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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送戏戏下下乡乡来来 农农民民乐乐开开怀怀
┮菏泽市地方戏曲传承研究院山东梆子剧团为乡邻送文艺大餐
┮本报记者探访演员吃住场所，演员们很“拼命”

24日上午，刚进鄄城县
彭楼镇刘大楼村，离唱戏的
舞台地方还有近百米，记者
就听到委婉动听的唱腔及
阵阵掌声。

“ 九 尽 春 回 杏 花
开……”敦厚的唱腔，再加
上悠扬的二胡、铿锵的锣
鼓，传统剧目《桃花庵》一开
场就吸引众多观众的目光，
引来众多掌声。

“这个剧团唱得真好，
演员功底扎实，听起来真过
瘾。”家住刘大楼村的刘希
助不时还会跟着哼唱几句，
戏台子就搭在家门口，听起

来也方便，家里不少亲戚得
知有戏，都大老远地赶来
听，“这个戏情节好，也容易
看懂，希望以后能经常到我
们这演出。”

刘希助口中的剧团是
菏泽市地方戏曲传承研究
院山东梆子剧团，现正在鄄
城县进行送戏下乡，“剧团
要在刘大楼村演出6天，向
群众演出的均为像《五世请
缨》《风流才子》《回龙转》等
经典剧目，目前已演出 4
天。”山东梆子剧团副团长
宋秀敏说。

观众：在家门口听戏，过瘾

文/片 本报记者 李德领

“家门口就能听到地道的戏曲，太过瘾了！”24日
上午，菏泽市地方戏曲传承研究院山东梆子剧团在
鄄城县彭楼镇刘大楼村演出，吸引众多戏迷前来。记
者对送戏下乡的演员吃住场所探访得知，不少演员
都借宿在群众家中，吃大锅饭、天天经历寒风侵袭，
没有华丽舞台，没有先进设备。对于这些困难，演员
们连称无所谓，群众的掌声就是对他们最大的褒奖。

演员：把最好的戏曲艺术奉献给基层百姓

据宋秀敏介绍，送戏下乡的演
员有50余人，不仅要自备唱戏的戏
台、演出服装、设备，被子、吃饭用的
锅碗瓢盆甚至连床都要自备。“每到
一处我们都找当地空闲的房子，安
排演员住宿，这次演员都住在了群
众家，拿着被子一铺就是家。刚到刘
大楼时，10多个演员水土不服，导致
拉肚子，即使这样也都坚持上台。”

上午的戏演完后，演员们开始
在后台卸妆，“如果下午还上场的
话，也只是简单卸，吃过饭后来不及
休息还要上台演出，主要老百姓愿
意看、愿意听，只要听到台下的掌
声，再苦再累也无所谓。”宋秀敏说，
演员们吃的都是大锅饭，由于屋内
没有地方吃饭，他们都端着碗拿着
馒头在院子里吃，有时热乎乎的饭
菜吃着吃着就凉了。

在剧团，1岁6个月的小俊麟成
为大家的开心果，谁不上台时就会
抱着逗他玩，小俊麟的爸爸安永建、
妈妈李慧朵都是剧团的演员，在他5

个月时就跟着爸妈在剧团，“孩子太
小在家都看不了，把他带到剧团也
是无奈之举，我们夫妻两个谁不登
台就抱着他，如果都上台就找剧团
其他人看着。”

在后台，记者见到了祝凤晨，
身穿陈秒善戏服的她正在休息，由

于她演的是主角，要不时登台演
唱，难得有休息时间，“因为要穿
戏服，衣服就不敢穿太厚，有时在
台上就觉得很冷，但一到台上看到
观众，听到他们的掌声，心里就暖
暖的，就想用地方戏曲艺术奉献给
基层人民。”

吃饭时，演员们都是蹲在院内。

演出现场。

演员们正在卸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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