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社区，十六台好戏送市民
演出期间，不少戏迷远道赶来听戏，有的还带着早饭等着开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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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本报聊城 10 月 7 日讯(记
者 凌文秀) “双节”假期期
间，在龙山社区新时代广场，
聊城市京剧院的演员们给社
区居民们送上了 16 台京剧
大戏。不少市民从远方赶到
演出现场听戏，有的甚至连
早饭都不顾得好好吃。

30 日早 7 点半，聊城市
龙山社区新时代广场上，演
出舞台提前两天就已经搭
好。80 多平米的戏台上空无
一人，舞台下立着一个梯
子，已经退休又被返聘回来
的杨世琢正扶着梯子，一位
男演员站在梯子上往舞台
顶上挂条幅。

在后台，聊城市京剧院
院长鲁霞正带着演员们整
理服装和道具箱子，几位需
要最早上场的演员已经开
始洗脸、上妆，几只大桶装
满水，旁边摆放着几个洗脸
盆。几只笔和上妆颜料摆在
桌子上，四五位演员每人手
中一把小镜子，围着桌子自
己化妆，连戴头饰都不用别
人帮。“每个人都有戏，谁也
顾不上别人。”而负责后勤
的李秋生已经化好妆、穿好
服饰，还帮着给演员们预备
洗脸水。而 9 月 29 日晚，李
秋生就住在了后台做安保。

不光演员们忙活，很多

戏迷提前两个小时就带着
马扎赶来了，有的在品评剧
目表，有的坐在舞台下等着
开戏。从聊城南环城乡结合
部赶来的金先生今年 6 7
岁，他央求一位年轻的小伙
子帮他把演出目录抄写到
一张纸上，“很多小辈儿中
秋节之后会来看我，我得提
前跟他们说，我哪天要看
戏，哪天能在家，别大老远
跑来了找不到我。”

演出现场在城区靠南，
市民袁先生跟老伴从城区
西北角的站北花园小区赶
来，连早饭都没吃，路上买
了油条和豆浆边等着看戏
边吃早饭。“我老家临清，是
全国有名的京剧之乡，我是
个铁杆戏迷。年轻的时候还
喜欢唱几段，现在唱不了
了。”“今天上午的戏里，国家
一级演员杨世琢扮演周瑜，
小生的扮相很漂亮，全山东
找不出第二个来。”

聊城市京剧院院长鲁
霞说，京剧院已经连续 9 年，
每年“五一”、“十一”送戏进
社区，京剧演出需要舞台，道
具、服装等又特别多，每次都
跟搬家似的，光搭架子就得
两三天。演员们风里来雨里
去，四处奔波，带团到处演
出，送了上百场精彩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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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院演员少，最年轻的已经 30 多岁
现在聊城市京剧院有 50 多个人，

从院长到后勤，每个人都是演员或者
伴奏者。而演员中，最年轻的也已经
30 多岁了，年纪最大的 57 岁。

“两个月前，京剧院唯一的一位武
生排练时摔伤了，不能上台。所以，双
节期间表演的剧目都是文戏。不过京
剧院选择的演出剧目跟上个节日的演
出不同，能让市民换换口味。”京剧院
一位演员告诉记者，每次节日前两个

月左右，京剧院就开始定剧目、排练
了，可一旦有人生病，就得换剧目。舞
台旁贴的剧目表上，《红楼二尤》、《珠
帘寨》、《秦香莲》、《岳母刺字》等剧目，
都是文戏。

“演员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有一
个受伤或生病，有的剧目就得换。”鲁
霞说，这次演出有的演员受伤、有的演
员生病，演出前从其他剧团“借”来几
位演员才能正常演出。鲁霞也是带病

演出，“最怕演员生病，更怕自己生病，
剧团这么多事儿，离了谁也不行。”

“武生都是一身功夫，没有童子功
根本不可能演得了，但到 50 岁就难再
唱了。因为翻跟头等很多武戏动作年
纪大了就做不了。生、旦之类的角色，
大概能唱到 60 多岁。”一位演员介绍，
演员断层现象严重，京剧院已经有十
年没有进新演员了。

本报记者 凌文秀

观众“老龄化”严重，八成以上戏迷是老年人
演出期间，舞台下的观众很多，只

要演员出场、唱得好时也都会有人欢
呼叫好。但不难发现，听戏的八成以上
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有几位老戏迷把
几岁的孙子孙女抱来看戏，但年轻人
寥寥无几。

“我们小时候不像现在的孩子这
么多玩意儿玩，一年到头就盼着有庙
会、有唱戏的，每次去听戏，慢慢就懂

了。”很多老戏迷说，他们就是这样迷
上京剧的。“现在玩意儿多了，电视、电
脑，可还是觉得京剧最好听，每次有现
场演出都来听听。”在老人们心中，京
剧承载着他们的儿时记忆，可他们想
把这记忆让孩子们传承时却并不容
易。62 岁的罗先生跟儿子住一起，“我
儿子孙子都听不懂京剧，每次我在电
视上听京剧儿子就去忙工作，孙子就

开电脑上网。有时候想跟他们讲讲他
们总说没时间，也只能跟几个同年龄
的老伙伴聊聊京剧了。”

“现在娱乐方式多元化，广播、电
视、网络，不像几十年前那么单一，每
个传统剧种的受众都在分流、减少，很
多传统剧目受众老龄化的问题也越来
越突出。”聊城市文广新局一位工作人
员介绍。 本报记者 凌文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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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京剧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 台 上 一 分 钟 ， 台 下 十 年
功。”“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
天不练，行家知道；三天不练，观
众知道。”梨园行里很多话，让梨
园外的人望而生畏，觉得这是个高
技术难度的活儿，一般人学不来。
可京剧演员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
觉得让孩子专业学京剧不会比考个
大学更难。

据京剧院一位演员介绍，学京
剧一般十岁左右开始学，最初的基本
功都要练，几年后分生旦净末丑，就
能登台演一些配角了。几年后，在戏
台上挑大梁也非常有可能。而现在的
孩子，从几岁开始进幼儿园直到上大
学，怎么也得十几年。

“可大家都觉得上大学是条可行
的路子，一说让孩子学京剧，就觉

得是去受苦。”这位演员介绍，
“尤其京剧是个苦行当，有些家长
虽然有心让孩子们走艺术道路，也
不会让孩子学京剧。基本上从小就
开始培养孩子唱歌、跳舞，长大了
考艺术生、考戏剧学院做演员。”

这位演员介绍，目前，聊城还
没有专业的京剧演员培养机构。

本报记者 凌文秀

不少年轻人喜欢上京剧后很“入迷”
“你说年轻人不爱听京剧也不尽

然，我们院都认识一个聊大的大学生，
是个男孩子。这几年来，我们团每次在
聊城城区的京剧演出他一场没拉下
过。京剧院的演员他也都能叫出名字，
知道谁是什么角。”就是这位男孩子，
让工作了几十年的京剧演员们看到京
剧也有年轻观众。

30 日当天，记者拉了位京剧演员

在观众中寻找这位大学生，却始终没
能找到。这位京剧演员猜测，“这学生
可能已经毕业不在聊城了。但我相信，
不管走到哪儿，只要有京剧，他就会去
看。因为京剧这东西像毒品，一旦染
上，这辈子都戒不掉。”

这位京剧演员的话，与一位“ 85
后”的京剧迷说得如出一辙。孙永祥老
家在全国有名的京剧之乡临清市。孙

永祥上大学时选修了京剧。谁想到，就
此一发不可收拾的爱上了京剧。“学这
门课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学着唱一段，
学了之后才知道有多好玩。”

京剧唱腔很练人。自打学了京剧，孙
永祥的肺活量比原来高出不少。这位年
轻的平面设计师现在最大的业余爱好就
是京剧了，而且朋友圈里也有很多京剧
爱好者和票友。 本报记者 凌文秀

戏曲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演出前，演员们一人一把小镜子化妆。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京剧院演员们互相帮忙穿戏服。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台下观众中老年人占了很大比例。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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