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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4
京剧名城

今日聊城

京胡一响 嗓子就痒
中国京剧艺术之乡——— 临清

到过山东临清的
人都有这样的感受，
从春到冬，一年四季，
无论在广场、公园、还
是在街道社区，随处
可以听到抑扬顿挫、
有板有眼的京剧演
唱。在这里，京剧已成
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从老人
到顽童，几乎人人都
能唱上几句京戏。在
临清，有“京胡一响，
嗓子就痒”之说。

钟情京剧已上百年 京剧艺术根植临清

早在明清时期，临清作
为京杭大运河重要的水运码
头和货物集散地，就是徽班
进京的必经之地。因此。京
剧在运河沿岸的传播必然波
及到临清。由于临清商贾众
多，京剧最早在商人阶层流
传开来。一些商人在经商之
余开始学习唱京剧，显示自
己的身价和地位。只要鼓板
一响，他们搭弦便能唱几段
各自流派的唱腔，其唱、
念、做、打以及嗓音、扮相
都极为专业，由此形成了一

帮颇有影响力的票友阶层。
到清末，临清的民间演

唱活动逐渐形成了一定规
模，并很快由清唱发展到扮
装演出。最早的京剧组织有

“安天会”、“知音会”等。“安天
会”会首，是临清死河子北沿
席棚李家，最初上街演唱的组
织。每年三月三、四月三接送
泰山奶奶的庙会，以及春节、
元宵节期间，他们都参加演
出。“知音会”会首，是
单、徐两家，曾以演唱“小
八出”最有影响。

如今，京剧艺术已经
成为临清地域文化的一面
旗帜。临清这片沃土，不
仅培育出一批又一批的京
剧人才，还吸引了全国一
大批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纷纷来临演出，推进了临
清京剧事业的蓬勃发展，
成为临清与外界进行社会
文化和经济交流的桥梁和
纽带。

近几年，于魁智、李
胜素等国内京剧表演名家
每年都来临清进行专场演

出。临清还大力开展京剧
艺术进课堂、进企业、进
社区、进农村活动，在所
有社区建立京剧活动室，
邀请知名票友或专业演员
讲授京剧知识；在农村，
依托文化大院成立庄户剧
团；在中小学开设京剧
课，让学生了解、热爱国
粹艺术。

京剧，这一国粹艺
术，已深深植根于临清，
越来越绽放出迷人的光
彩。

1931 年，锅市街成立
了“中山国剧研究社”，并
在北京聘请了著名花脸张
焕亭，中国名票杨派武生
于冷华教戏。后编演了《打
渔杀家》、《捉放曹》、《群英
会》等剧目。1933 年该社
易名“进德剧社”，演出队
伍进一步壮大，并排演了
一系列新的剧目。之后，马
市街成立了京剧研究会，
齐楼等村也成立了京剧组
织，请人教戏，招纳票友，
各种演唱活动此起彼伏。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近年来，临清市经济和各
项社会事业持续、快速、健
康发展，带动了群众性文
化活动蓬勃开展，京剧爱
好者越来越多。1983 年，
临清市京剧团演出了由本
市文艺工作者祁长安、朱
允功、王子华等编写的历
史京剧《王朝佐》，受到省、
市文化部门的重视。

1987 年，临清成立了
“业余京剧爱好者协会”，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
海、谭元寿担任名誉会长，
协会现拥有会员六百余
人，下有十余处分会，会员
遍布机关、企业、街道、学
校、农村。1996 年，“临清市
群艺京剧票友联谊会”成
立，该会会员长期活跃于
街头、广场，举办消夏文化
夜市演出达 500 余场，并

多次参加全国各类票友比
赛，均获得较好成绩。1999
年，“临清市戏曲学社”成
立，为京剧百花园再添新
蕾。据统计，目前，临清各
类京剧协会会员超过6000
余人，戏迷更是不计其数。

自 2001 年以来，业余
京剧协会每年都要举办规
模较大、层次较高的京剧
晚会，名家、名票登台献
艺，在全国有很高的知名
度。2001 年，临清成功举
办了全国京剧票友艺术
节。2005 年，临清双百戏
曲学社获“全国先进票友
社团”荣誉称号。2006 年
11 月，临清京剧团在北京
长安大剧院成功进行专场
演出，好评如潮。北京京剧
院副院长、梅兰芳基金会
秘书长周铁林观看完演出
说：“一个县级京剧团能够
登上全国最有影响的戏曲
舞台，这在长安大戏院历
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而且
能够演到这样的水平，了
不起！”

2007 年，临清被梅兰
芳基金会命名为“梅兰芳
教育基地”。2009 年，临清
市凭借深厚的京剧艺术底
蕴，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

“中国京剧艺术之乡”，成
为全国唯一获此殊荣的县
市。
（临清市委宣传部提供）

国粹之花璀璨绽放

在临清，京剧演唱随处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