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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②

新版《泉城人家》“泉”味更浓了
本报记者 霍晓蕙

本报讯（记者 邱祎）
近日，有关郭德纲与某卫视
签订主持合约的新闻闹得
沸沸扬扬，郭德纲本人也通
过微博澄清此事，所谓的

“卖身契”纯属子虚乌有。在
接受采访时，郭德纲透露了
明年与多家电视台合作的
计划。另外，由郭德纲担任
总导演的《笑傲江湖》节目
在本周进入了决赛阶段。

据郭德纲透露：“2012

年我和天津卫视的合作又
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今夜
有戏》将会“大变脸”，进行
全新改版并且增加了时长，
扩充了很多内容。还有一部
戏《梦回唐朝》明年也将和
观众见面，与其他电视台的
合作项目也在进行当中，我
本身做事很开放，不会把自
己拴在一个平台上，也愿意
尝试不同的领域。我自己对
于炒作这种事还是可以理
解的，但你要是恶意炒作，
我也绝对不会放过的。”

本报讯（记者 邱祎）
由刘进导演、全勇先编剧、
张嘉译与小宋佳领衔主演
的 42集谍战大戏《悬崖》，
2012年1月3日将以开年大
戏的身份登陆黑龙江卫视。

《悬崖》讲述了哈尔滨“伪满
洲国”时期长达14年的抗战
历史，剧中张嘉译和小宋佳
饰演一对假夫妻卧底特工
与敌人斗智斗勇。

《悬崖》以1938年冰雪
皑皑的北国哈尔滨为背景，
讲述了张嘉译扮演的共产
党特工周乙，为了方便潜
伏，与小宋佳饰演的顾秋妍
假扮夫妻，在警察厅特务科
一方面小心应付各路人马
的猜疑试探，一方面还要躲
避铁血暗杀团等组织的突
然袭击。

编剧全勇先透露，为了
打造一部不同于以往的谍
战剧，他们自己先到拍摄地
哈尔滨“潜伏”了三个月，进
行了大量的史料查证和实
地考察。

济南人写济南事，济

南话抒济南情。由济南市

曲艺团创作演出的方言

剧《泉城人家》自2004年

搬上舞台后，曾先后获得

第五届中国曲艺节优秀

剧目奖等大奖。这部“听

着是曲艺，看着是话剧”

的舞台剧曾被评论为“非

驴非马”，在业内引发了

“曲艺是否还姓曲”的争

议。

为备战“十艺节”，济

南市曲艺团请著名编剧

王宏把这一出有着独特

泉城印记的剧目重新进

行了改编。新版《泉城人

家》日前在山东剧院上演

后，专家和观众都反映：

“泉”味更浓了，也更时尚

了。

■八年磨一戏

在大明湖畔的明湖居，济南市曲
艺团团长慈建国跟记者谈起《泉城人
家》：“八年磨一戏。”一个“磨”字，道出
了这个创新剧目一路走来的艰难。

本世纪初，曲艺处于低谷，许多
曲艺团体都不景气。为寻求突破，济
南市曲艺团决定围绕泉水做文章，
推出一部反映泉城百姓生活的剧
目，最初由济南市艺术创作研究院
的姜桂成执笔编剧。

2004年9月，这部被命名为《泉
城人家》的剧目首次亮相舞台：亲切
可感的济南事、地地道道的济南话，
为泉城舞台带来一股生动新鲜的气
息。当年的演出场面可以用“火爆”
来形容，甚至出现了“一票难求”的
景象。用济南方言和曲艺手段演出
济南乡情的喜剧，济南市曲艺团无
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当时在业
内也有不少质疑的声音：“这还是曲
艺吗？这不是话剧吗？”以至于2005
年《泉城人家》被列为第五届中国曲
艺节闭幕式演出剧目时，也曾遭到
不少人的反对。

不过，这部富有创新精神的剧
目得到了各方的支持。时任中国曲
协党组书记的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姜昆曾专程到济南看《泉城人家》，
观看的过程中他流了三次眼泪。他
对记者解释说：“一方面，里面的包
袱抖得好，让我笑出了眼泪；另一方
面，它的剧情非常细腻，人情味非常
浓，我是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姜昆
力挺《泉城人家》，并呼吁：在艺术改
革的时代，曲艺不能再守旧不变了。

之后的几年间，《泉城人家》边
演出边打磨，济南市曲艺团又请来
了总政话剧团国家一级编剧，同时
也是济南老乡的著名编剧王宏加
入，对原剧本进行加工。据了解，首
演至今，《泉城人家》已经十易其稿。

■剧情很纯朴

《泉城人家》从剧情上来说并
不复杂，十分贴切地吻合了泉城济
南的特色。该剧在一开始就揪住了
观众的心，40年前一个略显破败的
大杂院，院内是苍苔斑驳的墙壁和
一眼小小的泉子。泉妞是一个父母
双亡以卖糖果仁谋生的善良女子，
在卖糖果仁时拾到了被人遗弃的
孩子——— 大丽，为了这个“遗弃子”
泉妞在新婚之日被夫家赶回家，又
为了这个孩子终生不嫁。

40年后，大杂院要被拆迁，泉
大娘获得补贴房两套。而儿子小
生、女儿大丽为搬家卖掉了泉大娘
藏着大丽身世证物的柜子，勾起泉
大娘的心病。小生知道大丽并非亲
生后以自己系亲生为由向母亲要
房子，从而引出了小生也非亲生的
身世。小生大悔和大丽双双跪倒在
养母面前推让房子，令人感慨万
千，催人泪下。

■新版更时尚

12月初，再度亮相舞台的《泉
城人家》，重点围绕近年来济南城
市建设发展新貌及时代特色，对剧
本做了相应的调整，台词更加新
鲜，同时对舞美和音乐部分做了较
大调整。像即将拆除的小院，开始
时远处成片的高低错落的平房，随
着剧情的进展，成片的平房变成了
高楼大厦。

把地道的济南话搬上舞台，是
《泉城人家》的一大特色。随着台上
“半青”、“木乱”等方言，一个又一个
“包袱”不断抛出，观众席上不时爆
发出阵阵笑声。整场演出亲切生动、
谐趣横生。

■“泉子”压力大

《泉城人家》中有十余个人物，
个性鲜明而富有特色。老版《泉城人
家》中，由著名曲艺演员刘广玺、王
振华扮演的泉子和泉妞，李鑫泉扮
演的大聪，让观众记忆深刻，现在三

人都已退休。新版中，李洋、赵荣娜、
魏务良担任主演，他们虽然大都没
有亲身体验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
生活，却把那时候的故事演绎得惟
妙惟肖。

接受记者采访时，泉子的扮演
者、济南市曲艺团业务副团长李洋
表示，自己 40多岁，演一个 70多岁
的老头儿，一度没找到感觉。最大
的挑战还在于，刘广玺版的泉子已
经深入人心，要想出彩，只能另辟
蹊径了。

后来，李洋还是从大明湖畔一
群拉呱的济南普通老头儿身上寻
觅到创作的灵感。他告诉记者，泉
子就是那邻家老头儿当中的一员，
拉起呱来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有
那么一点点“装蒜”，但骨子里淳
朴、善良、热情、好客，像这个城市
独有的泉水一样清澈坦荡。理解到
这一点后，李洋演起来“越来越有
感觉”了。

■多方拓市场

当前大制作成风，而《泉城人家》
却没有跟风“拼场面”。慈建国团长介
绍，该剧创作生产、流通、消费的全过
程，都掌握一个原则：以市场为依托，
打造舞台艺术精品。

正如济南市文联主席邹卫平所
评价的那样，《泉城人家》“不拼制作
拼运作，不拼奢华拼节约”，济南市
曲艺团主动出击，通过票房收入、企
业赞助等不同形式开拓市场，从高
雅殿堂到社区广场，都留下了《泉城
人家》演出的足迹。

市场营销一直是济南演艺市场
的一个薄弱环节，但慈建国对《泉
城人家》的市场预期表示乐观。他
表示，一方面通过低票价保障基层
群众可以看到演出，另一方面，正
在考虑如何结合深化文化体制改
革，联合有关企业，利用《泉城人
家》已经创立的品牌价值和无形资
产进行延伸开发，向市场要效益，
获取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郭德纲

反对恶意炒作

2012《今夜有戏》大变脸

开年大戏《悬崖》

登陆黑龙江卫视

《泉城人家》剧照 （剧照由济南市曲艺团提供） 人物图片摄影 徐延春

济南市曲艺团团长慈建国

“泉子”的扮演者、济南
市曲艺团业务副团长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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