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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青未了

□ 徐静

山东好戏多，
一曲绕梁久。上周
开始刊发的“山东
地 方 戏 ”系 列 专
题，让我感受到戏
曲在读者心中
的分量：章
丘作者王绍
忠写来了《高
亢激越的“绣江
讴”》，介绍素有
全 国“ 一 花 独
秀”之誉的“章丘
吼”；潍坊作者于
家干写下《京剧在潍
县》一文，讲述了近百
年来国内名伶绝大部
分 到 潍 献 艺 的 盛
况……

本期，继续由马永老
师为我们介绍山东地方戏
中唯一一个带“山东”字样的
地方戏——— 山东梆子。介绍一
个戏曲剧种，作者习惯从介绍它的
历史开始，不晓历史，难知未来。研
究一个戏曲剧种的历史，可以看两
个方面：一是它的发生、发展史，二
是它的流传史。无论是琐碎入微的
生活小剧，还是忠勇激烈的场面大
戏，山东梆子的诸多剧目，朴素的思
想和率真的追求是它最根本的美学
特征。看吧，戏里的那些帝王将相，
过的也是家长里短的日子，那些绿
林好汉，性格就像是台下看戏的张
王李赵。对真善美的褒扬，对忠贞烈
勇的追求，一直就是山东梆子剧目
最基本的立意。

一百年前，济南教育图书社创
建，读过B2版的《老荣成人与百年
书店》一文方知晓，1913年10月，由
著名教育家鞠思敏、王祝晨等发
起，李云亭、吕鹤年主持，在省城济
南芙蓉街创办教育图书社，到上世
纪30年代中期，济南书业界形成5

个较大的书店，除商务印书馆和世
界书局2个分号不是荣成人经营以
外，其余济南教育图书社、东方书
社和北洋书社三家都是以荣成人
为主体创办经营的。不要小看这书
店的历史，有多少文学青年是通过
这些书店得以与文学巨匠相识、相
知，有多少孩童是通过这些书店得
到科学知识的启蒙，又有多少革命
先驱是通过这些书店寻觅到精神
的力量和信仰的源头。百年书店，
是收藏历史的地方，它本身，也必
然是一段可品味的历史。

【刊前絮语】

书店，收藏历史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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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梆子戏从秦

腔而来
梆子腔流传的推动力，被

认为有好几种：
其一是民俗。节令庙会、婚

丧嫁娶、祈福还愿，热闹处常有
艺人，于是相互传学，散播开来。

其二是征战。尤其是明末李
自成义军自陕西起事，打向北
京，一路上也就把秦腔广泛传播
开来。

其三是山陕商贾的经商。
这一点例证很多，在山东，最著
名的有聊城“山陕会馆戏楼”。

有一首词，说明了山陕会
馆对演戏的要求之高：“戏班最
怕陕西馆，纸爆三声要出台。算
学京都戏园子，迎台吹罢两通
来。”这首词之后又注：省城演
戏，俱不限以时，独陕西会馆约
放纸爆为节，三爆不开场，下次
即不复再召其班。这说明山陕
会馆演戏情况之盛、水平之高。
持这种观点的人确信，唱秦腔
的艺人追随山陕商贾，把梆子
腔带到了各地。

但是，秦腔入山东成为山东
梆子，绝对不会是艺人背起行
囊，翻过几座山岭，来到山东登
台唱戏那么简单。

从山东梆子所拥有的剧目
看，有很多与省内和外省其他
梆子腔剧种的剧目几近相同。
在信息传播不发达的古代，怎
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通过多
方面研究，笔者认为，在进入山
东之前，梆子腔已经与其他剧

种有过亲密接触，相互竞
争、相互学习，进行这种
“大熔炉”式锤炼的地

点，应该是在北京、
扬州等当时重要

的“戏曲集散地”。或因戏台
上的竞争太激烈，或因京城

等地政治的高压，梆子艺人或
发财而走，或被迫逃离，梆子腔
这才进了山东。

王培义《豫剧通论》刊登于
1924年《京报副刊·戏剧周刊》
上，里边有这样的话：“无异豫
剧含有秦腔、楚讴、山西梆戏、
凤阳花鼓、山东梆子等分子”。
这是到目前为止，有据可查的
最早用“山东梆子”称谓指代该
剧种之处。

无论怎样，千回百转，在山
东有了唱梆子的戏班，有了唱
梆子的演员，有了受山东人喜
爱的梆子剧目，有了爱梆子腔
的戏迷……1 9 5 6年，在济宁，
窦朝荣所在的胜利剧社改称
国营济宁市山东梆子剧团，第
一次挂起了“山东梆子”剧团的
牌子。从此，山东梆子的名称正
式确立。

■山东梆子艺

人，灿若星辰
科班，是戏曲教学为主的

组织机构，教师在这里口传心
授，学生在这里练功学艺。山东
梆子的科班，常称“小窝班”。有
班规：三年满四年圆，五年还得
给师父挣点钱。也就是说，在山
东梆子的科班坐科学艺，至少
得三四年才能出科。这三四年
相当难熬。师父讲“打戏打戏，
不打不记”，挨打是学生的家常
便饭。这样的艰苦之下，有些真
是熬不住，也有的真就成才出
息了。

值得记载的山东梆子科
班，主要有大姚班、大曹班、井
班、崇圣府班、亚圣府班，还有
建国后1960年开科的山东省戏
曲学校山东梆子科等等。

许多年来，有明确记录的
山东梆子戏班、剧社、剧团有
100多个。其中在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中，在解放区起到重要
宣传作用的革命戏班，有湖西
流动剧社等。

其他山东梆子的戏班还
有：济宁财神阁高调五福班，据
老艺人说这是在明万历年间就
成立的戏班；大兴班，1958年调
至省城，成立了山东省梆子剧
团，该团1986年4月撤销。

戏班是否出名，主要看有
没有名角，有多少名角。戏班不
是铁打的，艺人更是流水的。山
东梆子艺人，灿若星辰。

宋玉山，男，艺名立楞，工
青衣。有赞誉：金马驹子银铃
铛，不跟立楞一搁晃。“金马驹
子”、“银铃铛”，都是著名艺人
的艺名，他们的出色表演却“不
跟立楞一搁晃”，足见观众对立
楞之爱。孔府档案载：民国五年
(1916)三月二十日，“王爷赏立
楞钱四千文”，这是山东梆子入
孔府演出的证明。

黄儒秀，艺名黄娃。他表演的
“变草帽圈”，乃山东梆子绝技。

“三刘”，三刘者，丑角刘玉
朋、花旦刘桂荣、坤生刘君秋也。

三人共享一个艺名，梨园行实为
罕见。他们同为山东省梆子剧团
演员，祖籍相近，年龄相仿，演出
配合精妙。常搭档演出《墙头
记》、《黄牛分家》、《打胡林》、《戳
姐夫》等，深受观众喜爱。

■曹州梆子和
汶上梆子，戏台上的
两种精彩

与菏泽的朋友到酒店吃
饭，点了一个“啤酒鲇鱼”。同来
的一位女宾掐腰晃脑说：“咦！
恁家的鲇鱼能上席！恁家的鲇
鱼能上席？”我答道：“掐了头，去
了尾，做上一盘瓦块鱼，凑凑合合
一盘菜，鲇鱼一样，当鲤鱼！”众宾
皆笑。

这一段来言去语，是用了山
东梆子剧目《墙头记》里的一段对
白。蒲松龄老先生大约不能想
到，山东梆子会把这一出俚曲
演绎得如此深入人心。这正是
山东梆子拿手之处。

山东梆子，早称高调，唱腔
高亢激昂，剧目当然也常常显
得粗犷壮烈。但这绝对不是山
东梆子剧目全部的特色。

山东梆子根据其流行地域
和表演特色，可以分为曹州梆
子和汶上梆子。简单地说，曹州
梆子较多表现神话传说、家庭
伦理、男女爱情和民间生活的
剧目，生旦戏较多。《墙头记》就
是曹州梆子的特色剧目，还有

《黄牛分家》、《七错》等等。这类
戏多数是小生、小旦、小丑“三
小戏”，讲究生动有趣，观众常
常报以会心的笑声。

汶上梆子则以历史题材的
宫廷生活和政治军事斗争以及
草莽英雄的演义故事为表现层

面，袍带戏多、蟒靠戏多、黑红
花脸武打戏和大青衣戏多。这
里又需要科普一下：所谓大青
衣戏，是指以青衣为主角，表演
做派庄重大气的剧目，区别于
以花旦等为主角的轻快活泼的
剧目。这些剧目都反映出山东
人爱憎分明、好义热心的性格
特征。常常台上唱得动情入戏，
台下听得慷慨激昂。

无论是细微的生活小戏，
还是忠勇激烈的场面大戏，山
东梆子的诸多剧目，朴素的思
想和率真的追求是它最根本的
美学特征。戏里的那些帝王将
相，过的也是家长里短的日子，
那些绿林好汉，性格就像是台
下看戏的张王李赵。无论是山
东梆子拥有的600多出传统剧
目，还是新编历史剧《画龙点
睛》、《程咬金招亲》等等，无一
不是如此。

对真善美的褒扬，对忠贞
勇气的追求，一直就是山东梆
子剧目最基本的立意。

忍不住要说山东梆子传统
剧目《两狼山》。各个戏曲剧种，
杨家将的戏多不胜数，其中多
数是表现杨家将战无不胜、忠
必除奸的主题。而表现杨家将
兵败惨烈的，《两狼山》是少见
的更显英雄本色的好戏。杨家
将为国尽忠，仅存杨继业和六
郎、七郎，两狼山一战，敌兵
围困，国有奸臣，七郎惨死，
令公碰碑殉国，怎不令人动
容。这出戏在山东梆子著名演
员窦朝荣的精彩演绎下，早已
成为山东梆子的经典剧目。如
今十艺节在山东举办，泰安市
山东梆子剧团将该剧重新编
排，观众们可以期待山东梆子
再现兴盛辉煌。

“山东地方戏”系列之二

爽直山东人 最爱梆子戏
□马永

陈凯歌导演的作品《梅兰芳》里有个人物：邱如白。这个人物的原型是齐如山，是戏剧研究的大家。他
在《中国戏剧源自西北》一文中说：“……梆子腔……来源于陕西的秦腔，如山西的蒲州梆子、代州梆子，河
北的梆子腔、老梆子，山东的曹州梆子、青州梆子，河南省的大梆子戏等等，都是由秦腔演变来的。”戏曲史
大家周贻白等也在其著作中有相关论述。可见，前人、今人的研究，都将梆子腔剧种的起源，指向了陕西的

秦腔。那么，秦腔是怎样流传到全中国，怎样进入山东并生存发展的呢？今天要介绍的，就是
山东地方戏中唯一一个剧种名称里有“山东”二字的——— 山东梆子。

聊城山陕会馆戏楼外观

钟无盐脸谱

山东梆子《墙头
记》中大乖扮演者
刘玉朋

□编辑:：徐静
□美编：宫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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