑软件将配曲
制作成音频文件，反复研究。三是“排练
关”。根据剧情设计，有３个角色，加上伴奏
乐队等共１０余人。桓台县依托当地的民间剧
团，在县文化馆的指导下，进行排练工作。排
练过程中，民间剧团的戏曲爱好者们克服各种
困难，按时排练，终于在淄博市第十二届优秀
民间剧团展演中与观众见面了。

桓台县新创作的４部戏曲作品首演后，又
广泛推广到全县文化惠民送戏下乡活动中。同
时，为进一步促进戏曲文化的发展，该县还经
常举办各类戏曲方面的比赛、展演，为全县戏
曲创作搭建起一个交流的平台。下一步，县里
还将开展多期戏曲培训班和创作培训班，并加
大对基层戏曲发展的经费投入，通过发放乐
器、戏服等文化物资，扶持全县的民间剧团，
繁荣全县的戏曲文化发展。

□ 本报记者 程芃芃
本报通讯员 蒲建霖

塔是中国悠久文明史的载体之一，也是
中国建筑文化的璀璨明珠，凝结着古人的杰
出智慧。在淄川区杨寨村就有一座七层八角
的仿楼阁式古塔，石砌底座，砖筑塔身，高
度约１８米，底座周长２１．９米，塔身下部周长
１３．８米，造型古朴雄浑、落落大方。清乾隆
《淄川县志》有“邑塔高峻无逾此者”的记
载。

禅林峻塔 声名远扬

淄川在历史上曾为州、为郡、为路，自
西汉文帝（公元前１７９年～前１５７年在位）时
设县以来，两千年间人文荟萃，佛教也数度
兴盛，留下众多遗迹供后世瞻仰。明清时代
淄川县八大景之一的“禅林峻塔”，即是佛
教建筑成为一方形胜的例证。

据地方志记载，杨寨建村约为唐末或宋
代，初以杨姓立村，名曰杨家寨，至１９５５年
改称杨寨。村东首有一座宋代砖砌七级古
塔，曾是佛教寺院宝塔寺中的主体建筑。宝
塔寺在宋代始建，寺中诸多僧人颂经作法，
一年四季善男信女络绎不绝。１９２０年，淄川
县境内有寺３８处、禅院２处、庵６处。

《淄川县志》记载：宝塔寺，旧名龙山
寺，又名宝塔文教寺，元大德六年三月
（１３２１年）僧录果郎道行碑邑北二十里杨家
寨东。《淄川高氏家谱》记载：高氏四世高
宽好义乐施，见弘治十四年，重修宝塔寺碑
记。康熙三年淄川高氏十世高司寇（高珩）
重修，高珩曾题宝塔寺元时碑诗：苦信残编
定是痴，古碑题字岂吾欺。分明曾设般阳
府，今史方舆奈未知。

塔的各层周长与高度均不相等，基本规
律是周长自下而上依次递减，层高也逐渐降
低。塔身为空心，有砖梯可达最高层，最上
边三层与最下层均有石佛一尊。整个古塔坐
落在坚实的石质基座上，基座南面有台阶直
通主门。古塔第一层的东西南北四面各有一

个拱状券门，其中南向主门门楣上嵌有石刻
匾额一块，上镌“阿弥陀佛”四个大字，落
款为“康熙三年丁未季夏吉旦沈荃敬书”。
塔的第二、五、六、七层亦设券门，各层的
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面设置了假窗，
以求塔体的美感效果。

清代增生大窎侨王氏族人王瑞永曾有诗
《九日登邱山（王母山）渡孝水晚宿宝塔
寺》记载：稍近渔樵寄兴长，意中景里对潇
湘。闲因听法过僧寺，忙为登高宿友庄。烟
幌拥书添卷色，野亭酾洒夺花香。塔顶一赋
才删就，怕见留题付笔床。

阅尽人间腥风血雨

古人建造佛塔，意在安放僧人舍利和佛
教经典，当是先有僧众与寺院，后有宝塔，
而杨寨古塔的建造是一特例，当地村民自古
就有“先有塔后有寺”之说。

据民间传说，因杨寨地处淄川北部边缘
的孝妇河畔，一条贯通南北的大道正从村东
通过，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宋代朝廷积贫积
弱，战乱频仍，严峻的形势使这一地带具有
了军事意义。于是便建造高塔，登高望远以
掌握敌情；和平年代又建筑寺院，住僧供
佛。

还有一说，杨寨古塔是用来辟邪、镇水
患而建的。因过去孝妇河畔周边是典型的平
原，每逢雨季，常被洪水淹没，当地百姓受
水患之灾，故修塔一座，以此驱邪镇压水
患。自有了宝塔后，杨寨及附近村庄从来没
淹没过，宝塔上面掉落砖块也从来没伤过
人，这就是宝塔的神奇所在。

杨寨古塔经历了鲁中地区千年烟云，阅
尽人间明媚春光与腥风血雨。

其中最为惨痛的一幕，就是发生在塔下
的杨寨惨案。１９３８年２月２日（旧历正月初
三）凌晨３点钟，刚刚一手制造了残杀民众
２７６人、烧毁民房２０００余间的河东惨案的侵华
日军，又把魔爪伸向正在熟睡中的杨寨村村
民。刽子手们以寻找“铁板会会众”为借
口，将全村人驱赶到南门外“抽匣子地”，

用机枪朝着人群疯狂扫射后，仍不罢手，又
对倒在血泊中的人们逐一用刺刀穿挑两遍，
然后窜到村中抢劫、放火。杨寨惨案中，１６９
名同胞死于敌手，全村１００多户人家，有８０多
户的房子被烧光。

日寇侵华期间，装甲车天天在张博公路
上巡逻，有一次，高氏家族高素继的三个兄
弟在塔顶上玩，正巧碰上巡逻车，鬼子发现
塔顶上有人就开炮，把塔打穿砖块落下，但
三人只是满身灰尘却无一伤亡。至今，在塔
身东面被日军炮弹击中的位置，累累弹痕仍
清晰可辨，这是日寇侵略中华的罪证。解放
后，淄川区文化局和淄川蔬菜公司都在里面
办过公。８０年代初，因学校扩建，大殿和其
他房屋均被拆除，只保留了宝塔。

风光地标，吸引八方游客

解放前，杨寨古塔已是檐宇残缺、刹顶
塌陷，一片衰微破败的景象。新中国成立
后，人民政府迅速采取保护措施，５０年代进
行了一次维修，１９５５年拨出专款将古塔按旧
制修复，１９９９年由省政府拨款又进行了维修
保护，这座淄博地区唯一的千年古塔又重放
异彩，被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
鲁中一带的重要风光标志。

如今，古塔自周围蓊蓊郁郁的环境中拔
地而起，在十数里外即可望见，雄浑壮观。
塔的前面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有修建经
过。登塔远眺，可见杨寨全貌，肃穆庄严且
风光宜人，山峦起伏，林木郁葱，高楼林
立，堪称胜焉。

为了纪念当年的杨寨惨案，２００３年８月，
杨寨村委自筹资金３０余万元，在村南“抽匣
子地”建起了杨寨惨案纪念馆和纪念碑，碑
文上写着：“我们要珍惜幸福生活的来之不
易，牢记过去挨打的惨痛教训，团结一致，
把祖国建设得更美好。”目前，纪念馆已成
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青灰色的杨寨古塔，经历近千年的沧海
桑田，成为当地颇有影响的古建筑之一，吸
引了八方游客前来瞻观。

阅读提示

桓台县通过不断加强戏曲作

品的创作力度、为基层戏曲发展

注入“新鲜血液”等方式，焕发

戏曲文化的活力，促进戏曲文化

的繁荣发展，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

阅读提示

激发戏曲生命力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桓台：繁荣戏曲获群众点赞

淄博现存的唯一古塔 鲁中一带风光地标

杨寨古塔：历经千年屹立不倒
杨寨古塔是淄川地区唯一保

留至今的佛教古塔，位于孝妇河

中游西岸的杨寨村。据考证，杨

寨古塔的造型及建筑风格，与江

苏连云港的宋代海青寺阿育王塔

非常相似；其寺院配置，与辽金

时所建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

内蒙古庆州白塔极为一致。

杨寨古塔位于孝妇河中游西岸的杨寨村，
是当地颇有影响的古建筑之一。

桓台县新创作的吕剧《梧桐花开》剧照(资料片)。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胡正鹏 报道
本报桓台讯 近日，记者从桓台县文化出版局

获悉，为了满足群众冬季的文化需求，加强基层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桓台县开展“文化暖屋”活
动。

一是文化活动“暖屋行”。桓台县面向全县9
个镇（办）开展“冬季文化惠民乡村行”系列活
动，走进125个村开展了传统历史文化知识宣讲活
动，并免费向村民发放文化惠民手提袋、期刊杂
志、光盘等物资；开展公益电影进校园活动，放映
了近80场（次）的公益电影；启动了“舞动健康”
互动式讲座，讲授一些养生常识，配合发放部分养
生书籍。

二是传统文化“暖屋行”。在与少海社区联合
建立“四点半学校”的基础上，该县继续开展国学
讲堂社区行活动，在社区利用中小学生放学的空闲
时间，营造国学氛围，传播传统文化。

三是文艺辅导“暖屋行”。全县在各村（居）
开展2015年文化惠民广场舞培训百村行活动；开展
了摄影艺术、文艺创作、书法培训班，还计划开展
灯光音响等培训班，进一步提高基层文化管理人
员、文艺人才的业务水平，通过发挥“传帮带”作
用，在组织开展的基层文化活动中，为群众提供更
全面的文化服务，达到提升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水
平的目的。

桓台开展冬季
“文化暖屋”活动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由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

基金会和敦煌研究院主办，山东南郊正承企业集
团、中国美术家协会齐鲁美术馆协办的“敦煌壁画
艺术公益巡展走进淄博”活动在临淄齐鲁美术馆拉
开帷幕。

此次展览选取了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敦煌石窟
及周边榆林石窟的部分壁画精品50余幅。题材内容
丰富，包括佛经故事、佛像、飞天、供养人、藻井
等；时间跨度长，包括了十六国、北朝时期石窟艺
术，隋、唐时期石窟艺术，五代、宋、西夏、元时
期石窟艺术；展示形式多样，既有禅窟、中心塔柱
窟、殿堂窟，也有彩塑、壁画等相关艺术形象；展
示门类多样，展示了中国绘画美术、音乐、舞蹈、
历史、建筑史、科技等；画面造型多样，线条凝
练，色彩瑰丽，整体饱满丰富，数字技术高保真地
还原了敦煌石窟艺术的信息，真实地再现了敦煌艺
术的神韵。

“敦煌壁画艺术公益巡展走进淄博”活动让广
大人民群众和高校学子近距离欣赏和感受敦煌艺术
的博大精深，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宣扬和
培养自觉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据悉，展览时间将
持续到3月25日。

敦煌壁画艺术
公益巡展走进淄博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1月6日上午，由共青团淄博市委

联合淄博市委宣传部、淄博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办公室共同举办的“稷下论坛·淄博市第五届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大讲堂”在山东理工大学开讲，来自
社会各界的1500余名传统文化爱好者参加了学习。

本届大讲堂旨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提
高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整体文明程度，助力文化名
城建设。

据了解，淄博已举办了4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大讲堂，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参与，直
接听众达8500余人。

第五届淄博传统文化

大讲堂开讲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日前，临淄2016新年音乐会举

行，能容纳900余名观众的闻韶影剧院座无虚席，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友交响乐团受邀为临淄观众演
出。据了解，音乐会以《红旗颂》开场，演出了
《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江山》、《红色娘
子军》、《天鹅湖》、《我为祖国献石油》、
《斗牛士之歌》、《拉德斯基进行曲》等十二组
曲目，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临淄举行2016
新年音乐会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淄博市首期市直文化系统

图书馆服务志愿者培训班在市图书馆多功能报告厅
举办，来自市直文化系统9所单位和局机关各科室
的40余名志愿者参加培训。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志愿者精神是全社
会宝贵的精神财富。淄博市图书馆服务志愿者队伍
目前已达到了百余人。淄博市将在此基础上不断发
展、壮大这支文化志愿者队伍，使其成为文化系统
的一张名片，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培训期间，志愿者们接受了由市图书馆工作人
员讲授的新馆概况、新馆的现代化设备以及志愿服
务岗位的设置和任务等有关知识的培训，并来到各
自的志愿岗位进行实习。

市直文化系统图书馆
服务志愿者培训班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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