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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乐活·图说

““柳柳子子””发发芽芽
文/片 本报记者 周青先

位于济南的山东省文化艺术
学校里，36个来自山东西南部的孩
子正在竭力传承古老的山东戏
种——— 柳子戏。

柳子戏是山东古老的地方戏，
历史上，柳子戏曾流行在山东、河
南、河北、江苏、安徽五省交界的三
十余个县，也曾盛行于京城。后来
柳子腔返回山东、冀南和豫东，主
要市场是农村集镇。

如今流行艺术盛行，年轻人忙
着追歌星影星，没多少人听戏，柳
子戏等老地方戏日显颓势，成了亟
待拯救的古老文化遗产。2005年，
柳子戏幸运地入选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省文化艺术
学校于2010年招收了这一届学生
36名学员，希望他们能传承这门古
老的艺术。

这些孩子大多来自鲁西南，这
个年代舍得让孩子唱小戏种谋生，
需要一分执着和牺牲精神。

学戏极苦，娇生惯养的孩子难
以忍受。10岁左右的孩子就要离家
到省城，一学就是六年，学校全封

闭式管理，只有五一、十一、寒暑假
等机会才能回家跟父母团聚。学校
的老师成了他们的父母，负责照顾
他们的衣食住行和学习。

按照学戏的规矩，他们早晨6
点多就得起床练早功，然后一天下
来要上10节课，直到晚上熄灯睡
觉，课程表排得满满的。除了常规
的语文、数学、英语等中学课程，最
重要的就是戏剧专业课：剧目、基
功、武功、把子功……一节课下来，
孩子们个个汗流浃背。

如今精通柳子戏的老艺术家
大多已经年过花甲，年纪最大的冯
保全老师80岁了。72岁的著名柳子
艺术家李松云也在该校任教，她是
当年第一批登台的女柳子戏演员，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
表性传承人。

如今能有孩子愿意学戏，老艺
术家们就很满意了，他们将这些孩
子当成宝贝，捧着、哄着。而一些小
学员告诉记者，他们希望柳子这个
古老的戏种能继续传承下去，但自
己未来是唱柳子戏或者是当影视
演员，还不一定。毕竟，成为当红演
员的诱惑还是很大的。

五一节假日快到了，爸妈快来接自己了，小薛
时常到窗口眺望父母的身影。

教室里没人了，小薛自觉武功差些，加把劲练练。 练完武功，学戏的孩子个个一身大汗，哪怕严冬。

看着，这个动作该这样走！挨批是必须的，不严不成器。

十几岁的小女孩表演已经颇具模样。

▲这些学柳子戏的孩子吃住在一起，亲如一家。

学戏必练功，连唱大家闺秀的青衣角色也得练武功，老
师的小棍子很有威严，尽管不打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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