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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本报通讯员 姜乾相

日前，全国首座大型陶艺焦裕禄半身塑
像在焦裕禄的故乡淄博市博山区烧制出炉。
在焦裕禄去世50周年纪念日，这座大型陶艺
作品的两件复制品分别赠送给了博山区和兰
考县两地的焦裕禄纪念馆。

这件陶艺作品出自山东省陶瓷工艺美术
大师任国栋之手。他之所以能创作出这样的

经典人物造型，得益于母亲杨玉芳的真传，
“母亲既是自己的艺术领路人，也是焦裕禄塑
像创作全国第一人。”

1960年，年仅18岁的杨玉芳从博山陶瓷厂
职业中学毕业，分配到博山陶瓷厂试验室拜
工艺美术大师陈贻谟学习陶瓷雕塑。面对极
其陌生的工作、严肃的老师，杨玉芳着实是吓
坏了。因为，她此前从未接触过雕塑，对雕塑
这个概念一知半解。

据杨玉芳回忆，她从小比较用功，各门功

课都能得5分(当时5分制)，唯独对美术课不感
兴趣。没想到，自己毕业后面临的第一个工
作，竟然是陶瓷雕塑。

杨玉芳看似柔弱，内心非常要强。为此，
她开始苦练基本功，弥补自己美术方面的欠
缺。经过5年的努力，杨玉芳终于踏进了陶瓷
雕塑这个门槛。

1966年，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向焦裕禄
同志学习。年仅24岁的杨玉芳按捺不住内心
的激动，找来有关焦裕禄的文字和照片资

料，悄悄塑造了一个40多厘米高的焦裕禄胸
像。当时，博山正在筹建北崮山焦裕禄事迹
展览馆，杨玉芳被抽调去制作一座近乎真人
大小的焦裕禄坐姿泥塑塑像。

杨玉芳回忆说：“那是一件非常荣幸但又
极艰难的事。”当时，她做小陶瓷雕塑刚入门，
大雕塑从没摸过，连如何扎内骨架这样的细
节问题都没一点底，只能凭着一股热情去塑
造。

就在杨玉芳缺帮手之时，无锡轻工学院
的师生来参观英雄焦裕禄故居，其中黄名芊
老师懂得雕塑知识，就跟杨玉芳共同把大骨
架扎起来，并上了第一遍粗泥。在后来的一
个多月的塑造中，杨玉芳经常请村里认识焦
书记的同龄人提意见，反复进行修改。

谈起这段工作经历，杨玉芳说，“自己是
在塑像当中反复学习、研究焦裕禄的精神事
迹。”在英雄故里北崮山村，杨玉芳和焦裕
禄的生前好友、邻里乡亲一起回忆焦裕禄的
往事；几次到焦妈妈家里采访，并在临时搭
建的戏台上陪同焦妈妈观看话剧《焦裕
禄》；目睹了焦妈妈和饰演焦裕禄的演员如
同亲母子一样拥抱的激动场面。“这些场
景，一生都忘不了。”

或许是遗传的原因，杨玉芳的儿子任国
栋从小就喜欢玩泥巴，喜欢陶艺。1987年，任
国栋进厂跟母亲正式学习陶瓷雕塑，陶艺技
术进展飞快。2000年，杨玉芳和儿子创办了

“春秋陶坊”陶艺创作室。2003年，杨玉芳被评
为中国陶瓷艺术大师；2004年，任国栋被评为
省陶瓷艺术大师。

48年过去了，杨玉芳再次迎来弥补遗憾的
机会，“当年我是靠着一腔热情去做，但就觉得
自己的作品还不能完完全全地反映这位人民好
干部的形象，所以多年来老觉得有个大遗憾窝
在心里。”于是，当2013年任国栋打算塑造一尊
雕像纪念焦裕禄时，杨玉芳欣然支持。

于是，杨玉芳翻箱倒柜，找出自己保存
了 4 8年的焦裕禄相关资料供儿子参考学
习，并不知疲倦地给儿子出主意、打下手。
历时5个多月，任国栋终于创作出大型半身
陶艺焦裕禄塑像《永远的焦书记》。

今年72岁的杨玉芳老人感慨地说，自
己终于了却了一桩48年的夙愿。

４８年，母子同塑焦裕禄像
景仰好书记，母亲杨玉芳也是焦裕禄塑像创作全国第一人

□ 刘玉堂

(下)

二人遂在兰桥之下一人一句地盟誓：这
边跪下了魏魁元，那边跪下了兰瑞莲。我用
手推起了一堆土，我插上青草当香烟，魁元
我钟爱兰氏女，兰瑞莲我钟爱魏魁元。咱们
二人成婚配，白头到老永团圆。今夜晚间定
巧计，你给我什么东西作证件？我头上摘下
了白玉簪……我用手撕下低襟衫……若是小
生心有变，如同蓝衫成两段……两人遂约定
夜晚相会三更天，单等着夜晚相会兰桥前。

我小时即看过《井台会》，从没觉得有
什么不妥，相反，还觉得是向封建及买卖婚
姻宣战，为他二人的恋爱喝彩、祝福，并为
之牵挂操心：千万别出什么岔子到时又走不

了了。当然，现在我也不认为是第三者插足
什么的，只觉其美、其甜，其温馨。

评剧《井台会》则说的是另外的故事。
说五代时，刘志远往彬州投军，立军功封节
度。其妻李三娘依靠兄嫂度日，其嫂刁悍，
虐待李三娘，逼李白天挑水，夜晚推磨，备
受折磨。一日，李三娘正在井台打水，跑来
带箭白兔一只，遗箭而去。后有小将追至，
与李三娘搭话，方知李三娘为其生母。小将
正是李三娘十六年前在磨房所产之子咬脐
郎。小将回禀其父，夫妇、母子终得团圆。

该剧为评剧六大流派之一的筱派(俊亭)
代表作，其核心唱段为“数九隆冬”。全段
是：数九隆冬雪花儿飘，受罪的李三娘把水
挑。出门来西北风只刮得透骨冷，寒风刺面
如同扎尖刀。只冻得我浑身打颤把牙咬，手
足麻木好似冷水浇。雪花满地路难走，恨只
恨老天爷降下鹅毛。只下得茅屋草舍似雪
洞，只下得树枝儿似银条。老天爷降的非是
雪，分明是降下来的这个杀人刀。我不怨天
来不怨地，埋怨丈夫叫刘皋。你到彬州投军
去报效，你为什么十六年的光景人不回来信
不捎？你把我撇在西沛县，哥嫂的家中受煎
熬。我的哥哥念同胞，待我心肠好，嫂嫂待

我心太刁。白天里挑水十数担，夜晚研磨五
更交。我穿不暖吃不饱，度日如年心似油
浇。在十六年前——— 在磨房产生我那咬脐
子，儿啼哭惊动了我的嫂嫂。嫂嫂要把我儿
害，多亏窦成抱儿远走逃。自别后从未见过
儿的相貌，也不知如今我儿长得有多高，我
哭声夫啊，怎不回转，娘的儿啊，难道说你
也把为娘我忘掉。哭哭啼啼往前走，险些摔
倒，井台冰雪滑又高，辘辘似冰如针刺手，
三娘我每日数次把你摇。筱派善低音，圆润
而宽厚，听上去如泣如诉，感人至深。

我还听过由严凤英和王少舫演唱的黄梅
戏《蓝桥会》，故事与《井台会》相似，只
是人物的背景有所不同。蓝玉莲为童养媳，
一天去蓝桥汲水，遇见年轻的书生魏魁元，
两个同命相怜，互相诉说了自己的身世与处
境，并由此产生了爱慕之情。分手时，他们
相约八月十五月圆之时再来蓝桥相会。我后
来看剧本，方知蓝玉莲当时是二十岁，丈夫
年幼不满十三。魏魁元呢？找了个妻子整九
岁，他的年龄二十三。该剧的核心唱段叫
“杉木水桶”：杉木水桶拿一担，桑树扁担
忙上肩，忙上肩。走出门来抬头看，三条大
路走中间，奴家的小情哥。男子行路念文

字，女子行路报花名。一行二步念花样，三
行四步赛牡丹，五行六步红芍药，七行八步
转一个弯，九行十步来得快，来得快，不觉
来到蓝井边，蓝井边。杉木水桶来放下，桑
树扁担靠井边，靠井边。家中未带麻绳索，
解开丝带系桶环，奴家的小情哥。玉莲忙提
头桶水，累得玉莲两手酸，两手酸。玉莲忙
提二桶水，累得玉莲汗不干，汗不干。家中
没带凉风扇，解开排怀扇风凉。奴家的小情
哥。一扇两扇风未起，三扇四扇风来着，风
来着！蓝玉莲坐井摇风展扇……河北来了魏
魁元——— 由王少舫扮演的书生魏魁元上场
了。

该段由严凤英唱来十分地好听，却不好
学，关键是里面的“零碎”太多。比方第一
句，她这样唱：杉木水桶依呐呀儿索，拿一
担流兰儿索，桑木扁担依索流索依兰儿流
索，呀呀依儿索，忙上肩十担流儿索。你也
弄不清里面有什么规律。故而我学了好长时
间，只学会一句：男子行路依子呀依哟，念
文字呀依呀依哟，女子行路依子呀依哟，隆
咚隆的采，耶，报花名依子呀依哟，哟哟依
哟依子呀依哟，隆咚隆的采，耶，报花名依
子呀依哟。

圆润宽厚《井台会》
听来如泣如诉，感人至深

□ 李伟伟 李红佳

“贫寒之家百事哀，俩女儿一个聪明
一个呆。呆傻的也知道把妈妈疼来把妹妹
爱 ， 聪 明 的 总 想 着 活 出 个 样 子 头 高
抬……”近日，在利津县博物馆演播大厅
里，传来动人心魄的吕剧唱腔，县教育系
统的老师、部分学生及家长正在观看现代
吕剧《让我再叫你一声妈》。台上演员表
演精彩，场下观众深受感动，很多人流下
热泪。

今年，利津县按照每村每年一场戏的
公益文化服务目标，计划为全县农村(社区)
送戏512场。现代吕剧《让我再叫你一声
妈》作为剧目之一，在全县开展巡回演
出，受到老百姓的喜爱。利津县吕剧团团
长陈杰说：“我们就是想让群众通过观看
本剧，告诉大家孝是稍纵即逝的，是用金
钱买不到的。旨在唤醒并强化每个人心中
的那份孝道，更好地弘扬孝文化。”

整台戏采用倒叙的手法，并用“母鸡
下蛋咯咯叫，那不是叫，那是笑。鸡蛋是
鸡妈妈的小宝宝。”这首儿歌将剧情前后
贯穿起来。剧首是母亲秀芬教智障的草儿

学儿歌，剧终是小草儿教痴呆的姥姥学儿
歌，朴实的语言表达了真情实感，爱的反
哺将观众内心深处的真善进一步挖掘出
来。

另外，唱词“世上啥最大？最大是亲
妈。冷找妈，饿找妈，跌倒摔疼也找妈。世上
没有啥，也别没有妈……”首尾互应，体现了
母爱亲情、孝敬老人这一主线。秀芬教草儿
学歌谣、草儿给花儿送补脑液、秀芬卖血凑
大学学费、花儿送婴儿回家、花儿功成名就
回家探母这五个篇章环环相扣，层层递进，
展现了母爱的伟大。

“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
出弘扬孝德教育的吕剧实在太感人了，受教
育的不仅仅是孩子，感触更深的应该是家
长，我们一定要给孩子做好孝敬老人的表
率。”看完表演后，现场一位学生家长说。

戏曲在排练中反复推敲，反复修改，
力求做到精益求精。“每一场排练后剧本都
有修改，前后我们修改了300多次。”陈杰说，
在草儿抱着襁褓，秀芬追花儿这一场景时，
采用的是心灵对话的方式，实际表现的是三
个场景：一个是花儿放下襁褓离开时与母亲
隔空对话，一个是秀芬追逐花儿时的悲痛，

还有草儿抱着襁褓所表现出来的母爱，这三
个场景如何烘托剧情是非常关键的。为让草
儿表现出虽有智障却具有最完美、最纯净的
爱这一特点，草儿的眼神、动作、唱腔等修改
了50多次，并加入了现代舞蹈的动作，成为
本剧中最出彩的一幕。

现代吕剧《让我再叫你一声妈》与传
统吕剧相比，在舞美、音乐等方面都进行
了创新。

传统吕剧的舞美只是对剧情起一个简
单的烘托作用，而《让我再叫你一声妈》
剧中的舞美却打造得像诗一样美轮美奂。
剧中采用了投影，将现代都市车水马龙、
流光溢彩的真实影像与舞台美术结合在一
起，更加逼真。

该剧还对传统吕剧唱腔进行了大胆改
革，采用其他剧种中的“宽板”、“大慢板”等
板式，进一步突出了人物的心理，烘托出剧
情气氛。为了营造宏大效果，在配乐上加入
了西方管弦乐成分，大提琴、贝斯、单簧管等
10多种乐器出现在录音棚中，40多人的乐队
成就了恢弘的音乐气魄，在某些特定剧情
氛围的营造上，产生了很多中国传统乐器
所达不到的空间效果。

现代吕剧《让我再叫你一声妈》演绎母爱真情

唤醒每个人心中的那份孝道

母子二人看着刚刚烧制出炉的作品爱不释手。

□于萌 报道
本报济南讯 6月13日至15日，“世界

视野中的鲁迅”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师
范大学举办，大会收到论文50余篇，举办
学术报告、专家研讨和讲座多场。

此次研讨会由中国鲁迅研究会、山东师
范大学文学院主办，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
学国家重点学科承办，共有近70名来自美
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德国和全国
著名学府、科研机构的研究专家前来参
会，新老学者齐集一堂，中国人民大学文
学院院长孙郁、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代田智
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梦阳、山东
师范大学教授朱德发等学者作了大会主题
发言。研讨会着眼于国际视角，围绕着
“世界视野中的鲁迅”这一主题，针对
“鲁迅与世界文学的多重复杂关系”、
“鲁迅作品在世界范围的移译与传播”、
“海外鲁迅研究的方法论特征及其学术意
义”、“海内外鲁迅研究之比较与互动”
等话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与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京
华说：“首先，这场学术研讨会意义重大，
国内外鲁迅研究者借此机会彼此启发，交流
碰撞，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其次，越来越多
的青年学者开始研究鲁迅，通过崭新视角观
照鲁迅，为推动鲁迅研究注入了新的活
力。”

世界视野中的

鲁迅研讨会举办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以“跨越·相遇·贯通”为宗旨，6月8

日，在山东美术馆的组织下，近百个家庭来到该馆参加了
“最是父母心——— 美术与音乐的相遇”主题沙龙活动。本
场主题沙龙分为家长专场和儿童专场，与会者分别参加音
乐欣赏与绘画作品临摹活动。

在学术报告厅的家长专场中，山东美术馆特邀自巴黎
音乐学院学成归国的竹子老师、青年古琴演奏家汪炜女士
向家长们详细介绍了古琴的起源，并带领大家合诵、合唱著
名古琴曲《阳关三叠》。而后，家长们又与来自台湾的心理咨
询师交流家庭教育方法，学习了“心灵的自我修复与成长
方法”，力争让自己成为更完美的“家庭守护者”。

在美术馆展厅举行的儿童专场中，孩子们首先兴致勃
勃地参观了正在举办的“中华意蕴——— 中国当代油画巡展
暨中国油画百年回望”山东站展览，在美术馆工作人员的
指导下，对其中的部分作品开展了分组讨论，并临摹了部
分名家精品。各自的专场活动结束后，大家在美术馆展厅
会合，孩子们争先恐后向自己的爸爸妈妈分享体验与收
获，场景温馨、感人。

参加活动的一位家长感叹：“美术馆举办的沙龙既活
泼有趣，又教给了孩子们很多有用的知识，我们家长也可
以跟着学习，真是一举三得，今后有这样的活动我一定还
报名。”

山东美术馆负责人表示，在提前做好观众兴趣调查的
基础上，山东美术馆还将定期举办“诗歌朗诵”、“少儿
钢琴竞技”、“长笛遇见油画”等各种小型主题艺术沙
龙，欢迎各界民众积极走进美术馆，润精神、受教育。

山东美术馆

举办美术与音乐沙龙

□李娜 报道
本报东平讯 中国电影基金会将组织150幅名家书画

在东平县进行义拍，其中不乏齐白石、范曾等书画大家藏
品，拍卖所得资金将全部用于助学助残等公益事业。义拍
会将于7月13日在东平县州城街道举行。

义拍会选点州城街道，是因为该地是东平老城，已具
有一千余年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出土了大量的传世珍
品。州城街道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不仅复原了古城原貌，
还建成了远近知名的古玩一条街。

东平将义拍名家书画藏品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泰安讯 6月11日，泰安市汉辰文化创意产业有

限公司与丽景心悦酒店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今后双方
将发挥各自优势，促进泰安文化与旅游业融合发展。

据介绍，上述两企业此次战略合作分三个阶段。初期
合作，双方实现资源平台共享，共同研发泰山赤鳞鱼纪念
品，并开展“住酒店看演出”活动；中期合作，合作共建
文化创意产业园，推动当地文化创意行业产业化；长期合
作，双方站在促进泰安市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高度，在更
深层次、更广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塑造业内文化旅游融合
发展的典范。

汉辰文化以演出经营、文化艺术交流、文化资产托
管、会展策划等业务为主，其托管的泰山大剧院，探索出
了“托管+驻演”的剧场管理新模式。2013年，该公司投
资数千万打造了魔幻音乐剧《泰山情缘之石敢当》，目前
已成为当地文化旅游的新名片。丽景心悦是泰安市旅游饭
店龙头企业，近年来多方面致力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探
索。

泰安两企业合作

推进文化旅游融合

□记者 高晓雷 报道
本报济南讯 6月17日起，由山东当代花鸟画院、山

东省文博书画研究会、济南市博物馆共同主办的“融合中
西·传承国学——— 王立志画展”在济南市博物馆开展，展
至7月底。

据了解，此次展出共有王立志50幅近作，试图探索
“中西绘画因素成功融合”是此次展览的一大亮点，作品
折射出作者以西画的入世情感，抒东方的哲理情思；以国
画的笔墨精致，合西画的状物之功；以当代人对“美“的
经验体察，来重释中国传统艺术的和谐意境。

作者王立志在艺术院校从艺从教近50年，他早年以油
画、素描为优，学生时期因参与创作反映黄河大会战的
《奇创》而闻名华夏，继之又为著名小说《迎春花》、
《大刀记》配插图而彰显才艺。

王立志画展举办

□何雯 报道
本报菏泽讯 阙里博士书《论语》书法邀请展日前在

菏泽举行，由曲阜师范大学朱乐朋、张玉璞、单承彬、邵
仲武、冯广贺、李杰、熊沛军、陈涛、周侃九位博士书写
的50幅作品参展。

阙里博士书《论语》书法展的作品，有篆隶、行草等
不同风格，一方面展现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另一
方面将儒家文化的精髓《论语》作为书写内容，给美丽的
“牡丹之都”奉献了一道丰富的传统文化盛宴。

阙里博士书《论语》展出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东营讯 6月13日，由山东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

公司和垦利县文广新局联合摄制的吕剧电影《老来乐》在
垦利开机拍摄。

影片根据“全国敬亲孝老之星”获得者、垦利县康力
老年公寓护理部主任高荣叶的事迹改编，讲述了主人公
高力荣全身心投入工作，待老人如亲人，与众多老人共
同谱写精彩夕阳红的故事。影片主题积极向上，通过感
人故事，塑造了多位性格迥异而又可敬可爱的老人形
象，展现了老年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态。影
片结尾采用戏中戏的表现方式，让生活幸福美满的老人
共同排演吕剧传统剧目《墙头记》，与影片氛围形成鲜
明对比，寓意深刻，传达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美好
主题。

山东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司负责人介绍说，拍摄这
部吕剧电影，是通过电影的形式传承传播吕剧艺术、扩大
传统戏曲影响力的一次尝试。“影片摄制完成后，山东新
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司将依托国家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
心，将影片推向全省、全国。”

吕剧电影《老来乐》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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