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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性、综合性、群众
性的国家级文化艺术盛会，“十
艺节”离我们的脚步愈来愈近
了，省会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将
于7月底试运营。八方曲艺争奇
斗艳，百戏汇聚曲山艺海，眼下
的山东，各地演出层出不穷、美
哉乐哉。

在观众们开始欣赏这一场
场视听盛宴的同时，《人文齐鲁》
将推出“山东地方戏”系列专题，
邀请山东省艺术研究所戏剧、音
乐研究室的马永先生为我们“开
讲”山东戏。齐鲁大地上，曾经生
存、流行过的地方戏曲剧种，有
三十多个，这是我们博大精深的
齐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今
天起，陆续介绍齐鲁大地上一些
重要的地方戏剧种，也许以后，
在你逍遥游历到山东各地，你只
要去听当地的地方戏，就能知
道，这个地方的方言、语音是怎
样的，百姓性情是怎样的，他们
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心里想的
是什么……了解山东的地方戏
曲，其实是了解山东风物人情的
一个便捷通道。

对于如今的很多人来讲，怎
样欣赏戏曲，是一个需要重新启
蒙的问题。作者马永与我交流
说，“现在的年轻观众常常这样
批评戏曲：节奏慢。节奏，如果单
从律动这个角度来说，戏曲的唱
腔婉转悠扬，似乎是与周杰伦等
的音乐风格不能一致。可是如果
从叙事角度来讲，戏曲的时空转
换最是灵活，‘蒙太奇’随处可
见，故事推进比肥皂剧要高明很
多。如果一味求快，流连于任何
一种艺术，时间成本都会是不合
算的。但千百年来，世界各地的
人们还是热衷看戏，戏剧的作用
到底是什么？”

看戏的目的，是希望从舞台
上得到一些可以直达心灵的东西。

看戏，还要看神韵。
上周，《南方周末》一篇题为

《乱世名士牟宜之》的长篇报道
让很多读者对这位“乱世名士”
有了一定了解，报道的推出大概
源于牟宜之纪念馆的最新落成。
日照作者邓撰相先生为本报写
下《传奇人物牟宜之》一文，向我
们展示了这位被赞誉为“与汉唐
大家比肩的伟大诗人”的一生。
作为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传奇
人物，牟宜之一生命运曲折、跌
宕起伏，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
大变局”的百年中国几乎所有重
大历史事件，应该也是我们山东
人的骄傲和自豪。

【刊前絮语】

山东好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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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名是件不容易的事

我们先说说吕剧名称的确定
吧。这事颇费了些脑筋。

1953年前后，第一版《李二嫂
改嫁》已经排演出来，精加工之后，
准备推向全国。大家都感觉到，该
是给“化妆扬琴”起个像样的名字
的时候了。“化妆扬琴”、“扬琴戏”，
太直白了些。

有人提议说，这个剧种曾经叫
过“驴戏”或“捋戏”。“驴戏”，不可
能、不可能。太难听了，怎么可能曾
经叫这么个名字！其实也未必不可
能。“化妆扬琴”还处于“撂地摊”表
演的时候，艺人们总是身扎“驴形”
圈场子，招揽生意。说“捋戏”的原
因有二。一是说，吕剧的主奏乐器
坠琴演奏时，需要上下捋弦，所以
叫“捋戏”。二是说，以前的艺人排
一个新戏，总是这个角儿和那个角
儿凑在一起，合计合计，一个新戏
就给“捋”出来了。

还有说叫“侣戏”或“闾戏”。这
一听就不是穷苦的艺人们起的名
字，而更像通些文墨的人的主意。
这两个名字太牵强附会了。化妆扬
琴早期的表演形式，常常是两个艺
人搭伙，走村串庄，不管他们是不
是两口子，就叫“侣戏”吗？说扬琴
有时候入户为观众演唱，就叫“闾
戏”吗？最后，还是领导说话了。当
时在山东主管文化的陶钝提出，命
名“鲁剧”如何？但其他同志都不太
同意。平平仄仄，于是继续查字典，
终于有所收获———“吕”字与音乐
有关！“黄钟大吕”嘛！

吕剧，多好的名字。不像“驴
戏”、“捋戏”那么俗，也不像“侣
戏”、“闾戏”那么酸，还贴上了一个
响当当的成语，大家都欣然接受。
于是，1953年，山东省鲁声琴剧团
正式更名山东省鲁声吕剧团。

《李二嫂改嫁》

排演成功
吕剧与山东某些古老剧种比

起来，实在是后起之秀。可能大多
数读者更有兴趣的，是一个年轻的
戏曲剧种，怎么就排了《李二嫂改
嫁》这么一出好戏？！

1951年，为了筹备山东省第一
届全省文学艺术代表大会，文化
主管部门决定排演一出反映时
代新生活的现代戏曲。排什么戏
呢？恰在这时，王安友的小说《李
二嫂改嫁》被推荐，进入了人们
的视线，大家都认为这个故事戏
剧性强、时代感强，于是选中了
这个题材。

选哪一个地方剧种来排演这
个戏呢？人们的目光投向了化妆扬
琴。这个新兴剧种两个优势，十分
明显：一是它曲调好唱好听好记，
音乐和表演风格清新质朴；二是流
行地域广，鲁中、鲁东、鲁北，化妆
扬琴都有流行，爱好者众多。

1951年4月29日，《李二嫂改
嫁》在山东省第一届文学艺术代
表大会上正式演出。编剧：刘梅
村、靳惠新、王昭生、张斌、苗晶；
第一位“李二嫂”：林建华。《李二
嫂改嫁》登台亮相，受到广泛好
评。当时的文化主管领导和戏曲
专家们决心对该剧进一步加工，
打造成精品之作。在今天看来，

“李二嫂”这个戏由吕剧来排演，
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实在是

“天时地利人和”的必然结果。
首先，吕剧最适合排这个戏。

吕剧是由琴书演进而来的新生剧
种，在这个剧种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中，积累了许多非常可贵的经验，
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同时，没有太
多束缚。

吕剧在琴书阶段时，就善于表
现家长里短、男女爱情的故事，在
搬演这样的故事时，刻画人物生动
传神，多能使观众产生强烈共鸣。

《小姑贤》，吕剧传统剧目，知者甚
众。这个戏讲了一个恶婆婆欺负儿
媳妇，后来被这家贤惠的小姑成功
劝善的故事。甚至可以说，这个戏，
证明了吕剧特别擅长塑造一个恶
婆婆、一个受气的好儿媳。

看看《小姑贤》里这个恶婆婆
是怎样难为儿媳妇的吧——— 要求
儿媳妇为她做饭：糖三角、馄饨、炖
小鸡、牛肉、稀饭、黏粥、菜豆腐、酸
辣汤、干豆角、大葱花、窝窝头、炸
面筋、大地瓜。这十三样吃食要在
一个锅里煮，还要“做熟了用勺子
搅三搅扒三扒，不许给我掺和了
它”。每演至此，台下观众都被这个

刁横的婆婆给气得笑出了声。
这个恶婆婆，不正和《改嫁》中

那个让媳妇早起劳作，自己睡到日
上三竿的“天不怕”是一样的吗？李
二嫂是一个善良、勤劳、温顺，却遭
到婆婆虐待的受气媳妇，在吕剧曾
有的剧目中，这样的媳妇还有好
多，只不过这个媳妇有了追求幸福
的觉醒，是个已经抬起头来的新时
代的女性形象。总之，《改嫁》里的
每一个人物，都很容易在吕剧的传
统剧目中找到类似却又不相同的
角色。再加上轻喜剧的格调、大团
圆的结局，都是吕剧驾轻就熟、得
心应手的，演起来不是难事。

吕剧当年进行的戏曲

改革深刻而有效
说吕剧适合排演《改嫁》，还因

为当时对戏曲进行的改革，吕剧进
行得比较深刻有效。比如导演制的
推行。以前的戏曲是“主角制”，为
了服务主角的表演，可以对剧情进
行修改，对配角的戏进行删减。《改
嫁》排演的那个时代，以表演为核
心的“导演制”正在被广泛推行，斯
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戏剧理论
开始深入人心。《李二嫂改嫁》的导
演尚之四，深谙现实主义的导演方
法，熟悉戏曲表演特点，准确把握
戏曲创作规律，以他非凡的才华，
不仅出色执导了《改嫁》，而且为吕
剧表演现代戏，奠定了生活化与戏
曲化完美结合的基础和方向。

《改嫁》这个戏，对于吕剧音
乐风格的确立和主要板式的发
展，也有非凡的意义。以前的吕剧
音乐，虽质朴却过于简单，表现力
不足是其重要的缺憾。担纲《改
嫁》音乐创作的张斌等，经过几年
的反复实践，较好地解决了吕剧
音乐反映现代生活的诸多难题。
在继承吕剧传统唱腔特点的同
时，以“四平”为基本腔，发展创作
了四平类的音乐板式，在这个戏
中，成功塑造了鲜明的音乐形象。
比如“借灯光”、“李二嫂眼含泪关
上房门”的慢四平；“提起这个小
老婆”、“二嫂为人真不差”的快四
平；“听六弟说的话知冷知暖”的
二六板等，都在这个戏中集中展
现出来。所有这些成果，在倡导戏
曲音乐向“新歌剧”改革中，更是
难能可贵。

具有新文艺工作者风范的年
轻演员加入吕剧团，也是保证《改
嫁》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1952年8

月，新建山东省话剧团和山东省歌
剧团。其中歌剧团就是后来的吕剧
团，其人员组成，一是来自原“人民
剧团歌剧队”的人，二是来自青岛、
济南、德州等地的文工团以及山东
大学艺术系、平原省艺术学校的文
艺工作者。郎咸芬就是其中一位。
1954年郎咸芬扮演李二嫂，参加华
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获表演一
等奖。1957年，《改嫁》拍成电影。

2000年，吕剧《苦菜花》获文华
大奖，郎咸芬获文华表演奖。与《李
二嫂改嫁》一样，这也是由一部小
说改编而来的现代戏，而扮演剧中
一号人物“母亲”的郎咸芬，已经从
初显才华的新秀，成为高山仰止的
艺术家。

自《李二嫂改嫁》之后，吕剧在
排演现代戏的道路上，大步向前，
不仅有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
程十大精品剧目”的《补天》，更有
擅长表现英模人物的现代戏：《军
嫂》、《师魂》、《书记大姐》、《大地军
魂》、《梨花雨》、《杨广和》、《阳光大
姐》以及即将呈现给“十艺节”的

《百姓书记》。
谁不说俺吕剧好，让人怎能不

爱它。

大多数40岁以上
的中国人，都能知道
山东有吕剧，知道吕
剧有《李二嫂改嫁》，
就算没看过这个戏，
光是听说，也把耳朵
磨出茧子来了。黑龙
江、吉林、辽宁、江苏
以及新疆都曾经有吕
剧团，有的吕剧团至
今仍有演出。能这样
广泛流传，在中国地
方戏里面，吕剧仅次
于豫剧。

吕剧，起源于曲
艺 形 式 — —— 山 东 琴
书，经历过坐腔扬琴
阶 段 和 化 妆 扬 琴 阶
段，其可以确认为一
个剧种的时间，理论
界诸说并存，有的说
法是以其第一次开始
角色扮演、确立戏剧
形态为起点，有的说
法是以其确立板腔体
音乐特征为标志。至
于吕剧的发源地，也
是观点不一。总之，吕
剧的历史到今天，约
1 0 0年，或者稍多一
点。

但无论怎样，在
新中国建立之初，吕
剧得到了难得的发展
机遇，一大批优秀的
戏剧工作者和吕剧演
员，以自己的才华和
努力付出，取得了卓
越的成功，为吕剧的
发展奠定了基础，指
明了方向。吕剧的表
演生活化和戏曲化做
到了完美的结合，吕
剧的音乐质朴清新，
发展顺畅；吕剧传统
剧目丰富，《小姑贤》、

《借年》、《逼婚记》为
观众喜闻乐见；以《李
二嫂改嫁》为起点的
吕剧现代戏创作，更
是光彩夺目。

《苦菜花》剧照，郎咸芬(左)饰演母亲。

《小姑贤》剧照。

“山东地方戏”系列之一

谁不说俺吕剧好
□ 马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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