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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动动漫漫漫光光光影影影唱唱唱茂茂茂腔腔腔
《《墙墙头头记记》》，，一一个个地地方方剧剧种种的的传传承承尝尝试试

文/片 本报记者 赵磊

茂腔，是流行于潍
坊、青岛、日照等地的地
方戏曲，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而当这个已有200多年
历史的“栓媳妇橛子戏”
遇上传承问题时，当地人
开始了现代视角的尝试。

茂腔一唱，
饼子糊在门框上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茂腔在
高密有着响当当的名声。

“栓媳妇橛子戏”，是因为那
时茂腔一唱，媳妇总是看戏忘了
做饭、看孩子。

“那个时候，电视并未普及，
电影下乡基本上一月轮不上一
次，茂腔演出成为群众的主要娱
乐活动。”高密艺术剧院院长邹
治方告诉记者，也就是从那个时
候，茂腔不可阻挡地红遍了高
密。“茂腔一唱，饼子糊在门框
上，锄头锄在庄稼上，绣花针绣
了指头上”的民谣，足以形容当
时的盛况。

所以，当2011年12月底，由茂
腔经典曲目《墙头记》制作成的7

集动漫在高密市电视台的四个
频道播出，着实让当地的茂腔发

烧友和他们的孩子惊喜了一把。
到现在，高密40岁以上的人

几乎每个人都能唱上两句茂腔。
尽管娱乐的潮流早已翻了几番，
高密艺术剧院每年的茂腔演出
仍然能达到150场左右。

“从2011年1月，我们就开始
讨论，把茂腔和动漫结合，让更
多的孩子接触到进而喜欢上茂
腔。”邹治方说，“一年的努力，茂
腔动漫《墙头记》在高密试播，反
响非常好。”

在年轻文化市场
来一场试验

其实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之后，娱乐文化的风头就开始变
化，如今除了京剧和昆剧等外，
许多剧种都命悬一线。

根植本地文化的茂腔似乎
并未受到现代多元化娱乐的过

多冲击。但邹治方他们已经开始
意识到传承问题。

“不能等到断代了，再去着
急传承。”邹治方告诉记者，戏曲
动漫《墙头记》的制作没有考虑
盈利的问题，这仅仅是为了让高
密茂腔传承下去的一次探索。

邹治方他们在调研中发现，
传统戏曲对年轻人逐渐失去了
吸引力，而观看动漫成为年轻一
族主要的娱乐方式之一。于是，
他们建议将戏曲艺术与动漫艺
术相结合，借用时尚的数字技术
外壳，传递地方优秀文化精粹，
以适应新时代各个年龄和不同
层次人员的欣赏需求。

自从有了动漫茂腔的想法
之后，邹治方等人开始跟青岛科
技大学传播与动漫学院接触，双
方一拍即合，对于动漫茂腔的创
新之举抱着极大的热情和期待。

传统茂腔，观众更多的是中
老年人；而动漫的受众则是青少

年。两者的结合，可以将茂腔推
向年龄段更大的人群。“至少先
让孩子了解茂腔的旋律。”邹治
方说。

不能断代，
就要能接上

将茂腔制作成动漫的过程
并不是想象中那样顺利。搞动漫
的人不懂戏曲，搞戏曲的人不
懂动漫，这也成为双方合作一
个难点所在。“隔行如隔山，
从音乐到板式、再到服饰，里
面的分歧太多太多，我们双方
不知道因为这个，改了多少
遍。”邹治方说，“我们每提
出一次意见，他们修改起来难
度都很大。”

《墙头记》中主要有8个人
物，其中叫虎的角色是以高密四
宝之一的泥塑为原型添加的，动

漫中包含了高密四宝的缩影。仅
仅这一个角色的变化，艺术剧院
和动漫学院双方就多次论证，从
人物造型到画面设计。“‘喜洋
洋’和‘灰太狼’的形象就是不知
多少人参与论证，才让大人小
孩都喜欢，《墙头记》的角色也是
反复论证。”

庆幸的是，这些困难并没
有成为不可逾越的困局。2011年
12月底，采用二维与FLASH结
合的制作手法，策划拍摄的7集
既具有浓郁民俗风情又不乏诙
谐幽默的茂腔动漫剧《墙头
记》终于有了雏形。在电视台
播出后，动漫《墙头记》也收
到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

“茂腔不能断代，就要能
接上”，邹治方说，高密40名
少年已经在潍坊学院进行为期5

年的茂腔戏曲委培，他们都是
高密茂腔为未来储备的新生代。

茂腔动画《墙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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