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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张建锋 刘纯利

“垂柳荫中凭栏垂钓，藕花香里倚槛拾凉”，这是炎
炎烈日之下，莒县城阳街道柳青河大湖湿地公园内的真实
写照。但见河岸垂柳郁郁葱葱,河畔芳草萋萋，丰美的水
草随风摇曳，河水清澈 ,碧波涟漪，芦苇荡漾，水鸟栖
息。在这里活跃着一支由十几人组成的京剧演唱队伍。

据了解，这支来自民间的京戏演唱队伍，年龄最大的
72岁，最小的50岁，队伍中大部分是浮来山镇的农民、退
休的工人、教师、乡镇干部等，还有几位是县文化馆的退
休人员。张世义，今年60岁，退休前在莒县竹园煤矿工
作，擅长京胡、二胡，曾是矿上的文艺骨干，在这支队伍
中算是年富力强的。

张世义指着正在演唱的那位中年妇女说：“她叫徐文
美，50岁，是我们这些人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她记忆力
好，很有悟性。”

“过去她喜欢唱吕剧，也能唱流行歌曲，我看她音质
很好，能唱高音，是个唱京戏的好角色。去年就找了一些
京剧段子，让她跟着乐器试着唱，想不到她进步很快。”
张世义说。

徐文美谦逊好学。她演唱的《凤还巢》、《贵妃醉
酒》、《红娘》等京剧名段，还有现代京剧《红灯记》选
段，回荡在柳青河畔，博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

高长竹是浮来山镇高家庄村的一名农民，是这支队伍
中年龄较大的一位，也是拉二胡的高手。他说：“过去好
天的时候，俺这些人也到浮来山上演唱，到沭河湾演奏。
年龄大了，跑远了身体受不了。现在好了，县里治理了柳
青河，大湖社区还建了公园，这里变美了，来的人也多
了，我们会常来这里演唱。”

柳青河风光秀美，当年还有“西湖烟雨，碧波荡漾”
的美誉。河水清澈荡漾,荷花十里飘香。如今，柳青河畔
风光秀美，来这里欣赏美景的多了。特别是这支由百姓自
发组织起来的京戏演唱队伍也已成为柳青河畔的一道靓丽
风景。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让我们向至圣先师孔夫子行作揖
礼……”

７月１１日上午９时许，泗水县圣水峪镇“乡
村儒学讲堂”再次开讲，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
究院副院长颜炳罡首先带领村民行作礼，“我
们为什么要拜孔子？因为我讲的是儒学。”

当天，颜炳罡教授跟大家讲的是家教。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这个家既是我们生命
诞育的地方，也是我们人生的第一课堂。”

我们跟谁学说话？我们跟谁学穿衣？我
们跟谁学会日常生活的规范？都是父母。颜炳
罡说，“父母是我们的第一任老师，也是我们
永远的老师。父母教给我们的生活知识，来自
他们的长辈，长辈又来自他们的长辈。而我们
还会把自己的知识传给子女，子女再传给他们
的后代，这样就形成了家教和家风。”

他举例说，素有江南第一家的浙江浦江
郑氏家族，以孝义治家，历南宋、元、明三代绵
延３６０多年，鼎盛时三千人一起吃饭，“子孙做
官如有贪赃枉法者，生则消除家谱族籍，死则
牌位不许进入祖宗祠堂”。正是由于如此良好
的家风，郑氏家族做官的有１７３位官吏，全都
廉政勤政，无一贪赃枉法。为此，明太祖朱元
璋赐封其为“江南第一家”。

作为颜氏后人，颜炳罡引以为豪。“在今
天，有好多姓孔、姓颜、姓岳的人，都会说自己
是孔子、颜回、岳飞的后人，但有谁会说‘我是
秦桧的后人？’一个家庭出了一个败类，人们
往往把他归结为家教不好，就会辱没祖宗。但
一个人行为高洁，就是光大门楣。”

在古代，中国人都将教育子女放在第一
位，但从什么时候开始教育孩子？颜氏家训主
张从早教开始。颜炳罡说，“‘当及婴稚，识人
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小孩子刚会说
话，就应该开始教育了。”

“我们的教育往往出现偏差，由于‘溺爱’而
引发系列问题，这就是‘有爱而无教’。同样，许

多人用粗暴的方式教育孩子，认为‘棍棒出孝
子’，但也教育不出好孩子来。”颜炳罡说，“父母
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惧而生孝矣。”

有一次，颜炳罡见到一位老大爷，抱着刚刚
会说话的小孙子在大树下乘凉，孙子用自己的
小手打爷爷的脸：‘打你个老王八蛋’，爷爷反而
高兴地认为小孙子真厉害，都会骂人了。颜炳罡
说，“这容易造成孩子价值观的错位与倒置，习
惯一旦养成，要想制止就难了……”

这是“乡村儒学讲堂”有关孝道的一课。
“给农民讲课，难度要远远大于给研究生

上课。”同样来自尼山圣源书院“讲师团”的赵
法生表示，“我们就从老中青都关心的孝道开
始，以故事化、生活化、互动化的授课方式，让
农民来了解、学习儒学。如果老百姓听不懂，
半途退场了，下次也就不来了。”

刚开始，为了让农民走进儒学讲堂，颜炳
罡、赵法生等老师都会自费买些毛巾、肥皂，

发给前来听课的村民们。“在三五次课程之
后，我们就不用发毛巾了，老百姓热情高涨，
扶老携幼纷纷来听生动的‘儒学’。”

对于这份志愿工作，颜炳罡表示，优秀传
统文化不完全是象牙塔里的存在物，也不是
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国人的生活智慧与
存在艺术。“我们知识分子既应当是民族文化
的传承者、延续着，也应当是民族精神家园的
建设者、守护者。”

把儒学教育故事化生活化
——— 泗水县圣水峪镇“乡村儒学讲堂”一瞥

□记者 房贤刚 报道
7月9日，无棣县小泊头镇大田村64岁的田洪海正在加工“迷你农具”。为让年轻人了解传统的“农耕文化”，田洪海开始尝试传统

农具的加工制作。

民间京戏演唱队唱响莒县城

柳青河畔赏京戏

□ 邢飞飞

“改旧俗、树新风、人人讲文明，善行义举四德榜、
人人学习榜样，乡村文明谱新曲、欢声笑语歌飞扬……”
7月5日下午，房寺镇乡村文明宣传队文艺汇演在该镇张庵
社区一开演，演员倪洪胜第一个上台表演了快板书《乡村
文明赞》。

在乡村文明行动中，禹城市房寺镇从6月20日起组织
乡村文明宣传队，奔赴全镇62个社区(村)进行文化巡演，
为当地群众送上精彩的文艺节目，到目前已演出32场。

“今年，我们镇乡村文明行动全面铺开，村庄面貌发
生了很大变化。我们修建了文化广场，安装了健身器材，
原先脏乱差的场地变身‘小公园’。我们还用群众喜闻乐
见的语言和形式，唱文明新风，说榜样故事，真正使乡村
文明行动家喻户晓，文明新风滋润乡村。”镇党委书记聂
立波说。

“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房寺镇的乡村文明宣传
队12名成员都是本镇的“草根明星”。说学逗唱样样拿
手。演员刘吉祥今年70岁了，听说镇上搞乡村文明巡演，
非要参加。“俺村因为搞乡村文明大变样了，我要把这种
变化唱出来，苦点累点也高兴啊。”

汇演中，宣传队员经常和群众互动。演员侯焕英唱完
一曲《母亲》，下面唏嘘一片，有的观众动情落下眼泪。
侯焕英见状和大家做起互动：“做儿女的一定要孝顺，孝
顺是做人的根本。”她邀请上了村里“四德”榜的好媳
妇、好婆婆们登台讲讲自己的故事。

房寺镇：乡村巡演唱文明

□新华社发
7月15日，观众在参观展出的书法作品。当日，由中

国美术馆自主策划并主办的精品书法艺术展览“翰墨传
承——— 中国美术馆当代书法邀请展(2014)”在北京拉开帷
幕，共展出26位当代书法家的130余件作品。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本报实习生 张会敏

由山东省艺术研究院和菏泽市地方戏曲
传承研究院联合打造的大弦子戏传统经典剧
目《两架山》，历时一个多月的创作排练，7月
12日晚在菏泽大剧院亮相。这也是菏泽市文
广新局、菏泽市地方戏曲传承研究院通过“依
团代传”模式，保护传承古老剧种大弦子戏结
出的又一硕果。

7月13日，省内戏曲界专家学者、《两架
山》部分主创人员举行剧目打磨提升座谈会。
大弦子戏这一老剧种几十年后再抽新枝，让
戏曲专家都非常兴奋，他们踊跃为这台戏继
续提升“支招”。菏泽市戏曲传承研究院院长
徐向东表示，“《两架山》的复排不仅仅是一出
传统老戏的复活，更是一个剧种在菏泽这片
戏剧沃土的一次重生。”

力求大弦子戏“基因”不变

徐向东说：“《两架山》角色行当齐全，人
物个性鲜明，音乐曲牌丰富，充分体现了大弦
子戏的剧种特点。”

《两架山》是大弦子戏的一个代表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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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菏泽原有“菏泽地区地方戏曲院大弦子剧

团”，“文革”期间被撤销，从此大弦子戏没有
了专业剧团，这一剧种发展落入低谷。

徐向东说，为了让这一古老剧种重新焕
发光彩，菏泽市文广新局、菏泽市地方戏曲传
承研究院创新思路，大胆尝试跨剧种“依团代
传”。“考虑到大弦子戏已经没有剧团，他们以
现有的山东梆子和枣梆剧团为依托，选调部
分优秀演员学唱大弦子戏，以实现大弦子戏
的薪火相传。”

“依团代传”实施以来，能唱大弦子戏的
演员又逐渐培养起来，于是菏泽市地方戏曲
传承研究院决定复排大弦子戏传统剧目《两
架山》，使大弦子戏以完整的剧目形式重新出
现在舞台上。

省艺术研究院院长张积强说，结合我省
实施的山东地方戏曲振兴工程，省艺术研究
院启动“齐鲁文化传承传播工程”，以此探索
省级艺术研究机构与地方文化部门合作的新
模式。与菏泽市地方戏曲传承研究院共同合
作菏泽大弦子戏项目，正是“齐鲁文化传承传
播工程”的一个课题，其主要内容除包括复排

《两架山》外，还将开展大弦子戏传承的课题
研究，并力求在保持古老剧种音乐风格特征、
剧种基因不变的前提下，使大弦子戏以一个
崭新的面貌呈现在观众面前。

呈现“民间宫廷戏”的风采

省剧协副主席王华莹说：“大弦子戏堪称
“民间的宫廷戏”，“复排《两架山》，不仅仅是
要唤起人们对传统优秀剧目的回忆，更要让
现代观众感受到这些优秀艺术的风采和魅
力。”

徐向东说，“为了演好自己的角色，演员
们都特别努力，潜心研习剧本，认真学习音
乐、唱腔方面的知识，其他各个环节也都是精
益求精，力求让这次复排亮相更加精彩。”

导演周波则表示，“我们排练大弦子戏
《两架山》，并非仅仅使其立上舞台，而是期望
将其做成大弦子戏的样板戏。”

山东演艺集团董事长段雨强评价说，大
弦子戏主要特点体现在音乐和唱腔上。“它和
柳子戏有很多相同之处，但二者味道不同，大
弦子戏唱腔更为细腻委婉。新排的《两架山》
在这方面比较好地体现出这个剧种的特色。”

省文化厅艺术处处长刘敏也表示，大弦
子戏本身有特色，尤其是在音乐方面，“从《两
架山》的演出效果看，剧种本身的个性特色呈
现非常好，超出了原来的期待。”

老戏也要注入现代意识

作为大弦子戏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的传承人，王秀兰非常感慨，“《两架山》
这个剧本我都放了30多年了，很多次我都在
想，啥时候才能再演给观众看呢？这次复

排，可算让大弦子戏这朵花又开在了百花园
里。”

徐向东说，复排《两架山》，因为演员都是
从别的剧种选调而来，没有现成的音像资料
可以借鉴，全凭仅存的文字及老艺人的回忆
进行创作，其难度可想而知。“希望能和山东
艺术研究院等加强合作，在提升这台戏艺术
水准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大弦子戏的挖掘、
整理、保护工作。”

省文化厅副厅长陈鹏说，复排上演的
《两架山》，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特征，表现了
主创人员对时代审美和观众需求的关注。

“传承大弦子戏，那些体现剧种特色和个性
的元素要保护好、使用好，现代意识的视
角、现代审美观念的融入同样重要，这样才
能更好地实现对传统艺术发展中的继承、创
新。”

■相关链接

《两架山》表达了惩恶扬善、邪不压正的
主题。故事讲述的是明正德年间，兵部侍郎郑
奉被奸臣刘瑾陷害，贬为福州知府。赴任时途
经两架山，被刘瑾义子陈昌推下山崖，陈昌冒
名顶替前去赴任，福州粮饷贾屠亮看出了陈
昌的破绽，待查明真相后，贾屠亮设下计谋缉
拿、处死陈昌，并不畏惧权势参奏刘瑾，为国
除奸，为民除害。

老剧种“依团代传”抽新枝
菏泽复排大弦子戏经典剧目《两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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