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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鼎铸：山东地方戏的声腔和剧种

唐诗宋词之美，有人认为在其意境，读
来有身临其境之情，充满了浓重的浪漫主义
色彩。有人说是因为作者用语轻巧，易懂易
记，反映出唐宋两代文人生活的松弛，意象
随意。而从本质上讲，唐宋诗词反映的是人
们对残缺世界完整性的追求，因为残缺，所
以追逐唯美。唐宋两代也是中国茶道从兴起
到完美，又到衰落的时期。茶道兴起亦如唐
诗宋词，也是唐宋两代文人生活环境松宽、
意识奔放无羁养成。中国茶道的文化底蕴是
儒、道、佛三教高度融合为一，其精神核心是

“和”，和为贵被视作处世为人的价值理念。
在繁盛昌和的大唐时代，读了一点书的士
人，经济生活已经达到了无可畏惧的随兴之
境，基本是随心所欲，大开大合。宋代延续着
这种士人狂欢的国之境况，茶道即人道，饮
茶即为道，道茶为和，贵为茶心。

齐鲁大地处南北交辖东西汇聚之咽，是
儒家学派的诞生之地。耳濡目染，滋润千秋，
造就山东人以仁爱为原，以淳厚为立身之
本，以中庸入世为核心理念。讲究平和、礼
让、谦恭、正派，有豪爽、大气、无所畏惧之风
气。其实，中国的南茶北移正是启自山东。唐
代有一位叫做封演的先生，写了一本《封氏
闻见记》，其中就说：“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
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
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

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
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
铺，煎茶卖之”。长江以北的人喝茶始自泰山
之下的灵岩寺，茶叶的渐次北推也是由灵岩
寺发力，可见灵岩寺在中国茶叶史上的地位
是多么重要。

在这里隆重推介一下灵岩寺。灵岩寺地
处济南市长清区万德镇，东岳泰山西北麓，
是泰山山脉的延伸区域方山的中心所在。始
建于东晋，唐代达到鼎盛，与南京栖霞寺、湖
北江陵玉泉寺、浙江天台国清寺并称天下

“四大名刹”。玄奘师傅曾经在寺内翻译从印
度带回的经文，唐高宗以后的历代皇帝到泰
山封禅，也大都到灵岩寺参拜。千佛殿中有四
十尊彩色泥塑罗汉像，其中三十二尊塑于宋
代，八尊塑于明代万历年间。1912年著名国学
大师梁启超游览至此，惊叹殿中泥塑雕像之
美，将其誉为“海内第一名塑”，并题写碑碣。
与大多数的寺庙相同，灵岩寺的僧人们也是
种茶喝茶，禅茶一味，至今飘香天下。但是，更
为值得书写一笔的是灵岩寺对茶叶北进的推
进作用。近五十年“南茶北引”在山东取得丰
硕成果，放置历史长河，其实这是自唐代以来
山东人对茶叶发展的又一份贡献。是不是自
南往北也有一条绵延数千里的“茶马古道”，
而灵岩寺是这一千年古道上的一个曾经热
闹非凡的运茶驿站？

或许这是我的一厢情愿，在很多人的想
象中，热情、奔放的山东人是大碗喝酒大块
吃肉的。点点清香，温文尔雅，在花丛树枝中
品茗闻香，实在不是山东大汉之所为。在济
南的古玩市场看到一个粗不拉几的瓷罐，打
眼便知那是山东土窑的东西。山东瓷器的特
点就是一个“粗”字，可以用但看上去没有景
德镇、德化、醴陵瓷器的细腻之美。可就是这
么一个“土妞”却吸引了我的眼球，来回三趟
花了50元人民币归为己有。她哪里好？因为
瓷罐上有“寒夜客来茶当酒”几个手写字，如
此意境让我晃来荡去，憧憬不已。拿回家摆
在我茶室的最显眼之地，夜晚之时闲坐无
聊，看着看着欲仙欲醉，就入了这美好的诗
境：“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
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这首诗的
作者是杜小山，此公怎么如此兴致盎然诗兴
大发呢？

茶与酒是个性迥异之情物，却同时被文
人们喜欢上了。李白斗酒诗百篇，婉约女子
李清照受家乡山东斗酒启发，到了南国发明
斗茶令，很好地把茶与酒搅和在一起。山东
人好客，自然好酒，爽饮，喝起酒来壮语豪
言，有一股不把自己灌倒绝不罢休的鲁莽英
雄气。到台湾说起山东，人家就两样：山东大
馒头又大又白；山东大汉人高酒也高。陆羽
说：“至若就渴，饮之以浆；蠲忧愤，饮之以
酒；荡昏寐，饮之以茶”。话至此，当是十分明
了，什么时间喝茶，啥时饮酒，是有区别的。

酒 为诗，茶
是哲 学 ，性
情中的山东
人 ，是哲 学
起家而非以
诗言志。

山东的传统戏剧历史悠
久，品种繁多，是山东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大家族中的主要成员
之一。山东戏剧艺术的孕育期可
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的齐、鲁诸
国。从山东境内出土的汉画像石
中，可以反映出汉代百戏在山东
流行的情况。金末元初，在我国
北方产生了一种用北曲演唱的
戏曲形式，即元杂剧，或称元曲。
而山东正是元杂剧的主要流行
地区之一。至明清两代，山东戏
曲进入蓬勃发展时期。

山东的戏曲同全国一样，
明清时期得到快速发展。梆子
腔形成后传入山东各地，与当
地语言和民间艺术相结合，产
生了具有山东地方特色的各种
梆子腔剧种。至二十世纪四五
十年代，在山东各地流行的戏
曲剧种有30余种。这些戏曲剧
种，既有所谓“山东味”的共性，
又异彩纷呈，艺术上各具特色，
从而构成了绚丽多姿的山东地
方戏。

梆子腔在山东的流传
与发展

山东境内流行的梆子腔剧
种，有山东梆子、莱芜梆子、枣
梆、平调、东路梆子、河南梆子、
河北梆子等多种。其流行区域
包括菏泽、济宁、临沂、枣庄、泰
安、济南、聊城、德州、莱芜、滨
州等十余个地市，约占山东总
面积的三分之二。

山东梆子最早流行于菏泽
以及济宁、汶上等地。因菏泽旧
称曹州，所以山东梆子亦称“曹
州梆子”。而流行于济宁、汶上
一带的山东梆子，群众则习惯
称其为“汶上梆子”。清代中叶
以后，山东梆子得以迅速发展，
亦开始向山东其他地区流传。
先后流传到泰安、临沂、聊城、
济南等地。至清代后期，山东梆
子已成为山东境内辐射面较
广、影响较大的梆子腔剧种。

清乾隆末年，正值梆子腔
在济宁等地盛行时期，进京献
艺的徽戏班社，亦经大运河流
传进入山东境内。为了适应商
贸发展及朝泰山、赶庙会等活

动的需要，一些徽商和徽戏班
社，由运河码头、商贸重镇济
宁，转水路为旱路，向泰安方向
流传。这样一来，就为徽班和梆
子腔这两个源自外地的戏曲声
腔，提供了艺术交流和相互浸
融的机会和条件。梆子腔和徽
戏的合流，加之泰沂山区方言
土语的滋润，孕育出了风格独
特、地方色彩浓郁的莱芜梆子
剧种。

弦索腔剧种

弦索腔剧种，是指由元明
以来流行于中原地区民间的俗
曲小令所衍化而成的戏曲声腔
剧种。我省的弦索腔剧种主要
包括柳子戏、大弦子戏、罗子戏
等。

柳子戏是目前流传的我省
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在我国戏
曲史上曾有“南昆、北弋、东柳、
西梆”之说，东柳即指流行于山
东一带的柳子戏，至今已有五
百余年的历史。柳子戏属曲牌
体剧种，至今仍保留各类传统
曲牌600余支。主奏乐器为笛
子(曲笛)，与笙、小三弦构成
剧种伴奏的“三大件”。除弦索
类唱腔曲牌外，还吸收昆调、
乱弹、高腔、罗罗等唱腔，属
于多声腔剧种，是丰富的传统
遗产。

大弦子戏,其流行区域主要
是鲁西南、豫东、冀南一带，也
属于曲牌体，主奏乐器为锡笛

(锡杆高音唢呐)；罗子戏的主要
流行区域是山东、河南、河北三
省接壤地区的莘县、阳谷、冠
县、范县、清平、南乐、广平、肥
乡等十余个县，主奏乐器为大
笛(唢呐)，也属曲牌体结构。近
几十年来，大弦子戏和罗子戏
都无专业剧团，只有个别业余
剧团偶尔有演出活动。近两年
来，菏泽市地方戏曲传承研究
院承担起了大弦子戏这一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
任务，使这一古老剧种得到了
抢救和传承。

肘鼓子声腔的剧种

肘鼓子腔，是在流行于民
间的花鼓秧歌的基础上，以“姑
娘腔”为其主要腔调而逐渐衍
化而成的戏曲声腔。所包含的
剧种有柳琴戏、五音戏、茂腔、
柳腔、扽腔(或称灯腔)、东路肘
鼓子等。

柳琴戏,原称“拉魂腔”，主
要流行于鲁南、苏北及安徽、河
南的部分地区，在安徽称泗州
戏，在江苏淮海一带称淮海戏，
其音乐唱腔属于板腔体，主要
唱腔板式有二行板、慢板、快
板、散板等，另外有专用唱腔曲
调20余种，如四句调、叶里藏
花、连扳起、叠句花腔、雷嘚调、
茂调长腔等，从而形成了柳琴
戏清脆活泼、清新亮丽的音乐
风格。

五音戏，原称西路肘鼓子，

曾称“五人班”或“五人戏”，主
要流行于淄博、章丘、历城、济
南、潍坊、惠民等地。五音戏原
无文场乐队伴奏，新中国成立
后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才逐渐
增加了文场乐队，现在的主奏
乐器为“齐胡”。

民间歌舞及说唱形成
的戏曲剧种

山东的民间说唱和歌舞艺
术，历史悠久，品种繁多。清代
中叶以后，随着这些民间说唱
和歌舞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山
东小型地方戏曲剧种蓬勃兴
起，并且展示出强劲的生命
力，成为山东地方戏曲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由说唱发展成
的戏曲剧种有吕剧、坠子戏、渔
鼓戏、八仙戏、蓝关戏等；由民
间歌舞发展而成的戏曲剧种有
两夹弦、四平调、一勾勾、王皮
戏等。

吕剧是近百年来发展形成
的一个年轻的地方戏曲剧种，
由山东琴书衍化而成。其发祥
地在山东东北地区的广饶、博
兴一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吕剧的发展非常迅速，其流
行区域很快遍及了山东大部分
地区，在东北、新疆以及江苏等
省区，亦曾有吕剧的专业剧团
建立，使其成为山东具有代表
性的主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
其代表剧目有《李二嫂改嫁》、

《姊妹易嫁》、《苦菜花》、《补
天》、《百姓书记》等。

蓝关戏、渔鼓戏、八仙戏，
都是由说唱形式发展而成的小
型地方戏曲剧种。蓝关戏主要流
行于胶东地区的掖县(莱州)、招
远等地；八仙戏流行于临淄五路
口村一带；而渔鼓戏则流行于路
北地区的乐陵、沾化一带。

山东是一个戏曲大省，戏
曲品种繁多，地方特色浓郁。近
年来，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的开展，使部分濒临消
亡的剧种得以重生，许多剧种
重新焕发了生机，创作出了一
批在省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
优秀作品，为建设文化强省做
出了突出贡献。

【问茶齐鲁之二十九】

寒夜客来
茶当酒
□许志杰

大众文艺讲堂是由山东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文联、省作协主办，省图书馆、省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承办

的大型系列公益讲座。4月19日，原山东省艺术馆馆长、《群众艺术》杂志主编，戏曲音乐理论家、作曲家高鼎铸先生

做客大众文艺讲堂，与大家一起“欣赏山东地方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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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庄，我思念的方向【行走齐鲁】

□姜成娟

从那个地方返回济南已经
两周，而我心里，那一股子气啊，
依然，还是工作在琐碎里，扯着我
的心肺，把我扯回那个地方。就
想，天下所有的文章，最初的来
源，都是这一股气吧，因为意难
平，因为有牵念，所以要形成文
字，所以，荡气回肠。

那个地方，叫夏庄。
返回济南的第一个周末，偶

然看电视，中央二套正在重播《闯
关东》，正是最后两集，播到朱家
人在茫茫白雪中继续漂泊……
我的眼泪流下来，给《闯关东》的
文学编辑、山东影视集团的李九
红打电话，我说，让我流泪的影视
剧，只有《闯关东》，再就是《沂
蒙》。她说，你身上是有一些大的
东西的，就是家国情怀。我说是
的。你也是。

2009年冬天，12月底，大学食
堂的电视每天中午播放电视剧

《沂蒙》，正是期末考试期间，同学
无人注意这个电视剧，只有我，每
天中午想办法坐在那冰冷的橙
黄凳子上。有一次，是外国文学考
试，我提前交卷跑出来，就为了多
看一会儿这个电视——— 看悬挂
在柱子上的电视，那穿着大襟褂

子的沂蒙妇女，那土屋，那破损的
炕席，那炮火连天的岁月，也是眼
泪忍不住。为什么？我也这样问过
自己。

五年后的这个春天，在夏庄，
在它的“本色”老党员纪念馆里，
我知晓了答案。这就是，我的来
历。我就是这个地方的孩子。那些
穿着布衣吃着地瓜上战场的人，
就是我的爷爷，我的乡亲，我就
是他们。我的爷爷是建国前老党
员，他的六个兄弟中有四个参
军，有一个死在日本人的枪下。
我的外公也是建国前老党员，建
国后在夏庄镇政府工作多年，我
从小在草垛边读红楼的同时，也
在他那里读到了全部的毛泽东
诗词与选集，我在读小学时就为
爷爷读每期的《支部生活》，这是
我生命里的红色基因，精神的密
码。

是的，我就是夏庄的一个村
姑。就是那个在秋天下雨的夜晚
和大人一起去捡拾地瓜干的孩
子，那个草筐里偷放一本史记所
以拔草不多被打的孩子，那个终
其一生寻找一个家园一个院落
而无所得的笨姑娘。
关于来历，关于自己的出处，

那片红色的土地，那片古老的土
地，它的历史，它的光荣，它的今
天，其实是走得越远，才能看得越
清晰。对莒县，对夏庄的认识，就
是如此。

2014年3月27日，自济南去夏
庄，京沪路上堵车三个半小时，疲
惫不堪，无处可逃。终于到目的地
已经是下午四点，在夏庄党委，一
杯绿茶，甘霖一般缓解了我的疲
惫。戴着眼镜、温文的邓兵书记第
一句就是：累吧？到家了，好好休
息几天。

到家了！
自16岁离开这里，这是第一

次，我有了被接纳的感觉，有了比
血缘意义上的家更温暖踏实的
感觉。

夜宿浮来青茶园。浮来青茶，
曾获中国国际农业博览会金奖，
中国国际茶博览会名茶金奖。这
片400多亩的茶园，前身是临沂地
区茶叶研究试验站，建于1978年6

月，是长江以北惟一的茶叶研究
机构。至少于我，它是最好的茶。3

月27日喝到的那杯浮来青，芬芳
一生。

这是建在广阔茶田中的建
筑，是独立的一栋栋小别墅。早晨

在鸟鸣中醒来，打开窗户，新鲜空
气四面八方涌进，触目皆绿，不思
归矣。月明之夜，临窗读书，何等
幸福！

夏庄党委委员胡顺娟，我称
她为胡老师，因为初中时她差一
点就教到我，她是那个时候少有
的大学生，她热爱学习，在孩子八
个月时离家读大学，其间甘苦，不
为人知，让人敬佩。时代再怎么光
怪陆离，我始终还是相信，求知，
求真，求美，是人应有之义。

一座院子，在高处，干爽、明
亮，阳光照耀到每一个角落，是平
房。这个院子，是夏庄镇敬老院，
每个房间设施齐全，老人们安详
宁静。每排房子间有足够的距离，
保证良好的采光，有菜园，有猪
圈，有豆腐坊，这小型的桃源。韭
菜正是当季，陶诗中，我最最喜欢
的一句就是“欢然酌春酒，摘我园
中蔬”。在春天的早晨，去我的园
里摘新鲜的蔬菜，喝刚酿出的新
醅，这是多么纯粹的欢乐啊！我总
是无端地以为，他摘的一定是韭
菜，夜雨剪春韭嘛，春初新韭，最
是清甜清新。真的，这里的韭菜，
真的是有清甜的感觉。或者，是
我移情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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