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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见人爱的鄂西土家龙船寨主
的女儿阿朵，为维护本寨利益，被迫
许婚权贵世家未成年人田阿宝。婚
期将近之日，阿朵偶遇客家水手阿
龙，二人一见倾心。因母亲有言“死
也不嫁客家男”，高傲娇蛮的阿朵便
以百般的戏弄与羞辱来规避和拒绝
阿龙发起的爱情攻势。

激情似火的阿龙以其真诚的情
怀一点点消融了阿朵冰封的心防。
最后，在母亲的逼迫下，阿朵断然斩
断情愫，走上了已定的婚嫁之路。就
在迎亲路上，阿龙却如飞蛾扑火般
冒死抢亲。阿朵终于为阿龙的真情
感动，二人不惜以生命唱响真爱无
敌的千古歌谣。

黄梅戏《妹娃要过河》

以生命唱响真爱

16日，理工大学剧院迎来了他们第二场演出——— 黄梅
戏《妹娃要过河》。记者看到，剧院里面人头攒动。据理工大
学工作人员介绍，今天到场的学生有500多人，而之前的湘
剧《谭嗣同》演出现场，同样也引来了不少年轻人。

没想到现场听戏如此震撼

杨逸萌是理工大学大三
的学生，她说她这么近距离欣
赏戏剧还是头一次。小时候都
是跟着爷爷奶奶听戏，通过电
视或者广播。长大了就很少
听，也不会主动去听。这次看
了黄梅戏的演出后，让她对戏
剧的态度有了180度转变。“以
后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再进剧
院看一次。”

同去看戏的陈柯仰也是

理工大学大三的学生，她告诉
记者，来之前她一直心存疑
虑，究竟好不好看。看完之后，
她感觉整个人像是被洗礼了
一样。

“太好看了，演员表演、舞
台、灯光、音乐等等，都很完
美，没想到现场看戏能这么震
撼。”陈柯仰告诉记者，她感觉
最精彩的还是演员的表演，塑
造人物非常立体。

黄梅戏引来500名师生

据了解，理工大学专门组
织学生观看黄梅戏《妹娃要过
河》，对于有观看需求的学生，
学校专门给这些学生赠票，让
更多学生接触戏剧。

理工大学团委文化科技
部部长柴蕾介绍说，这次能
在理工大学剧院举办十艺节
对山东理工大学的学生和老
师来说都是一次很好的学习
和观摩的机会。这次安排来

看黄梅戏演出的前后加起来
有500多名师生，之后的几场
演出也会陆陆续续安排更多
师生前来观看。

这次带队组织的农业工程
学院的谢老师告诉记者，大学
生平时很少接触传统戏剧。“戏
剧跟他们的生活距离比较遥
远，开始还比较担心学生们不
来看，可学院一发通知学生来
了一大批。”

沪剧、黄梅戏、评剧同日亮相淄博

三三大大剧剧目目掀掀起起十十艺艺节节小小高高潮潮
本报10月16日讯(记者 谭

文佳 李超 见习记者 罗旭
君) 1 6日，十艺节在淄博举行
到了中期，沪剧、黄梅戏和评剧
三大剧种同日上演，将十艺节
演出推向小高潮。

淄博剧院、理工大学剧院
和齐盛剧院里座无虚席。在理
工大学剧院，记者看到，很多大
学生进入剧院看演出，读大二

的小王说，看过第一场戏剧后，
感觉非常不错。“以前对传统戏
剧不了解，总认为离我们很遥
远，但是看过之后觉得中国戏
剧博大精深，很适合年轻人观
看。”

蛰伏7年的黄梅戏“五朵金
花”之一杨俊，携新排土家风情
黄梅戏《妹娃要过河》亮相十艺
节。当晚，许多戏迷纷纷表示对

于《妹娃要过河》来淄博上演非
常期待，不少人边看还边录像，
希望留下永远的记忆。

黄梅戏《妹娃要过河》的
女主角杨俊介绍说，该剧以黄
梅戏和土家歌舞相结合的方
式予以呈现，既有黄梅戏的魅
力也有土家歌舞的美感。杨俊
说，此次是她第一次来山东，
给这么多大学生们演出感觉

很兴奋，“黄梅戏是一个年轻
的戏种，希望它的观众也越来
越年轻。”

在齐盛剧院，天津评剧院
也为观众们献上了精彩的演
出。观众看完都表示演出特别
精彩，是看过的水平最高的传
统戏剧。据悉，作为评剧的传
统经典剧目，《赵锦堂》是在我
省首次演出。领衔主演的天津

市评剧团副团长曾昭娟谦虚
地说，是观众的热情激发了演
员的活力。

沪剧《挑山女人》在淄博
剧 院 上 演 ，这 是 继 开 场 大 戏

《云翠仙》之后，淄博剧院的第
二场演出。上海宝山沪剧团总
策划许霈霖说，这是他们剧团
第一次来淄博演出，希望淄博
的戏曲爱好者会喜欢。

16日，黄梅戏《妹娃要过河》在理工大学剧院上演。 本报记者 王鑫 摄

传传统统戏戏剧剧加加时时尚尚，，引引来来不不少少年年轻轻人人
理工大学剧院两场戏剧演出场场爆满

看戏会上瘾，盼望机会更多

十艺节期间在理工大学剧院演出的几场戏，几乎
每场都座无虚席，其中大部分观众都是在校大学生。

“以前对戏剧不太了解，其实传统戏剧也有吸引年轻人
的地方。”理工大学大三学生小刘告诉记者。

“时代在发展，我们在戏剧创作时会考虑当下的流
行，也会考虑年轻人的喜好，增加了很多年轻人喜欢的
元素，比如语言、舞台布景等。”黄梅戏演员告诉记者。

黄梅戏剧院主演杨俊也告诉记者，虽然她预料到
会有不少年轻人前去观看，但是现场的火爆气氛还是
让她感到震撼，没想到黄梅戏在淄博这么受欢迎。

采访中，很多学生表示，他们并不是不喜欢戏剧，
而是平时看到演出的机会少，电视上演的也少，从而对
戏剧的了解也少，如果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传统的戏
剧，应该会有更多人喜欢。

16日，沪剧《挑山女人》在淄博剧院上演。 本报记者 王鑫 摄

本报记者 谭文佳 李超 见习记者 罗旭君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一个年轻
漂亮的女人生下了一个双目失明的
孩子，不久又有了一对龙凤胎。可是
婆婆因为儿子的去世怨恨女人断绝
了与他们的来往。为了抚育孩子，女
人选择了连男人也望而却步的工
作——— 挑山。期间，村民成子强一直
暗恋着她，却因儿女反对而未能成
婚。这份痛楚也一直埋在王美英的
心中。之后，王美英并没有卸下担
子，仍然在齐云山崎岖的山路上艰
难的跋涉着。

沪剧《挑山女人》

演绎母亲坚强

评剧《赵锦棠》

展现女人忠贞

唐代，西凉造反，朱春登替身染
重病的叔父出征。临行前，嘱托妻子
赵锦棠代行孝道，照料好年迈的母
亲。赵锦棠慨然允诺，夫妻依依惜别。
婶母宋氏的内侄宋成对赵锦棠觊觎
已久，在为朱春登送行的路上，趁夜
将朱春登推下山崖，并为宋氏谋划独
霸家产、逼迫赵锦棠与其成婚。

当遭到拒绝后，将其婆媳赶至
山中牧羊。怎料羊群失散，婆媳二人
有家难归，只得流落他乡，乞讨为
生。十二年后，朱春登阵前立功，封
侯归家，最终夫妻相认，阖家团圆。

相关链接

深山牧羊的赵锦棠对朱母的不
离不弃，让现场不少观众落泪。

本报记者 王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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