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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王春燕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今年的第一场雪竟让这个春天

这么冷，演职员们在舞台上依然那么投入，台下观
众的热情丝毫不减。”春节后，当省吕剧院“送戏
下乡”的演职人员在临时搭建的后台换上单薄的服
装时，山东演艺集团董事长段雨强动情地说。

从今年1月开始到春节后，省吕剧院的送戏下
乡从泰安到淄博、邹平、济南近郊，转战了十几个
台口，把欢乐和笑声送进了千家万户。除了久演不
衰的《姊妹易嫁》、《墙头记》、《李二嫂改嫁》
等经典剧目外，省吕剧院还复排了《双玉蝉》、
《红丝错》、《寻子记》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优秀
传统剧目，一出出经典剧目展现在舞台上。在邹平
县郭庄村，戏迷张先生表示，现在老百姓日子好过
了，但最缺的还是文化氛围。“省吕剧院已经是连
续十几年送戏来我们这里了，除了戏里的故事感动
我们，最感动的还是看着演员们穿着单薄的衣服，
这么认真地演出。”

2月8日，寒流突至，原定在邹平郭庄村、化庄
村的演出如期上演，一场《三看御妹》拉开了帷
幕。刚刚荣获梅花奖、中国戏剧节表演奖的付焕
涛、吕淑娥，国家一级演员胡静华、孙英杰等及乐
队舞美队人员在超低温状态下演出两个小时，让观
众很感动。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在第十届中国艺术节上，由

临沂市柳琴戏传承保护中心排演的大型现代
柳琴戏《沂蒙情》作为参赛剧目之一，获得“优
秀剧目奖”，主演刘莉莉还荣获个人表演大奖

“2013年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 文华表演
奖”，另一位演员吕素芳获得“表演奖”。 2月
23日，该剧特别邀请戏曲界和演艺界专家、观
众及媒体代表在济南举行座谈会，并与主创人
员深入交流，期望进一步打磨提升质量和艺术
水准，能够把淳朴的沂蒙风情体现得更加浓
郁，把伟大的沂蒙精神诠释得更加准确更加感
人。

《沂蒙情》的故事，是在若干真实事件的基
础上提炼加工而成。艺术表现方面，在现实主
义基础上，加入意识流、浪漫主义甚至象征主
义的手法。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无私的奉献精
神，军民之间水乳交融的真挚情感，汇集到一
起，凝聚成一股激荡而来的洪流，令人感到雄
浑悲壮而又激情豪迈。点滴细节中，又融入沂
蒙地方风情，比如剧中女主角山杏成亲时，因
丈夫参军在外而与公鸡拜堂，就是当地古已有

之的民俗。整个故事用柳琴戏这一剧种来表
现，又特别能够发挥“拉魂腔”长于表达细腻感
情的特点，展示人情之善和人性之美，更是增
添了这台戏打动人心的魅力。

对于这台戏，专家们都给予很高评价，十
艺节上获得多个奖项也足以证明。省艺术研究
所研究员于学剑说，从这台戏刚上舞台到现
在，已经看过好几遍，“题材选择与表现方面都
有开拓性、超越性，其中，对沂蒙精神的诠释，
由以往对人物外在行动的描述拉回到内心情
感的刻画，这对同类题材的作品而言，可称是
一个超越。表演方面，带来的是一种升华了的
朴实感，而不仅仅是原生态的粗线条展现。又
用了柳琴戏这个地方戏样式来勾连故事，柔婉
抒情，所以特别容易打动人。”

山东演艺集团董事长段雨强表示，当初看
到剧本的时候，就认为这台戏“很有前途”，经
过这么长时间的排演润色，又比刚搬上舞台时
更加精美，如今，这台戏“从情节编排到导演手
法，以及舞台呈现，都可以用‘比较完美’来形
容。几个唱段也非常精彩，听着非常舒服”。

山东演艺集团副总经理、省京剧院院长郑

少华也说，京剧有一套固定的表演程式，而同
样的内容，柳琴戏又会如何去刻画呢？“看完

《沂蒙情》，感觉柳琴戏的表演确实有很多独到
之处，这台戏的演员对人物动作、心理的表现
都非常到位，再配合优美唱腔，确实给人一种
如泣如诉的感觉。”

来自临沂的观众王先生更是难掩对《沂
蒙情》的追捧之情。他说，自己是喝着沂河
水长大，16岁参军，后来成家，而岳父又是
115师的一名老战士，对《沂蒙情》感触更
多。“这个戏唱得好，演得也好。剧中对沂
蒙人民奉献精神的表现，对那种军民鱼水深
情的描绘，有些我曾有所耳闻，还有些我亲
有所历，所以看了后特别感动。我觉得，过
去沂蒙山区的农村有很多老人，虽然没有上
过学，但很有智慧，懂很多道理，他们的很
多知识就是从戏中学来的，有些还演化成了
‘家风家教’。从这台戏里，就能感悟到很
多这样的道理，所以也盼望这台戏多演，多
到外地演，叫更多的人看一看，更好地了解
咱沂蒙山，了解咱沂蒙山人。”

当然，专家和观众们也从不同角度，就自

己认为的不足之处分别谈了看法，包括对剧情
个别细节处理、次序安排，以及台词设计，甚至
演员某个身段的拿捏上。出演女主角山杏的刘
莉莉说，“大家真诚坦率地为这个戏提意见和
建议，我们非常感激，回去后我们都会认真琢
磨，大家的智慧将帮助我们把这台戏打磨得更
有光彩，让看戏的观众更‘走心’。”

省文化厅副厅长陈鹏表示，这台戏整体
上已经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准，有些具有“突
破性”的编排设计，给人带来眼前一亮的感
觉，但从各方面反馈看，有些环节及细节还
存在提升的空间，需要在今后演出过程中继
续润色修改，才能达到更加精致完美的艺术
高度。“希望经过长期演出打磨，把《沂蒙
情》打造成柳琴戏的经典保留剧目，由此可
以提升演员的市场号召力、剧团的品牌影响
力，反过来，依靠演员的市场号召力、剧团
品牌的影响力，又能进一步提升《沂蒙情》
闯市场的实力。形成这样一种良性循环，排
演这台戏的价值才能凸显出来，这台戏自身
蕴含的价值也才能够获得最大程度的实
现。”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艺术

《沂蒙情》：一首沂蒙精神的抒情曲
发挥“拉魂腔”长于表达细腻感情的特点，展示人情之善和人性之美

□ 本报通讯员 李 英 魏忠友
本报记者 于国鹏

中国戏曲学院与郓城县委县政府联合创
排的全国首部动漫舞台戏剧《跑旱船》，春节过
后首次在山东郓城乡村公演，吸引几千名群众
前来观看。近日，我们走进《跑旱船》剧组，探听
拍摄台前幕后的故事。

导演谈戏———

众口难调调众口
“《跑旱船》将传统戏曲与现代3D技术融于

一体，开创了我国农村主题动漫舞台剧的先
河。导演、舞美设计、唱腔设计均创下了很多国

内第一。我们奋斗了两年，今天在这里接受检
阅，群众的笑声和掌声，就是对剧组最好的肯
定。”导演于少非说。

来自中国戏曲学院的于少非教授长期从
事舞台美术创作、戏曲动画与教学工作，担任

《跑旱船》导演和舞美设计。
2010年，中国戏曲学院承接文化部产业

司“中国动漫舞台剧创作研究课题”。课题
组经过调研发现，目前，全国没有一部为农
村演出市场创作的动漫舞台剧。为此，课题
组通过与山东省文化厅多次讨论、策划，确
定创作一部反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适
应农村全年龄段观众的具有动漫色彩的喜
剧，进行动漫舞台剧实验演出。《跑旱船》
由此开始构思运作。

于少非对郓城有着深厚的感情，上世纪七
十年代曾在郓城县李集乡包村，“郓城县是山
东梆子、柳子戏、枣梆等多个剧种的发源地，逢
年过节，这里都有跑旱船的民间习俗。”

于少非说，“《跑旱船》专门为农村群众打
造，老少皆能听懂、看懂，很受群众欢迎。我们
还要多在乡村进行公演，多反映群众需求。”

演员演戏———

活在“角色”的世界里
郓城是全国“戏曲之乡”，现有6个剧种、12

个艺术表演团体长年活跃在农村，这里的群众
爱看戏，也懂戏。《跑旱船》首次公演，就获得观
众认可，对这部动漫舞台剧来说也是一个很大
的鼓励。

演出获得成功，演员们自是功不可没。
2011年12月，《跑旱船》剧组来到郓城，从郓城县
山东梆子剧团全体人员和社会戏曲爱好者中
挑选演员。经过层层选拔，最终有40名演员入
选。“女一号”二月的扮演者刘云霞就是其中一
位。

谈起结缘《跑旱船》，今年50岁的刘云霞感
慨万千。她1976年考入郓城县山东梆子剧团，
由于表现出色，曾被选派到山东省梆子剧团培
训学习两年。她端庄秀美，以旦角为主，后来由
于各种原因离开舞台。《跑旱船》剧组到郓城挑
选演员的消息传出后，刘云霞动心了，加上丈
夫和女儿的全力支持，她决心全力以赴参加选
拔，结果一路过关斩将，成功入选。“多年不唱
戏，我的舞台经验和功底都相对较差。但我横
下心来，既然选上了就要好好练，我虚心向同
事学习，每次排练我都比别人多练两三个小
时。”刘云霞说。在家里练戏时，她的女儿边看
边指导：“你把男主角当成我爸爸，感情和动作
就自然了。”

现代戏在道白、感情交流和动作把握上都
与传统戏曲有很大的区别。《跑旱船》唱的是原
汁原味的山东梆子，穿的是现代服装，迈的是
现代步子。《跑旱船》演员们年龄大多在四十多
岁，他们演了一辈子老戏，如今演起现代戏来，

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为了进入角色，演员们就
连散步时都在模仿剧中人物的形象。“动漫剧
要求的非常严格，从幕后走到台前，从动画中
走到眼前，前后不能超过三秒，这对我们是很
大的挑战，这要求我们时刻活在“角色”的世界
里，始终保持演出状态，随时表演、说唱。”“男
一号”高连喜的饰演者吕端勇说。

“虎子”的扮演者陈念昌去年9月加盟剧
组。“原来扮演虎子的演员都是临时‘借’来的，
后来我们专门把陈念昌从郑州戏校招聘过来，
既为这部戏添了彩，也充实了剧团的力量。”郓
城县山东梆子剧团团长冀梅霞说。

群众看戏———

人心难得得人心
《跑旱船》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非物质文

化遗产跑旱船项目的传承人高连喜老年丧偶，
在跑旱船排演过程中，与跑旱船爱好者、离异
多年的二月产生感情，最终以旱船为媒，再结
良缘。同时，丧偶多年的老年跑旱船爱好者何
老四和胖婶也在排练节目中相识相爱，组建新
的家庭。

与传统戏曲不同，《跑旱船》中，演员和屏
幕里的动漫人物一起跑旱船、对话，贴近生活
的剧情、诙谐幽默的对白、高亢明亮的唱腔引
得观众阵阵掌声。看着戏中的“胖婶”两手一
挥，一群可爱的小鸡马上从屏幕上跑掉了，观
众发出一连串的赞叹，就连孩子们也看得津津
有味。

“以前整天听老戏，哪里看过这样的戏？要
是搁以前听戏，我听不大会儿就走了，可是这
部戏我连续听了两场还没看够哩。”吕月屯村
村民高艳丽兴奋地说。

“这部戏好在男女老少都爱看，能看懂。这
不，我家两岁的孩子都看入迷了！”村民孟凡銮
接过了话茬。

“这个戏不光好看，故事更好。戏里面，何
老四的老伴死了之后，他还能再和胖婶结婚，
我们盼着农村也能这样。”一位上岁数的王大
娘说。

将传统戏曲与3D技术融于一体

《跑旱船》：打造农村主题动漫舞台剧

省吕剧院“送戏下乡”

1、剧情简介
老伴牺牲，痛失亲人的婆母又将小儿子满堂送

上了前线。待嫁的山杏闻讯赶来，却只望见一群远
去的背影……

山杏与公鸡拜堂。面对空荡的洞房，山杏含泪
明心：等他回来还穿这身嫁衣做他的新娘……

嫂子秋月突闻噩耗，大哥捐躯了。妯娌俩忍痛
欲瞒婆母，而饱经沧桑的婆母却强忍心头剧痛，为
儿媳讲述该如何面对人生变故……

赵连长负伤闯来。为救亲人，婆媳仨竭尽所
能，怎奈家中断粮。情急中，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
那只寄托着山杏全部念想的公鸡……

伤愈后，赵连长正待归队，忽遇鬼子搜山。为
掩护亲人，山杏抢先引开敌人。见鬼子逼近，山杏
坦然告别蒙山沂水。突然，秋月持手榴弹赶来，一
声爆炸，与鬼子同归于尽……

要打仗了，全村人日夜备粮，山杏也赶往娘家
筹措。不想，满堂带队进村，婆母忙喊石头追回山
杏。当山杏一路狂奔几近到家时，却见军号声中部
队远去……

战斗打响了，山杏于炮火中恰遇赵连长，欣然
得知：等胜利了，满堂立马回家。终于，红旗高
扬，山杏急切地跑回家，穿好嫁衣静候丈夫。然
而，见到的却是沾满血迹的遗物……

红盖头飘落在地，《沂蒙山小调》再次悠然响
起……

2、主创人员
编剧：王新生
导演：梅晓
作曲：高鼎铸
舞美设计：陈庆文
主要演员：刘莉莉、吕素芳、刘桂红、孙启

忠、梁福生等

■相关链接

口记者 王红军 通讯员 张圣虎 报道
本报蒙阴讯 革命先烈刘一梦的文学作品《失

业以后》，今年1月再次正式出版发行。该书在新
中国成立前曾经印刷出版过，1930年被鲁迅先生在
《我们要批评家》中誉为“优秀之作”，但由于当
时遭到禁毁和岁月久远等原因，原版的《失业以
后》已很难寻找。

为了再现此书的真实面貌，蒙阴县委党史研究
室于2012年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搜集到的各式资料
和近期搜集的影印本资料，进行了对照印证、去伪
存真，并且请革命先烈刘晓浦的长孙刘长琨给予了
指导并作《序》。

刘一梦原名刘增溶，笔名一梦，1906年出生于
蒙阴县垛庄村刘姓大家庭。但他与四叔刘晓浦一
起，摒弃了安逸的生活，走上了艰苦卓绝的救国
救民之路。早在1923年，刘一梦经“一大”代表
王尽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
革命文学最早的一批实践者之一，土地革命时期
曾任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左翼文学团体“太阳
社”的党内负责人之一。1929年上海春野书店将他
的短篇小说结集出版，以其力作《失业以后》为该
书书名。

革命先烈刘一梦遗著

《失业以后》再版

《跑旱船》由中国戏曲学院与郓城县委、县政府
联合创排，以戏曲与动漫相结合的形式反映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的时代风貌。该剧由山东省吕剧院导
演陈贻道、中国戏曲学院冉常建教授和于少非教授
联合执导；作曲是山东省菏泽市艺术研究所所长苏
本栋、新媒体艺术系青年教师马洪波；中国戏曲学院
舞美系副教授秦文宝担任服装设计，郓城县山东梆
子剧团承担剧目排演工作。

《跑旱船》从剧本创作至今历时三年多。这条
“船”经历大风大浪终获成功，正是众人划桨的成果。

2012年6月，菏泽市“百家文艺团体装备改
善”活动赠送仪式上，郓城县山东梆子剧团团长冀
梅霞代表剧团接收到一辆崭新的舞台车，外出演出
条件大大改善，为《跑旱船》的排演提供了很好的
条件。郓城县专门成立《跑旱船》剧目创作演出工作
协调小组，中国戏曲学院抽出了精兵强将，进行动漫
制作。2013年1月9日至24日，《跑旱船》在北京进行最
后的排演。

“为了排好这部戏，我们剧团放弃了许多商演的
机会。尽管这两年收入不多，但演员热情高涨，全身
心投入，保障了这台戏的质量。”冀梅霞说。

“《跑旱船》的成功演出，对提高郓城县山东梆子
剧团的艺术水平，促进郓城县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丰
富郓城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将结合农村实际，推出更多的精品，让老百姓享
受更丰富的文化大餐。”郓城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王
秀忠说。

■相关链接

《跑旱船》演出场景。 □侯昌杰 报道

2月22日晚，莒南县举办了孝文化京剧演唱会，来自当地的京剧爱好者表演了京剧经典名段、现代京剧、戏曲小品、京歌伴舞舞等节目，为广
大戏迷奉献了一道文化盛宴。图为京剧爱好者在演唱经典名段《钓金龟》。

□通讯员 赵桂星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记 者 于国鹏
通讯员 刘方亮 报道

本报胶州讯 建设100个农村文艺舞
台、扶持100支群众文化活动队伍、设立200
万元的演出补贴……记者近日从胶州市获
悉，今年该市将投资1300余万元，实施四项
文化惠民工程，力争达到省级和国家级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标准。

据了解，四项文化惠民工程是指农村文
化服务示范点建设和群众文化活动广场打造
工程、“文化下乡文化惠民”工程、群众文
化骨干提升工程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创新工
程。其中，该市将投资1000万元，建设100
个村文化服务示范点和100个农村文艺舞
台，并为每个示范点购置图书、灯光、音
响、电脑、移动数字电影放映设备等设施，
为农村文艺舞台统一标识，培养城乡群众的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设立200万元的演出补贴资金，加大政
府购买非公文化单位提供的公益性文化服务
的力度，鼓励专业院团、业余文艺团体开展
入社区、进村庄送戏、送演出下乡等公益性
文化服务，民间剧团下基层演出每场补贴
2000元，“文化惠民村村行”演出队每场演
出补贴3000元。

此外，将扶持100名群众文化活动带头
人和100支群众文化活动队伍，组织群众文
化带头人参加各类文化交流、培训、大赛观
摩等活动，为活跃的群众队伍配备便携式播
放设备、U盘、光盘等所需器材。

胶州1300余万元

助力文化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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