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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阳

人物

瞧瞧！！这这群群热热爱爱公公益益的的京京剧剧票票友友
票友们不仅将业余爱好发挥到极致，还经常去敬老院慰问演出

在济阳有个京剧俱乐部，由十余名退休干部、农民非
专业人士组成。他们自制乐器、自编动作，力求专业。该京
剧俱乐部还常常去敬老院慰问演出，只为传播京剧这种传
统文化。

本报记者 梁越 实习生 崔光红 通讯员 孟芳 殷同刚

业余票友培养出专业人才
近日，记者来到济阳街道城

里居一家普通的农家小院，在院
子外面就听到各种乐器的弹奏
声音。走进小院，十多个京剧票
友在洒满阳光的院子里练习新
的唱段，有弹奏月琴的、有拉京
胡的、有唱老生的，甚是热闹，这
里便是京剧俱乐部的根据地。

“我们这个俱乐部成立20多
年了。”京剧俱乐部带头人冷春
生说，1986年成立，最初只有6个
人。如今，俱乐部成员增至十六
七人，由退休老干部和农民组
成。大家年轻时没有时间和条件
从事业余戏曲活动，年老了便凑
到一起练习唱段。

冷春生介绍，大部分成员都

是业余票友，水平却不亚于专业
演员。“一开始大家唱段水平都
很低。”由于对京剧执著的追求，
票友们回家就听着磁带练习。票
友们聚到一起时，就互相切磋唱
技，评选出唱技最好的成员，水
平低的再向水平高的票友学习。
久而久之，大家的演唱水平都有
所提高。

谈及俱乐部的骄人成绩时，
票友们一致表示，“山东省人大
艺术团的杨波就是我们培养出
来的！”杨波从12岁开始加入这
个京剧俱乐部，跟随老人们学习
唱段和演奏，并在2010年顺利考
入山东省人大艺术团，这成为该
俱乐部最大的骄傲。

自制乐器，自编演出动作
随着对京剧精髓掌握程度

的深入，京剧俱乐部票友们自制
乐器，配合演唱。

“我干木工活15年了，简单
的木艺制作难不倒我。”冷春生
说，京胡、二胡等制作材料由
儿子在网上集中购买，自己平
时没事就用锉刀等工具研究制
作。

冷春生表示，起初自制乐

器木工活可以，琴弦却调不准
确，音准不好。自己就反复钻
研 ，和 其 他 票 友 探 讨 解 决 方
法，最终制作的乐器达到专业
演奏的标准。在票友们集中到
一起练习选段时，冷春生把自
己制作的京胡、二胡分发给大
家试用。“大家都拍手称好。”

唱念做打则成为大家下
个研究和提升的目标。票友们

纷纷建言献策，将自己在电视
上观看到的和琢磨出的动作
一并提出，和大家一起交流。

“有时在演唱时有了灵感，立
马 中 断 排 练 ，将 建 议 提 出
来 。”冷 春 生 的 老 伴 杨 秀 美

说，每次排练都有进步，久而
久之，大家的动作变得协调而
又娴熟。

京剧俱乐部的票友们不仅
将自己的爱好发挥到极致，还把
这种传统文化推向大众。据济阳
街道办相关负责人称，京剧俱乐
部经常配合济阳县文化活动开
展。每逢春节、老人节，京剧俱乐
部的票友们都会为敬老院的老
人们送去节目。“热烈的掌声和

老人们脸上洋溢出的灿烂笑容，
是对京剧俱乐部最大的认可。”

除此之外，京剧俱乐部还参
加过济阳县文艺下乡、春晚、欢
乐 济 阳 行 等 活 动 。其 中 ，在
2 0 1 3年由济阳街道办举办的
“欢乐济阳行”文艺汇演中，京
剧 俱 乐 部 编 排 的《 将 相 和 》、

《铡美案》等精典唱段晋级决
赛，深受群众喜爱。

“起初我们只是出于爱好聚
到一起。”冷春生说，随着大家水
平的提高，票友们一致认为应
该和更多的人一起分享京剧所
带来的快乐，“希望更多的人加
入我们。”

将爱好搬到舞台，让国粹传万家

京剧俱乐部的成员们在排练。 殷同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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