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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国鹏

2月10日，正是大年正月十四。当晚，
由山东省文化厅主办，山东省艺术研究院、
山东省戏剧家协会承办的“齐鲁戏苑花正
艳——— 山东元宵戏曲晚会”在山东剧院举
行。这台晚会，吸引了多位戏曲名家，荟萃
了一批青年新秀，舞台上的唱念做打让现场
戏迷赏心悦目。

这台晚会同时也是一次集中展示，展示
了山东地方戏曲剧种的丰富多彩，展示了山
东戏曲新创作品的璀璨华章，展示了山东拯
救濒危地方戏剧种的最新成果，也展示了戏
曲后备人才培养的姹紫嫣红，观众看到的是
一派“齐鲁戏苑花正艳”的繁荣景象。

据了解，从今年开始，山东元宵戏曲晚
会将作为山东省文化厅固定活动，在每年春
节期间与广大观众见面。

喜看戏苑好风景

“今年花灯格外红，七彩霓裳照夜空。
生旦净丑齐登场，再续华章踏歌行。齐鲁戏
苑花正艳，唱的是满园春色好风景。”一曲戏
歌《正月正》拉开晚会帷幕。这首为晚会新创
作的戏歌，由省艺术研究院院长、省戏剧创作
室主任张积强填词，戏曲作曲家高鼎铸谱曲，
青年歌唱家牛雁演唱，省柳子剧团、省吕剧院
和省京剧院的演员登台伴舞。一对对红灯笼，
点染着元宵佳节的良辰美景，歌舞光影里，感
受到山东戏曲的大千气象。

晚会节目涵盖长期在山东地域流行的十
余个剧种，体现了我省作为戏曲大省，戏曲
剧种与声腔的丰富多样。既有山东戏曲发展
史上的经典剧目吕剧《王小赶脚》、京剧
《八大锤》、山东梆子《穆桂英大破洪
州》、两夹弦《三拉房》、柳子戏《玩会跳
船》，也有近年来创作推出的优秀代表性作
品京剧《瑞蚨祥》、柳琴戏《沂蒙情》、山

东梆子《跑旱船》、柳子戏《张飞闯辕
门》；既有横跨五音戏、吕剧、茂腔三剧种
的戏曲联唱《观灯》，也有近年来我省开展
濒危剧种保护工作的代表性成果大弦子戏
《七星庙》、蛤蟆嗡《武训舍情》。

为晚会新创作、编排的开场结尾节目
《正月正》、《国色生辉》，更是将传统文
化与现代艺术完美融合，在古典中见创新，
在传承中现发展，使晚会更具欣赏性与趣味
性，体现出新时代的审美风貌。

“非常好！看不够！特别喜欢咱们的地
方戏曲。我们今天来了很多票友，大家都看
得津津有味儿。过年就是要看到这样的演出
才有年味，真好！”一位老戏迷杜先生说，听说
要上演元宵戏曲晚会，提前好几天就在自己
组织的微信群中与票友们分享了这一消息。

“大家听说之后特别踊跃，我们真心希望这样
的演出能够多起来，而且不仅要看到名家名
角，像今天这样看到有更多的年轻演员我们
才更高兴，说明咱们戏曲后继有人啊。”

喜听老戏发新声

出现在元宵戏曲晚会舞台上的大弦子戏
《七星庙》、蛤蟆嗡《武训舍情》让戏迷领
略了这两个地方剧种的独特魅力。此前，这
两个剧种濒临消亡。在省文化厅的指导下，
省艺术研究院派出专家力量与地方合作，让
这两个地方剧种重新焕发生机。

山东地方戏剧种丰富。长期以来，在山
东流行的剧种有30余种，包括本地剧种、外来
剧种、新生剧种。一份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文
革”后山东地方戏剧种有28个，几年前能唱的
有14个。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经济文化强
省战略推动下，我省实施京剧及地方戏曲扶
持振兴工程以来，全省地方戏曲迎来了难得
的发展机遇，并逐渐呈现出可喜的发展态势。
至今又成功恢复了5个剧种，显示出山东地方
戏曲振兴取得的巨大成就。

以大弦子戏为例。大弦子戏是流行于山
东省西南部、河南省东北部、河北省南部的
一个古老而珍稀的剧种，深受当地群众欢
迎。文革期间，“菏泽地区地方戏曲院大弦
子剧团”被撤销，大弦子戏没有了剧团，从
此，在山东戏剧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这
一古老剧种，在齐鲁大地销声匿迹40多年。

为了保护传承这一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让大弦子戏重新立上舞台，省艺术研究
院组织了一个业务精良的专家团队，在菏泽
市地方戏曲传承研究院“依团代传”创新传
承模式的基础上，与其联手，从学术科研的
角度全面进入大弦子戏的研究，不仅使其原
貌“复活”，而且还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
保护传承体系，为我省乃至全国濒危剧种保
护提供借鉴。

省艺术研究院还和菏泽市地方戏曲传承
研究院联合恢复打造大弦子戏传统经典剧目
《两架山》。去年，这台戏到香港参加中国
戏曲节，引起极大轰动。《两架山》一开场
就以独特的山东“气质”吸引了现场戏迷。
开场不久，演员们亮出的“甩头发”“抖胡
须”的绝技，引来观众热烈的掌声。香港观
众张风直呼过瘾，“声腔好爽，锣鼓喧天，
乐器丰富！”该剧主演翟玉省说，“演出的
效果出乎意料的好，香港观众对地方戏曲的
接受程度超出了想象。”

省艺术研究院还与冠县合作，推出了当
地剧种蛤蟆嗡历史上的第一台大戏《武训舍
情》。

蛤蟆嗡发源于冠县桑阿镇，流行于周边
县乡，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深受当地
群众喜欢。为挖掘抢救蛤蟆嗡，省艺术研究
院和冠县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省艺术研究
院还在冠县成立山东省艺术研究创作基地，
并就蛤蟆嗡戏《武训舍情》成立项目组，展
开密切沟通与合作。作为省艺术研究院濒危
地方戏曲“三位一体”保护传承模式的最新
成果之一，大戏《武训舍情》顺利搬上舞
台，受到各界高度好评。这次元宵晚会上，
蛤蟆嗡演员们表演的《武训舍情》片断，时
间虽短，也让戏迷领会到原汁原味的蛤蟆嗡
艺术魅力。

喜闻新秀绽新颜

这场元宵晚会，演员以当前活跃在全省
舞台上的中青年戏曲艺术家，特别是2016年
“山东戏曲青年名家”为主，文华奖、梅花
奖得主等参与其中。中青年艺术家、梨园新
秀同台亮相各展所长，全面展示我省戏曲表
演人才的雄厚实力。

“梅花奖”得主京剧名家刘建杰、吕剧
名家吕淑娥，“文华表演奖”获得者柳琴戏
名家刘莉莉等，演绎各自的代表性剧目唱
段，展现出名家名角和经典名段的非凡艺术
魅力。

省京剧院、省吕剧院、省柳子剧团、菏
泽地方戏曲传承研究院等省、市院团，也纷纷
派出CCTV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全国小梅
花戏曲大赛、山东省地方戏中青年演员大赛
等比赛的获奖演员。省京剧院宋柏珑、省吕剧
院盖勇、淄博市五音戏剧院路萌以及省柳子
剧团尹春媛、侯苗苗、尹春丽等青年演员，在
舞台上同样让人眼前一亮，大放光彩。

省京剧院院长郑少华介绍，经过近年来
一系列人才培养计划的实施，山东省京剧院

强化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并推出有潜
质、高水平和在观众中有号召力的优秀青年
演员，形成了较为丰富的人才储备，成果逐
渐显现。2016年，青年演员宋柏珑、孙卫
安、吴世超、张国辉、张宏建等分别参加了
上海戏剧学院、上海京剧院主办的艺术人才
培训班和研习班，大大提高了专业技术水
平。另有一批青年演员参加文化部等主办的
展览展演，表现优异。“今年，将通过青年
人才拜师学艺、邀请京剧名家来为中青年演
员排戏，同时，把有潜质的青年人送到最好
的艺术院校和各类研习班、培训班学习深
造，以及参与新创作剧目等方式，拓宽人才
培养渠道，不断发现和推出优秀人才。”

省吕剧院院长蒋庆鹏介绍，省吕剧院一
直努力加强人才培养，完善人才梯队建设。
与省文化艺术学校联合培养08、09级吕剧表
演、伴奏专业人才，并接收其中部分学生到
省吕剧院实习培训，为其提供业务训练、演
出机会，显著提高了这些年轻人的业务水
平。通过国家艺术基金年度艺术人才培养资
助项目、新创作剧目等方式，着力培养中青
年创作及表演人才。搭建平台激励青年演职
员“抱团”成长的同时，加强“高精尖”艺
术人才培养。“今后，我们将通过老艺术家
传帮带、传统剧目复排、培训集训、业务考
核、观摩交流等方式，重点培养主创人员及
高端表演人才，加大对青年演员的培养力
度，推动现有中青年演员成长。”

如今的齐鲁戏苑，各类青年人才都在茁
壮成长。由省艺术研究院、省戏剧创作室创
作出品，作为省文化厅“大师引进工程”科
研成果转化项目的原创当代舞剧《兰》，主
创人员大都是年轻人。这台舞剧甫一亮相，
就受到一致好评。后来，随山东文化代表团
出访新加坡等国家，《兰》也受到广泛赞
誉。担任编剧兼总导演的邱晓晨介绍：
“《兰》以当代舞剧的形式，诠释君子品
格，是正统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的有
机融合，更是其充满艺术魅力的当代表
达。”不忘传承，致力创新，正是因为不同
艺术门类的年轻人才不断涌现，让山东戏曲
百花园一直花繁叶茂，誉满四方。

山东省艺术研究院院长、山东省戏剧创
作室主任张积强就此点评说：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工程的意见》，《意见》指出：“实施戏
曲振兴工程，做好戏曲‘像音像’工作，挖
掘整理优秀传统剧目，推进数字化保存和传
播。”一个地方的戏曲，沉淀着这个地方人
们的思想情感和文化精神，体现着人们的生
活理想和道德追求，所以，好的戏曲作品总
是为群众喜闻乐见。在欣赏一部优秀戏曲作
品时，观众沉浸于曲折的故事情节和演员的
精彩表演，也会潜移默化受到价值观的影
响，从而能够自我确立真、善、美的价值取
向，在社会上形成积极健康的文化氛围。

省艺术研究院、省戏剧创作室努力做好
艺术科研及相关工作的同时，努力创作优秀
文艺作品，取得了显著成效。“在非遗保护
传承方面，我们拯救濒危剧种‘三位一体’
的‘山东模式’，是用良心实打实拼出来
的！拯救濒危剧种，任重道远。传承文化之
脉，时不我待。这两年，全国地方戏曲剧种
逐年减少，而在我们的努力下，山东地方剧
种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呈递增态势。”

一台晚会展示山东戏曲繁荣

齐鲁戏苑花正艳

□ 贺彩虹

新年伊始，山东教育出版社推出了张炜
先生的儿童文学作品《狮子崖》，与此前的
《半岛哈里哈气》不同的是，这部作品不是
作家近年新创作的，而是根据他1974年的创
作手稿整理而成的。

一、厚重的历史之书。这部作品创作于
1974年6月，修订于1976年11月，因为被一位
老作家保存而得以在2016年2月重订，在2017
年1月正式面世，这曲折的出版经历本身就
是值得回味的话题。作品因为创作时代的原
因而具有丰富的历史遗迹。如小主人公林林
父亲的冤案，使得林林最亲近的阿姨也唯恐
受到牵连，只好冷冷对待到渔村安家的他和
妈妈。如在海边渔村深扎在人们心中的阶级
斗争意识，群情激奋的诉苦会、批斗会，以
及那个渔霸手下的狗腿子潜藏在人民之中，
假装老实改造，暗地里破坏生产，倒卖大花
贝，最终被机智的孩子们找到线索，一举抓
获。这里具有作家所曾亲历的现实里典型的
时代话语，但在如今看来都已成为了历史。
而历史是不应该被忘记的，虽然现在的孩子
们看起来可能会感到有点陌生，有点奇怪，
但是正如作家在本书附记中所言：“让今天
的少年通过它了解上个世纪的生活，将今天
与昨天两相对照，可能是极有意义的。他们
将由此感悟时代变迁、今昔之异，也算是人
生的题中应有之义吧。”当下流行的儿童文
学作品中有幻想、有谐谑，也有当下的现

实，但却很少能触及历史。
二、轻盈的童话之书。这本书的主人公

是十三岁的少年林林和他的两个好朋友海星
和小慧，而全书的叙事也多数都是在林林的
视角之下完成的，从儿童文学的角度，这部
作品又是一部轻盈的童话之书。

之所以说它轻盈是因为作品语言清丽，
想象力丰富，叙事简洁而又引人入胜，歌颂
了孩子身上的美好品性，对于当前的孩子来
说，并没有阅读上的障碍。作品语言多用短
句，简洁流畅，犹如潺潺流水，涓涓而出；
又多用拟人比喻等修辞手法，使得表达生动
传神，动人心魄。如小说开头的一段：“南
风一吹，山崖绿了，大海醒了。镜子湾睡了
整整一个冬天，这会儿笑出了声音。海面
上，像小舢板似的大冰块随水荡着，接连被
浪头扑碎，发出“哗啦”声……”寥寥数
笔，就给我们呈现出一幅早春海潮图，生动
的语言充满亲切感。而另一方面，作品又具
有无比丰富的想象力，尤其表现在林林与伙
伴在狮子崖下探秘时，林林在一个水洞里突
遇一只长吻海豚，于是骑着海豚冲进了深海
里，因此发现了育贝场失踪的大花贝的聚集
地。看起来有点神奇和不可思议，而这使该
作品具备了超越现实的力量，富有情趣与想
象力，这正是儿童文学所应具有的核心质
素。

在叙事情节上，这部作品也是悬念迭
起，引人入胜，非常符合孩子的阅读口味。
从一开头对狮子崖的渲染，连被称为“大
拿”的卢叔也对狮子崖充满畏惧，借此巧妙
地吊足了读者的胃口。而后三次探崖，每次
都充满惊险色彩。第一次林林跟卢叔一起去
时还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而孤身去水洞探
险的卢叔被恐怖的声音吓坏，还被不知名的
怪物袭击，使得狮子崖更加神秘莫测。第二

次，“海洋小组”的三个小伙伴自行前往狮
子崖一带调查，林林作为事件的组织者，一
个人前去水洞探路，却突然被一只怪物带
走，小慧和海星想要求救却不知该如何下
手，情势非常危急，正当他们无计可施之
时，林林骑豚探险平安归来，虽然满身是
伤，但却收获满满，读者也终于可以放下一
颗悬起的心。第三次是卢叔设计巧捉“偷贝
贼”，情节也是一波三折，令人欲罢不能。
通过林林与小伙伴们参与育贝场的行动，最
终成功找到“逃跑”的大花贝，并通过细心
观察发现了大花贝“逃跑”的秘密，最终完
成了大人们都没能完成的任务。

三、广博的文化之书。这部小说与张炜
的多数作品一样，发生在海边，而奇谲瑰丽
的海洋文化与神秘原始的民间文化也在本书
中熠熠生辉，如同藏在水底的大花贝一样闪
耀着动人的色彩。

从一开始那矗立在海边的黑黝黝的狮子
崖以及狮子崖下浪花奔涌着的水洞，到圆镜
一样的白色沙滩镜子湾；从卢叔手把手地教
给林林海上摇橹，潜水探险，海边烤鱼，野
外生存；再到那寄托着当地人美好梦想的育
贝场的大花贝……神秘广阔的海洋文化无不
显现。而其中有关妖怪的传说，有关大花贝
的神话又无不充满着淳朴的民间色彩，尤其
是大花贝的由来为作品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浪
漫气质。那美丽的大花贝原来是海神的女儿
所变，为了追求自由的爱情，漂亮的姑娘宁
愿与自己心爱的人住海草房，也不愿住龙王
儿子的宫殿；为了抗争有权有势的抢婚者，
宁肯躲在花贝里七七四十九天，最终自己也
变成了真正的大花贝。而这关于美和爱的故
事深深地影响着小主人公林林，林林在看到
大花贝潜逃后的聚集地时，认为那里很可能
有姑娘所爱的渔人在等待着她。这种散落其

间的文化气息使作品中的人与物都变得清晰
可感，让人不自觉地沉浸其中，享受迷人的
海边生活。

四、映照初心的本体之书。这部作品是
作家18岁之前的探索之作，当然有其稚嫩的
一面，但却正是因为这种特殊性而将成为张
炜作品系列中别具特色的一部，成为研究作
家创作心理与创作风格形成的重要资料。

这部小说如同璞玉一般天然纯净，作家
在拿到本书的手稿时无疑也会是无比激动
的，时隔四十多年，作家与自己少年时的作
品相遇，好似看到少年时的自己，执着勇
敢，充满朝气。这真的是一种对初心的映
照，在2017年1月19日《人民日报》刊载的对
张炜的专访中，张炜就提到“我对文学没有
二心。”这正是作家在看到自己初心之后的
一种冷静总结。

另一方面，这本小书虽然篇幅不算太
长，只有六万五千多字，而且还是以儿童视
角展开的带有当时时代特色的叙事，但是我
们还是可以从中窥探到作家创作的原型母题
与基本质素。比如对海洋对自然的礼赞，已
经透露出“融入野地”的精神追求。民间文
化气息也是张炜作品一以贯之的趣味，在城
乡文化的对立中作家更欣赏乡野文化，更愿
意枕着海涛，听着松吟，感受自然生命的美
好。就如同林林和妈妈在得知爸爸冤案被平
反时，没有返回令他们伤心的城市，而是毅
然选择了继续留在镜子湾。而在作家后来的
很多作品中，几乎都有这样一个回归田野的
核心形象。

总体而言，这部跨越时代而来的小书既
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又具有童话轻盈飞升的
特质，同时，也是作家展现其所依恋着的地域
文化的起点，在作家的作品系列中独具一格。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师）

轻盈与厚重兼具的历史童话
——— 张炜儿童文学作品《狮子崖》的多重意义

沾化：庄户剧团送戏下乡

□高占根 王建彬 报道
本报滨州讯 “庄户人”爱听“庄户戏”。春节期

间，滨州市沾化区充分调动“庄户剧团”演出的积极性，
采取财政扶持、经费补贴、“以奖代补”的形式，鼓励他
们走上街头开展各种形式的文艺演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全区“庄户剧团”共有120多个，开展各类文艺活
动360多场次，深受群众欢迎。

2月7日，滨州市沾化区冯家镇兴海广场上热闹非凡，
庄科村新秀剧团正在表演非物质文化遗产东路梆子经典剧
目《打殿》（见以下各图）。

定国公徐延昭面见李艳妃。

定国公徐延昭与兵部侍郎杨波在对话。

定国公徐延昭与太师李良争论。

太师李良面见李艳妃。

观众与演员合影。

总导演郭云亭给饰演徐延昭的演员李宝民整理头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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