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 7 月 11 日 星期三
编辑：刘来 组版：赵晴 B09

今日泰山

一个动作反复排练几十遍
10 日，天气炎热又潮湿，在泰安

市山东梆子剧院演出舞台上，山东梆
子经典戏剧《两狼山上》正进行汇演
前彩排。舞台上几十位演员穿着厚重
的戏服，在导演陈贻道的指挥下，一
遍遍走台步。

剧场里同时开着两台空调降温，
但在厚重的戏服面前根本起不了太
多作用。不少演员为不影响排演，出
汗就直接用手擦一把。“今天一上午，
只是排练戏剧中的一小节段，为了剧

目更精彩，每个动作都重复了几十遍
甚至上百遍，导演只要发现不对，哪
怕是一个眼神，一个表情，都会纠正
好多遍，直到做到最好。”一位演员
说。

今年 50 岁的演员刘同明在剧中
扮演潘美一角，也和所有年轻演员一
样，一遍遍练习一遍遍纠正。他告诉
记者，《两狼山上》从年前就开始排
演，现在离汇报演出越来越近，每天
彩排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导演指挥

完看剧本或者和乐队商量的间隙里，
我们赶紧喝点水，或者抽空上厕所。
每天排演中，几乎看不到有打电话的
演员。”

在现场，所有的主创演员都在积
极备战，演员张先生形容，每天的工
作就是“重复重复再重复”，直到把动
作做得滴水不漏。“有些演员有武戏，
一遍遍地前空翻，有的还侧翻在地，
这个舞台上留下太多汗水。”张先生
说。

后背硌出一道道血印子
“舞台上演员华丽惊艳，但背

后有大家看不到的艰辛，所谓冬练
三九夏练三伏，没点吃苦精神，做
不了戏剧演员这一行。”演员刘同
明告诉记者，演员都需要着戏服上
场排练，一练就是五六个小时，由
于身上绑着大旗和装饰，结束排练
后，每位演员后背都被硌出一道道

血印。
国家一级演员宋其美也参加了

《两狼山上》排练，作为主演的她，曾
因腰椎劳损做手术，如今带着伤痛继
续工作。宋其美说，练习时腰椎还是
会疼，尤其是演出结束下台后，疼得
直掉眼泪，一动也不敢动，但再苦再
累也要坚持。

"演员在排练场上练习后，导演
指出不足之处，回到家得自己琢磨
继续练，我们都管这叫‘练私功’。
演员不能光指望舞台时间，导演指
导完自己就得下狠功夫。”宋其美
说，她每天临睡前都会想，今天终
于完成任务，紧接着第二天又有新
任务，又要重复练习。

改编后更尊重历史

泰安市山东梆子剧院书
记齐成顺说，《两狼山上》改
编是剧院有史以来投资最大
的一次，请来阵容强大的主
创班底，也将剧目由“演义
说”改为“历史说”，都是为顺
利通过今年山东十艺节，努
力拿到 2013 年中国十艺节
的“入场券”。

“‘演义说’改为‘历史
说’，就像潘美在传统剧目

中是奸臣，而在新改编后，
他 不 再 是 奸 臣 。我 们 就 是
要 做 到 尊 重 历 史 真 实 。剧
中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特
别予以保留。”齐成顺说，
从 演 员 到 乐 队 再 到 舞 美 ，
上百人的团队都在争分夺
秒准备剧目，该剧的编剧、
导演、服装设计等人员，都
是中国艺术节文华奖的获
得者。

《两狼山上》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泰安市山东梆子
剧院唱响全国的经典剧目。该剧紧紧围绕“擦干身上血
重上阵，拭去眼中泪再出征”的行动主线，精雕细刻了
杨业这位“一片丹心昭日月”的老将军形象，对杨家将
这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和故事，进行重新解读和诠
释，用山东梆子这一激扬高昂、特有的古老艺术形式来
塑造历史人物，将末路英雄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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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献礼山东十艺节，冲击全国十艺节“入场
券”，泰安市山东梆子剧院对传统剧目《两狼山
上》进行改编。“夏练三伏”，这些演员穿着厚厚
的戏服反复排练，为了艺术，充满激情。

为为追追求求完完美美效效果果，，演演出出人人员员一一遍遍遍遍排排练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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