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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定陶县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主任侯彦丽从事戏曲行业30余年，她想———

凡凡到到定定陶陶者者，，皆皆能能听听到到两两夹夹弦弦

“要把两夹弦打造成定陶的一张名片”

2012年菏泽国有文艺院团进行改
革，将定陶县两夹弦剧团改为定陶县
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为公益性
事业单位，演员们不再为谋生发愁，都
安心排练、演出，“以剧团为家”。

目前，该中心正在排练的小戏曲
《爱心家园》已经获得冲击“群星奖”的
资格，并为送戏下乡准备了《包公少
侠》，“多排新戏，让群众每次都能看到
不同的戏曲。”侯彦丽说，他们还在为
明年第三届菏泽艺术节做准备，正在
筹划两个剧本。

2012年11月7日，“两夹弦培训基
地”揭牌仪式在定陶镇西关小学举行，

“让传统戏曲进校园，不仅丰富了校园
文化特色建设，也利于保护、传承这些
非物质文化遗产。”据侯彦丽介绍，目
前基地有100多名学生，剧团老师定期
给他们进行培训，这次《爱心家园》中
的4名小孩都是来自于此。

两夹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戏
曲剧种，在定陶唱了百十年，这儿的百
姓也听了百十年，它的唱腔清新、流畅、
优美，备受各界喜爱。侯彦丽表示，“去
年的国有文艺院团改革无疑为两夹弦
发展注入了更多的支撑力，我也想把它
打造成定陶的一张名片，让来定陶的游
客、投资商等都能听到两夹弦。”

距第十届中国艺术节还有50余天，即将参加“群星奖”争夺的两夹弦小戏曲《爱心家园》剧
团正在紧张排练。他们于8月15日-17日到济宁请中国戏剧院专家再次指导，力争摘得“群星
奖”。

作为定陶县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主任，侯彦丽从事戏曲行业已经30余年，并使不太景气的
剧团走上正轨。她想把定陶两夹弦打造成定陶的一张名片，想“凡到定陶者，皆能听到两夹弦”。

本报记者 李德领

因一句喜欢，“再苦再累也要坚持”

侯彦丽的父亲曾是定陶
两夹弦剧团团长，母亲也是
剧团演员，可以说她是“听着
两夹弦长大的”。“当时两夹
弦处于鼎盛时期，每次演出
观众都是里三层外三层，很
羡慕演员们在舞台上表演的
情景，从小就跟母亲学唱，想
着长大后一定要学两夹弦。”
侯彦丽告诉记者。

1977年，11岁的侯彦丽
考入两夹弦剧团，正式开
始 学 习 两 夹 弦 。下 腰 、踢
腿、练习前桥等，侯彦丽从
此开始了“冬练三九、夏练
三伏”的生活。练拿顶 (倒
立)时，侯彦丽说最初只要5
-10分钟，到后来需要倒立
一个多小时，“有时累得两
只胳膊都抬不起来。”然而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 即 使 再 苦 再 累 也 要 坚
持 。”源 于 对 两 夹 弦 的 喜
爱，侯彦丽暗下决心。

15岁时，侯彦丽有了第
一次上台演出的机会，虽然
演的只是一个配角，她已经
非常高兴：“倒也没感到紧
张，除了激动就是兴奋，高兴
得晚上都睡不着觉。”

多排好戏，“让更多群众欣赏到两夹弦”

2005年，侯彦丽开始担
任 原 定 陶 两 夹 弦 剧 团 团
长，当时剧团不少演员都
已自谋出路。“说就剩我一
个光杆司令也毫不夸张。”
侯彦丽说，她从仓库找出
演出服装时，上面一层灰
尘，服装、音响等设备都已
经老化。为让剧团走上正
轨，侯彦丽开始联系、召回
剧团曾经的演员；与县文
化部门联系对定陶两夹弦

申请省级非遗，并在县委
县政府的支持下重新购置
了服装等。

2 0 0 7年剧团去菏泽演
出，这也是侯彦丽当团长
后首次演出。“当时一些老
艺人都哭着来送行，还说
两夹弦剧团又活了。”从那
时起侯彦丽忽然感觉自己
身上担子重了很多：“我不
能辜负老前辈们的期望，
不能让那些喜欢两夹弦的

人失望，更不能让两夹弦
剧种砸在我的手中。”侯彦
丽说，对于这份恩情，他们
唯 一 能 做 的 就 是 多 排 好
戏、精戏，“让剧团发展更
好，让群众都能听到两夹
弦。”

为增加演员们的积极
性，侯彦丽实行多劳多得，按
照演员演出水平、演出场次
等进行分成。经过一系列改
革，剧团终于有了起色。

文化的土壤 精神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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