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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五音戏
再添非遗殊荣
本报记者 赵克

说起五音戏，章丘人估计没
有不知道的。这一起源于文祖镇
青野村一带的民间戏曲至今已
有上百年的历史，并流传到了淄
博等地区。今年上半年，青野五
音戏又成功申报山东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为这一百年剧种再添
殊荣。

章丘五音戏

传承百余年
五音戏原称“周姑子戏”，清

代晚期发源于章丘市文祖镇青
野村，后经五音戏泰斗“鲜樱桃”
的逐步宣传，正式更名为“五音
戏”。

章丘的青野五音剧团为五
音戏的正统继承人，现在已经传
到了第五代，剧团团长马乃转正
是剧种的传承人。“五音戏发源
于青野村，当时村里聘请了明鸿
钧、明先柱等著名五音戏表演艺
术家亲临指导，后来我们团的戏
班子就这么一代一代地传承下
去。”

学习五音戏

有甜也有苦
青野五音剧团的团员大部

分是青野村本地人，都是因为爱
好五音戏才聚在一起的。马乃转
说，现在好多团员已经在周围购
买了楼房，在村子里住的人也少
了，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排练演
出的次数。团员之间一般用手机
或者上网联系，确定地点时间，
大家都会准时赶到一起排练。

马乃转担任团长已超过二
十年，说起最初学戏的艰辛，她
依旧记忆深刻。“学戏绝对是个
苦差事，比如腔调、姿势啊，我们
领悟得比较慢，师傅有要求，无
论年纪大小，学不会就要挨打。
当时也是非常委屈，经常偷偷地

哭，由于自己喜欢，还是坚持下
来了。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吃苦
是值得的。”

2006年以来，章丘五音戏先
后入选济南市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和山东省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这让剧团的演员
们心里更有了一种自觉传承五
音戏的责任感。

青野五音戏

是地道老腔老调
文祖镇作为章丘五音戏的

发源地，为保护五音戏及民俗文
化做了大量工作。据文祖镇宣传
委员王淑镇介绍，近年来文祖镇
大力支持剧团发展，文祖东村剧
团、老年活动中心、石子口业余
文艺剧团等应运而生。

“五音戏在周村、章丘等地
都有传承，但还是有所区别。”说
起五音戏的地方差异，马乃转给
记者介绍起来。“淄博周村一带的
五音戏是正规剧团演出，配乐较
多，而文祖这边主要就是二胡、笛
子、三弦等。”马乃转说，青野五音
戏是地地道道老祖宗传下来的老
腔老调，每一句都不能改。

传承五音戏

是责任也是义务
自从章丘青野五音戏申报

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后，
作为团长的马乃转十分高兴。

“现在我们正筹备申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可不能让我们这
个剧种失传。”据马乃转介绍，他
们已经号召镇上喜爱五音戏的
孩子利用课余时间，参加他们团
举办的特色民俗班来学习五音
戏。“我们希望更多的孩子在学
习的同时，不要忘记传统民俗的
保护。”下一步，五音剧团还将走
访更多的村落去宣传和传承。

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十艺节就将在济南举办。作为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古县，章丘在民间艺术文化方面同样
有着丰厚的底蕴。三德范芯子、青野五音戏……这些民间表演艺术形式很多都已传承了上百年的时间，并被列入
国家级或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在十艺节即将到来之际，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些民间文化“活化石”，品一品咱
们章丘的民间“大戏”。

编者按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片，由本报记者邱志强摄


	E1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