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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文化的土壤 精神的家园

菏泽“依团代传”恢复大弦子戏传统经典剧目《两架山》在菏泽大剧院上演

尘尘封封4400余余年年，，大大弦弦子子戏戏重重返返舞舞台台

“将大弦子戏《两架山》再次搬
到舞台，谢谢各位领导对大弦子戏
的关心和热爱。从剧团被撤销后，
我一直期盼着大弦子戏能重返舞
台，40多年了，这个梦想终于实现
了。”在13日召开的“依团代传”恢
复大弦子戏传统经典剧目《两架
山》座谈会上，省级大弦子戏代表
性传承人王秀兰热泪纵横，“以后
一定做好传承工作，重整大弦子
戏。”

大弦子戏传统经典剧目《两架
山》的复排，对于菏泽市地方戏曲
传承研究院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
战”，徐向东说，“演员都是首次接
触大弦子戏，没有现成的音像资料

可以参考和借鉴，全凭仅存的文字
资料及老艺人的回忆进行创作，同
时，跨剧种学习也给演员带来了音
乐、唱腔方面的困难。”

在大弦子戏《两架山》中扮演罗
氏的宋秀红原是山东梆子剧团的演
员，“山东梆子唱腔高亢激昂，而大
弦子戏唱腔委婉、细腻、缠绵，刚开
始学时比较难把握，后在王秀兰老
师的指导下，逐步掌握了唱腔。”

今年6月，在了解到菏泽大弦子
戏恢复工作面临的问题后，山东省
艺术研究院决定将菏泽大弦子戏的
抢救性恢复工作列入建院之初的重
点，派出了包括导演、作品、舞美、灯
光等为主的学术主创团。经过一个

多月的耐心打磨，演员们在角色把
握和表演技术上都有了很大突破，
最终于12晚将大弦子戏传统经典剧
目《两架山》以一个崭新的面貌重新
立在菏泽的戏曲舞台。

“我们排练大弦子戏《两架山》
并非仅仅使其立上舞台，而是要将
其做成大弦子戏的‘样板戏’，有些
演员由于没有经过科班学习，表演
和身段不完美，导演组冒着酷暑与
炎热，一个手势、一个身段地向演
员耐心讲解，我们的目的就是让该
剧各方面都做到完美，做到规范。”
该剧导演、省艺术研究院一级导演
周波介绍。

在舞美方面，《两架山》一剧也

别具匠心，舞台设计理念来源于古
代戏楼的风格，以红色为主色调，
搭配白色的地面，给人一种简约、
明快、古典、大气的感觉。另外在强
调学术性和美学思想的同时，突出
厚重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艺术美
感。简约唯美的舞台、风格鲜明的
音乐和生、旦、净、丑行当的合理搭
配，都为这部传统经典剧目添新出
彩。

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陈鹏在
观看了演出之后说：“大弦子戏传
统经典剧目《两架山》演出样式新
颖，唱腔优美。难得的是这样一部
经典传统戏由一批年轻演员跨剧
种演出并立上舞台，实属不易。”

大弦子戏重返舞台，“圆了多年的梦”

2008年6月，大弦子戏被列入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
展名录。“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大
弦子戏传承人(老艺人)年事已高，
保护和传承工作迫在眉睫，如再不
抓紧抢救保护，再过10年至20年，
人们再想了解大弦子戏恐怕只能
在文字档案里觅见它的踪迹。”徐
向东说，2008年6月，菏泽市地方戏
曲传承研究院被命名为“山东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示范基地”，是
山东梆子、枣梆和大弦子戏的传承
保护单位，并肩负着这三个非遗剧

种的保护。“如何有效保护和科学
传承大弦子戏，成为当时急需破解
的难题。”

2010年5月，在菏泽市文广新
局的具体指导下，市地方戏曲传承
研究院通过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
决定另辟蹊径，以现有山东梆子和
枣梆剧团为依托，选调部门优秀中
青年演员和学员学唱大弦子戏，大
胆尝试跨剧种“依团代传”。

“由于大弦子戏长期没有剧
团，近些年挖掘整理的音乐、唱腔
等资料苦于找不到人学习一直束

之高阁，‘依团代传’实施后，无人
可传的问题迎刃而解。同时，从剧
团挑选优秀中青年演员学唱大弦
子戏，避免了地方戏曲院团普遍找
不到学员的尴尬，实现了剧团人力
资源的有效配置。”徐向东说，挑选
出的演员大都有一定的艺术功底
和舞台经验，能显著提高大弦子戏
的传承质量。

自“依团代传”实施以来，先
后挑选了19名中青年演员，跟随
传承人、老艺人学习大弦子戏，分
别于2011年6月26日、7月26日在

梨园剧场进行了两场大弦子戏
“依团代传”专场演出，截至2013
年底，共参与展示大弦子戏演出
活动16场。“文革期间撤销剧团之
后，大弦子戏又一次回到群众的
视野，不少老戏迷都非常激动，每
次演出结束后都不肯离去。”徐向
东说，“为了不断加大对大弦子戏
的挖掘、整理和保护，恢复一部大
弦子戏传统经典剧目，成为当时
工作的重中之重。经多方征求意
见，准备恢复大弦子戏传统经典
剧目《两架山》。”

“依团代传”让大弦子戏“枯树生花”

“40多年了，终于在家乡再次
听到大弦子戏。”12日晚，“依团代
传”恢复大弦子戏传统经典剧目

《两架山》在菏泽大剧院上演，再次
听到伴随他童年的剧种，已过古稀
之年的李先生热泪盈眶，不停地鼓
掌，甚至手掌已隐隐发麻。“从小经
常跟着家人听大弦子戏，后来剧团
被撤，再也没听过如此原味的唱
腔，每次回味大弦子戏时只能靠儿
时的记忆。”记者发现，整场演出下
来，不少老戏迷们都激动不已，叫

好声、掌声不断。
大弦子戏，又名“大弦戏”、“弦

戏”、“弦儿戏”，是流行于鲁西南、豫
东北、河北省南部的一个古老而珍
稀的剧种。它源于元明以来中原地
区的俗曲小令，数百年来经过艺人
的加工提炼、修饰和创新，发展沿革
成为多乐调的戏曲声腔类型，与柳
子戏、罗戏、卷戏同属于弦索声腔系
统。其唱腔特点继承了“弦索”北曲
的一些固有曲牌，也吸收了流行在
民间的“山坡羊”“锁南枝”等曲牌，

人们常用“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来
形容大弦子的艺术魅力。

据菏泽市地方戏曲传承研究
院院长徐向东介绍，大弦子戏是菏
泽当地极具代表性的地方剧种之
一，与山东梆子、枣梆、两夹弦、大
平调、四平调等剧种在菏泽的戏曲
百花园中竞相绽放、百花争艳。“文
革前，菏泽原有‘菏泽地区地方戏
曲院大弦子剧团’，演出剧目屡获
大奖，粗狂泼辣的演唱风格、优美
典雅的音乐，具有一种独特的艺术

风格，深受群众喜爱。”
据悉，大弦子戏有曲牌三百余

支，每个曲牌通常分为高、中、塌方
三种唱法，主要伴奏乐器有大三弦、
笙、锡笛，以及大笛、罗笛、横笛等。
有时为了制造气氛和特殊效果，往
往使用大号(尖子号)和四大扇伴
奏。“文革期间，剧团被撤销，从此在
山东戏剧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方的
大弦子戏没有了剧团，而这一古老
剧种在齐鲁大地也销声匿迹了40多
年。”徐向东说。

它曾是菏泽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文/片 本报记者 李德领

12日晚，由山东省艺术研究院和菏泽市地方戏曲传承研究院联合打造的大弦子戏传统经典剧目《两架山》
在菏泽市大剧院上演。演出中，观众席上掌声不断，尤其是不少老戏迷们再次听到阔别已久的委婉缠绵的大弦
子唱腔时，不禁激动不已。

大弦子戏是菏泽当地极具代表性的地方剧种之一，传统剧目有三百余出。文革前，菏泽原有“菏泽地区地
方戏曲院大弦子剧团”，演出剧目屡获大奖并深受群众喜爱，文革期间，剧团被撤，从此在山东戏剧发展史上占
有重要地位的大弦子戏没有了专业剧团，致使这一古老剧种销声匿迹40余年。


	P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