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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先凯

7月15日，山东地方戏曲大弦子戏《两
架山》亮相香港“中国戏曲节”舞台，收获
香港观众和专家的赞誉。令人想不到的是，
这一脍炙人口的地方戏曲已经在当地销声匿
迹了40多年。2014年才得以通过“依团代
传”的方式重新挖掘进行保护传承。

作为戏曲资源大省，具有众多本土地方
戏曲剧种是我省戏曲的一大特色，吕剧、柳
子戏、五音戏、豫剧、山东梆子、柳腔、茂
腔等地方戏在我省具有广泛的发展空间和广
阔的群众基础。近年来，我省对地方戏曲进
行普查调研，并创新非遗保护、“依团代
传”、理论研究等方式对濒危地方戏曲和院
团进行保护和扶持，为地方戏曲的保护和传
承提供全方位的保障。

列入非遗让地方戏曲

脱离生存困境

去年8月开始，我省组织戏曲调研组赴
全省各市开展戏曲专项调研。调研结果显
示，目前山东省内存留的剧种有34个，除京
剧之外的地方戏剧种有33个（含豫剧）。剧
团（包括国有、民营和民间班社）数量少于
10个的有26个剧种，其中有19个剧种仅有一
个院团或民间班社。有专业国有艺术院团的
地方戏曲剧种为17个，分别是吕剧、茂腔、
柳腔、山东梆子、两夹弦、柳琴戏、大平
调、柳子戏、四平调、枣梆、扽腔、渔鼓
戏、五音戏、莱芜梆子、山东梆子、大弦子

戏、豫剧。
在这其中，一些剧种虽然没有专业剧

团，但已列入国家级或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进行保护和传承。在利津县，原有的吕
剧专业院团面对人员匮乏、经营困难等问
题，生存压力明显。2013年，原先的利津县
吕剧院整体合并到利津县文化馆。“这既保
护了吕剧的专业院团，也充实了文化馆的力
量。”利津县文化馆馆长张璐艳介绍说，
“在整合了资源之后，我们文化馆现在的招
牌特色就是吕剧的演出和辅导，现在每年能
够有百余场的下乡演出，吕剧小戏到基层的
辅导更是延伸到了每个乡镇。”

除此之外，记者了解到，我省对于列入
国家或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24个地方
戏剧种所在院团，每团每年给予10万元至20
万元的扶持资金；对65名国家或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每人每年给予
1万元至2万元补助。在菏泽市，定陶区两夹
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就是由之前的两夹弦剧
团转型而来。定陶区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
心主任侯彦丽介绍说，成为公益性事业单位
后，演员们不再为谋生发愁，都能“以剧团
为家”安心地排练、演出。2015年，两夹弦
新编大型历史剧《春秋商圣》在济南首演就
受到专家的认可：“创排新戏就说明了两夹
弦有了创新发展的劲头。”对此，侯彦丽认
为，正是国家政策的扶持，才让两夹弦“焕
发新生”。“在政策的扶持下，现在两夹弦
非遗保护传承中心不光能演出，而且还能排
大戏。”

“依团代传”

让濒危地方戏后继有人

在大弦子戏《两架山》亮相香港“中国
戏曲节”的背后，不为人知的是大弦子戏沉
寂的历史。曾经流行于鲁西南地区的大弦子

戏，“文革”期间专业剧团被解散，后来一
直未能恢复。2008年6月，大弦子戏被列入第
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名录。随着
时间的推移，大弦子戏传承人年事已高，保
护和传承工作迫在眉睫。

为此，菏泽市地方戏曲传承研究院和山
东省艺术研究院探索了一条“依团代传”的
创新传承方式。以菏泽地方戏曲传承保护中
心的山东梆子剧团、枣梆剧团为依托，选调
部分优秀中青年演员和学员学唱大弦子，解
决了大弦子戏有剧种无剧团、有技艺无人传
的难题，实现了剧团和剧种的双赢。2014
年，大弦子戏《两架山》成功首演，得到了
专家学者的高度认可。

在大弦子戏《两架山》“依团代传”的
保护和传承过程中，困难不是没有。没有现
成的音像资料可供参考和借鉴，参演演员都
是首次接触大弦子戏，跨剧种、跨行当学新戏
给演员带来音乐、唱腔方面的困惑……导演
周波带领演员一个个克服，从一些文字和老
艺人的只言片语中寻找大弦子戏的艺术特
点，一个手势、一个身段、一段唱词地向演员
耐心讲解。“在原汁原味地再现大弦子戏艺术
特点的同时，也进行了一定的创新。”周波说，

“为了表现大弦子戏粗犷豪放的表演特点，我
们在剧中设计了‘推圈’、‘踢脚’和丑角‘跳桌
子’等形体动作，凸显了剧种特色，使其看上
去火爆热烈，增加了可看性。”

在菏泽市地方戏曲传承研究院院长徐向
东看来，“依团代传”解决了地方戏曲保护
和传承过程中“人才紧缺”的关键问题。
“没有人来唱，地方戏曲很快就会衰弱。目
前，‘依团代传’让大弦子戏有了演员，这
只是为解决燃眉之急的措施。下一步的问题
是要培养大弦子戏专业的人才，成立专业的
剧团。”徐向东说。

理论提升让地方戏曲流传百世

在大弦子戏《两架山》成功复排之后，
纪录片《扯不断的大弦子》和调研报告《地
方戏曲濒危剧种的保护与传承模式研究：大
弦子戏在山东的重生之路》也相继面世。剧
目、纪录片和理论研究成果，三者共同组成地
方戏曲保护的“三位一体”。山东省艺术研究
院院长张积强认为，“三位一体”这一创新保
护传承模式既有对地方戏曲保护和传承的实
践，也有对地方戏曲的理论研究和提升。“对
其他濒危剧种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具有极强的
示范意义，是戏曲理论联系创作实际的范
例。”

6月2 0日，冠县地方戏曲蛤蟆嗡大戏
《武训舍情》成功首演，在大弦子戏“三位
一体”的探索之后，冠县“蛤蟆嗡”剧种也
将其成功经验引入剧种的保护和传承中。据
了解，除了蛤蟆嗡大戏《武训舍情》外，“蛤蟆
嗡剧种研究”和纪录片的拍摄也正在紧张进
行。其中，理论研究内容涵盖蛤蟆嗡剧种发展
史研究、蛤蟆嗡音乐研究、蛤蟆嗡表演研究、
蛤蟆嗡剧目研究、蛤蟆嗡代表性人物研究等
剧种本体研究；纪录片组则以媒体传播的视
角，用镜头记录蛤蟆嗡剧种的历史和发展现
状，同时对理论组和剧目组的工作进行跟踪
记录，保留下最珍贵的影像资料。

记者了解到，除了地方戏曲的“三位一
体”保护模式之外，我省以“音配像”、编
写丛书等方式加快地方戏曲的理论研究。目
前，我省先后完成了山东梆子、大弦子戏、
五音戏等三个剧种的10部代表性剧目“音配
像”工作；抢救完成了60余部老艺术家或优
秀剧目的音视频资料的数字化转换。组织专
家对山东地方戏生存发展现状、发展流变进
程、代表性经典剧目进行了大规模、全方位
梳理，编写出版了《山东地方戏丛书》；组
织山东省艺术研究院和山东省吕剧院、山东
省柳子剧团、淄博市五音戏剧院分别编写了
本剧种理论研究、代表唱腔结集，不断推出
新的地方戏研究成果。

扶持保护一批濒危地方戏曲和院团
地方戏曲保护三位一体：剧目、纪录片和理论研究成果

□ 孙先凯

近日，由美国百老汇亚洲公司制作，
山东省杂技团担纲演出的“多媒体时尚舞
台剧”《因为爱》成功首演。这台以杂技
艺术来演绎的舞台剧，将杂技的“车技”
“草帽”“钻圈”“空中吊子”等传统元
素与现代舞、微电影、皮影戏、流行音
乐、变脸、时装秀等艺术形式巧妙糅合在
一起，让观众眼前一新，也让笔者对其
“多元、跨界”的创新尝试暗暗叫绝。

如此一场由多种艺术形式融合而成的
舞台剧，其新颖的模式也引发笔者对于艺
术创新的思考。在笔者看来，多种形式的
艺术融合是艺术创新的一条出路，除此之

外，艺术创新还需要探索艺术与科技、传
播手段等相融合，从多方面探索融合创新
的出路。

说起多种形式的艺术融合创新，让笔
者记忆犹新的是2016年猴年春晚的一曲
《华阴老腔一声喊》。流行音乐歌手谭维
维与华阴老腔艺人联手，将现代摇滚乐与
传统老腔完美融合，收获了惊艳的效果，
大有引领音乐潮流的趋势。在摇滚和老腔
的融合中，笔者发现，二者的融合并不是
简单的相加，而是在有着共同的高亢激
昂、磅礴豪迈的特性上的互相借鉴、融合
发展。这种有着共同基础的融合，才让二
者在相得益彰中创造出新意。

其实，这种多种艺术形式融合创新的
例子还不胜枚举。就连当下讲究“纯粹
性”的京剧、昆曲等艺术形式，在其产生
和发展的时代，也是在不断融合不同时
代、不同地域的不同种类的剧种中形成自
身的艺术特色。纵观欧美音乐的发展历
史，也是在融合中不断创新形成新的艺术

形式。从非洲的黑人号子、凯尔特民族的
高地音乐起，逐渐形成布鲁斯音乐及乡村
音乐，再通过彼此不断融合，从而延伸出
爵士、摇滚、舞曲、电子乐等。正是因为
这些音乐形式的融合，才造就了欧美音乐
的不断创新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想要
艺术创新，不妨在寻找到不同形式艺术共
同点的基础上，尝试进行融合创新。

笔者观察发现，在多种艺术形式融合
创新之外，近年来技术在艺术创新过程中扮
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在《因为爱》中，就有
一段集技术与艺术于一体的LED光舞蹈。通
过编定程序对演员身上LED灯的明暗进行
控制，可以让演员在舞台上“隐身”、“现身”，
以此来配合完成舞台故事情节。如此技术与
艺术的融合，丰富了舞台艺术的表现形式，
让观众耳目一新。

笔者了解到，在美国百老汇出现了一
种专业技术与艺术融合的创作方式。在艺
术作品创作之初，就会有专门的团队围绕
技术表现手段和创作者进行沟通，以技术

形式逆向寻找内容创作。如此一来，技术
已经深度融入艺术创作之中。技术与艺术
的融合，也就顺理成章地推动艺术表现的
创新。

在剧场观看演出，经常见到的一个场
景就是观众举起手机对演出进行拍照、录
像，然后进行分享。这让笔者想到了某些
产品召开发布会的场景，众多的“网红”
进行现场直播，几何倍数地放大了发布会
的影响力。在2014年8月的鸟巢，视频网站
乐视就曾直播汪峰的演唱会，开辟了“现
场演出+付费直播”的演唱会O2O模式。据
统计，有7 . 5万次网络付费收看，直接经济
收入有200多万元。在扩大票房收入的同
时，也将“现场”的演出搬到了“线
上”，直接扩大了演出的影响力。

在笔者看来，在艺术传播方式上，如
此“现场演出+网络直播”的创新模式值
得借鉴融合。这种新模式能够让演出延展
到线上，通过融合流行的传播手段，让艺
术走上创新之路。

多方面融合推动艺术创新

网络时期文学报刊要不忘初心

●“文学是人生的航灯，当代文学报刊的执掌者应该
坚信、坚守文学的意义与价值。文学报刊一个很大的任务
是培育市场，应该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手段，传播优
秀文学作品，推出文学新人，推动文学创作。”

———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说。“从鲁迅到莫
言，其作品都是以文学报刊为载体走向大众、走向世界
的；任何时候，文学报刊都是中国文学繁荣发展的主要阵
地，必须加强阵地建设。中国当代如此众多的文学报刊，
都有一个很好的创刊宗旨，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文艺的正确
方向。主编的审美、眼光、心境、操守，决定了文学报刊
的发展与未来。作为网络时期文学报刊的掌门人，必须牢
记宗旨，不忘初心。”

媒体融合发展为文艺评论提供新的可能

●“当前网络发展迅猛，海量艺术作品出现，各种利
益驱动、全民表达迸发、传统媒体竞争等都给新媒体时代
的文艺批评带来一定的挑战，只有找到合适的理论支点、
保持适当的距离、打造良好的评论平台，才能真正产生独
立客观、有质量、有影响的评论。”

———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周由强说。“文艺
评论家要自觉融入新媒体，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语言体系，
用新媒体受众能听想听爱听的话和他们交流，从而建立与
新媒体相适应的网络文艺评论体系。在媒介融合环境中，
文艺评论者应该把握好‘变’‘不变’与‘转变’的关
系。求‘变’是要立足生存、谋求发展；‘不变’是要有
坚守，要守住核心价值观，守住评论者的文化身份、职业
精神和本土立场；‘转变’则是要选择路径、与时俱
进。”

（孙先凯 辑）

□记者 李勇 报道
7月30日，由艺术家和志愿者组成的文化服务小分队登上烟台崆峒岛，为边防官兵提供文化服务。在这次“公共文化服务海疆疆行”活动

中，12位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为边防官兵送去了2000多册图书、10台文化电视网络终端以及120多部文化专题片光盘等。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8月4日讯 8月2日至3日，吕

剧《姊妹易嫁》青年表演人才培训班结业汇
报演出在济南百花剧院上演，这也是国家艺
术基金2015年度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之
一。今天上午，在培训班结业仪式上，还举
办了专家研讨会，戏曲界专家对青年演员的
表演给予了热情的指导和建议。

本次参加培训的28名学员来自全国11个
吕剧院团。培训期间，省吕剧院聘请全国知
名戏曲表演艺术家、戏曲理论家、戏曲评论
家为学员们进行戏曲表演、唱腔艺术、身段
训练、音乐创作、戏曲美学、戏曲理论等多
个方面的强化学习。同时，为学员们提供与
郎咸芬、林建华、李岱江等吕剧艺术泰斗们
面对面交流学习的机会，在提升学员艺术素
养的同时，加深学员们对吕剧艺术的领悟，
激发他们对吕剧艺术创作的热情。

此次《姊妹易嫁》培训班的举办是吕剧
事业的一次开创性举措。省吕剧院认真研究
《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积
极贯彻全国戏曲工作座谈会的相关部署要
求，创新吕剧人才培养方式，将基层院团优
秀青年表演人才会聚一堂，在吕剧名家“手把
手”的教导下，学习吕剧经典。在全国知名戏
曲名家的点拨下，开阔艺术视野，激发创作思
维。同时，十分注重实践演出对学习成果的巩
固，在演出的同时将所学成果“反哺”给基层
人民群众，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走出
了一条既延续传承吕剧经典，又加强人才队
伍建设“双赢”的吕剧艺术发展道路。

《姊妹易嫁》表演人才

培训班举行汇报演出 齐鲁大舞台

城市惠民演出季演出安排
8月8日至8月14日
1、8月12日19：30，山东省话剧院在曲阜文化会展中

心剧场演出话剧《家事》；13日至14日在曲阜文化会展中
心剧场演出儿童剧《丑小鸭》《青蛙王子》； 8月13日
至14日10：30，山东省话剧院在省话亲子剧场演出儿童剧
《小红帽》

2、8月13日10：00、15：00，历山剧院演出儿童剧
《春天里的童话》

3、8月8日至14日19：30，山东剧院芙蓉馆小剧场演出
相声专场；14日至19日，第十一届全国桃李杯舞蹈教育教
学成果展示活动

4、8月5日至7日19：30、12日19：30、19日至21日19：
30，山东省杂技团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德州大剧院、上
海大宁剧院演出多媒体时尚舞台剧《因为爱》

5、8月12日19：30，济南市吕剧院在省会大剧院歌剧
厅演出吕剧《逼婚记》

6、8月12日15：00、17：30，济南市歌舞剧院在章丘
文化中心演出《济南市道德模范故事汇》专场

7、8月13日19：30，济南市曲艺团在明湖居剧场演出
开心甜沫110期专场

8、8月12日至13日19：30，济南市杂技团在铁路文化
宫演出杂技剧《红色记忆》

9、山东美术馆继续举办第三届青未了——— 山东省高
等学校美术院系应届毕业生优秀作品展、“我们的生活我
们的快乐”绘画作品展、艺彩新峰——— 山东美术新人新作
展、山东省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入选作品陈列展、
情满威海——— 山东美术馆馆员威海写生作品展；8月5日至
10日，纪念建党95周年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铁血铸
忠诚·共和国将军书画展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讯 7月22日至7月28日，山东歌舞剧院专程赴驻

长岛部队军营举行慰问演出，全体演职员们克服舟车劳
顿、晕船不适等困难，先后为驻岛部队官兵和当地居民慰
问演出13场。

长岛，亦称庙岛群岛，位于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
间、黄渤两海交汇处。由10个有居民的大岛和22个无居
民的小岛组成。长岛县是山东省唯一的海岛县，下辖8
个乡镇、街道共40个行政村，4 . 3万人。长岛地处海上交
通要道，系华北咽喉，京津屏障，胶辽连接枢纽，古今皆
为海上要塞，兵家必争之地。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
际，山东歌舞剧院的艺术家们，带着社会各界的深情厚
谊，将精彩的文艺演出奉献给全体驻岛官兵。一周慰问
演出期间的所见所闻，尤其是驻岛官兵在艰苦的环境
下，默默无闻地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守护着祖国万里海
疆的无私奉献精神，也深深地打动了全体演职员。他们
表示，参加这次演出，得到了精神上的洗礼和思想上的
升华，也激发了为基层群众创作更多、更好艺术作品的工
作热情。

山东歌舞剧院

送戏到海岛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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