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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师文静）
17日是重阳节，一个提倡尊老
敬老的传统节日。本报联合山
东省文化厅推出给读者送戏剧
大餐活动，特邀老年读者及其
家人，一起观看第十一届山东
文化艺术节·新创作优秀剧目

《兵·道》和《秧歌乡的故事》，过
一个有意义的重阳节。

大型历史话剧《兵·道》讲
述的是春秋时期伟大的军事思
想家孙武的故事。剧作将笔墨
重点延伸到了“战争与人性”

“战争与和平”，从更深远的视
角展现了中国古兵家的大仁大
义与悲悯之情。剧中的孙武不
再是“无敌战神”，他也有弱点、
有犹豫、有痛苦，人物形象更加
饱满、有感染力，还刻画了伍子
胥、如心、阖闾、夫差等一系列
人物形象。《兵·道》历经多次修
改，是一部非常成熟的作品，由
省话剧院主力演员担纲，上半
年该剧在国家话剧院连演三
场，场场爆满。

大型茂腔现代戏《秧歌乡
的故事》取材于青岛地区农村
老年人“黄昏恋”的故事。该剧
整合了茂腔和胶州秧歌两项国
家级非遗项目，艺术形式新颖，
以轻喜剧风格为主调，是观众
喜闻乐见的戏剧作品。

为了让老年人过一个满
足、有文化味的节日，我们特意
精心选取这两部剧，盛情邀请
儿女们陪父母一起观看。

扫描文章下方二维码下载
齐鲁壹点进入“情报站”或拨打
电话85193700抢票，并在“情报
站”留下您的观剧感悟，与更多
观众交流互动，探讨艺术。

抢票剧目：《兵·道》；时间:
17日19：30；地点:历山剧院。

抢票剧目：《秧歌乡的故
事》；时间：17日19：30；地点：梨
园大戏院。

本报联合文化厅送福利

两两部部大大剧剧陪陪读读者者过过重重阳阳

两项非遗相融合

《《秧秧歌歌乡乡的的故故事事》》时时尚尚又又喜喜气气
本报记者 倪自放

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重
阳节，大型茂腔现代戏《秧歌
乡的故事》今晚将亮相梨园大
戏院。该剧以老年人婚姻、养
老等热点话题为主要题材，通
过将茂腔和胶州秧歌两项国
家级非遗项目相结合的方式，
展现了老年人追求幸福生活
的时代新貌，专家盛赞该剧

“接地气、扬正气、有喜气”。

地方戏留观众靠接地气

老冯头的亲家母李香兰
是胶州大秧歌的传承人，村里
准备请她来培训秧歌队伍。两
人也有意趁此机会结束单身
生活。因扩建国际机场，老冯
头的拆迁补偿款即将到位，其
儿媳巧真担心“肥水流进外人
田”，使尽浑身解数阻拦李香

兰进村，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矛
盾冲突。《秧歌乡的故事》以三
对老年人的婚姻、养老为主
线，揭示了改革开放的今天，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山东
半岛的发展进程。

该剧编剧商中有认为，要
让更多的年轻观众爱上传统
戏曲，内容必须接地气，“要注
重和时代接轨，捕捉现实生活
中的信息，通过呈现各种细节
才能达到触动心灵的效果。”
商中有举例说，剧中的一对老
夫妇张老石和老石婶，因为分
别跟两个孩子生活而“分居”，
只能用手机“趁晚上孩子们都
睡下悄悄视频聊天”。商中有
说：“这种因照顾子女老两口

‘分居’的现象，现在并不少
见，这一情节，专家们评价非
常接地气。”

谈到《秧歌乡的故事》主
线剧情聚焦的是黄昏恋话题，

商中有说：“创作之前我进行
了数月的采访调查发现，在为
儿女解决了后顾之忧的同时，
不少丧偶老人欲寻找黄昏恋
人携手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
对此，儿女们的态度千差万
别，该剧进行了艺术化的表
现。”

非遗入戏焕发新活力

《秧歌乡的故事》由胶州
市茂腔秧歌艺术传承保护中
心创排。导演崔彩彩介绍，胶
州秧歌和茂腔是胶州特有的
传统文化，均入选国家级非
遗，本剧以轻喜剧风格为主
调，将二者进行了整合，“不少
人担心，两种非遗的结合是不
是很传统很老套？观众大可不
必担心，《秧歌乡的故事》从剧
情到形式，都很时尚。”

从现场排演看，《秧歌乡

的故事》载歌载舞，都在秧歌
戏的表演特点里。舞美上，用
剪纸表现屋顶出现在天幕上，
达到了写实和写意的平衡，表
现力极佳。崔彩彩说，之所以
用茂腔呈现秧歌故事，在于这
两种文化就是当地的现实生
活，“胶州普通人大多会哼两
句茂腔，会胶州秧歌的更是遍
地都是。把这两种艺术形式结
合在一部戏中非常顺畅自
然。”

《秧歌乡的故事》起用了
多位年轻的茂腔演员，男一号
老冯头的扮演者是31岁的年
轻演员李阳。40多岁的女一号
刘永霞跨年龄演出近60岁的
李香兰。因为两人在戏中有不
少感情戏，但因二人年龄相差
9岁，排演初期闹了不少笑话，
“总觉得他是小辈，开始时总
是笑场。后来慢慢用心领悟角
色，表演才纯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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