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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演戏戏演演人人
演演人人演演心心
——— 访山东梆子传承人杜玉珍

本报记者 华章

山东梆子
就是乡音乡情

齐鲁晚报：对鲁西南人来说，
山东梆子就是自小的乡音，您是
怎么走上山东梆子专业道路的？

杜玉珍：我出生在嘉祥县一
个普通乡村。1980年县里招山东
梆子戏剧学生，爱戏的父亲做了
一个影响我终生的决定：让我考
艺校，学唱戏。那年我15岁，作为
一个六年级的“大学长”正式考入
了嘉祥县山东梆子戏剧学校。我
对戏剧的一生痴迷也由此开始。

齐鲁晚报：当时学戏艰苦吗？
有没有遇到特别好的老师？

杜玉珍：我的嗓音清脆嘹
亮，一进学校，老师就发现我的
天赋特别好，启蒙老师李敏英
经常在课外给我“加餐”，晚上
带我回家教戏。

我个性好强，加上格外努力，
对老师课上讲的一句唱腔、一个
动作甚至一句道白、一个字词，都
一遍遍练习，花费了比别人更多
的精力和时间，但我乐在其中。

1983年，我进了嘉祥县山东
梆子剧团，正式拜著名山东梆子
表演艺术家李玉岺、刘君秋、徐先
立为师，主工青衣，兼演花旦、帅
旦和老旦。

齐鲁晚报：什么时候开始崭
露头角并逐渐当上了主演？

杜玉珍：1988年在山东省中
青年戏曲演唱大赛上，我因演唱

《三省庄》中黑景芝一大段叫“夸
将”的慢板戏而受到观众欢迎，获
得了二等奖。

之后，剧团排演现代剧《情
祸》，让我演女主角巧云。我反复
琢磨剧中人的动作、思维，准确把
握人物性格特征，尽量从气质上
贴近角色，因成功塑造了巧云这
个栩栩如生的舞台艺术形象，这
出戏上了山东省第二届文化艺术
节，并荣获表演一等奖。此次演
出也开了县级剧团直接晋省亮
艺的先河，由此我跨入了剧团
主演行列，后来我调入了济宁
市山东梆子剧团。

当年，剧院定演传统大戏《老
羊山》，我出演主角樊梨花，得到
了老艺术家刘桂松的亲授和悉心
指导。《老羊山》公演后，好评如
潮，许多观众百看不厌。

唱腔要从
人物内心出发

齐鲁晚报：登台30多年来，还
记得您塑造过多少观众喜爱的人
物形象吗？

杜玉珍：传统戏、新编古装
戏、现代戏我都努力尝试过。如

《穆桂英挂帅》中的穆桂英、《铡
美案》中的秦香莲、《卖苗郎》中
的柳迎春、《五世请缨》中的佘
太君、《白蛇传》中的白素贞、

《蝶恋花》中的杨开慧、《情祸》
中的巧云、《微山湖》中的芦云、

《孔尚任》中的秦玉锦、《运河老
店》中的孔月娇等。

印象最深刻的是，2009年9

月，在山东梆子《运河老店》中我
成功塑造了厚德诚信、贤淑豁达
的女主角孔月娇，获得了山东省
第九届文化艺术节优秀演员奖；
后来《运河老店》又代表山东参加
了第十一届中国戏剧节，不仅该
剧获得优秀剧目奖，我个人还获
得了最高奖优秀演员奖。

记得这个剧在厦门集美大学
演出时，师生们好评如潮。演出结
束后，一些学生到后台找我签名，
那时我感觉特别欣慰和振奋，没
想到年轻人也喜欢山东梆子这样
的传统艺术。

齐鲁晚报：在人物塑造上，您
有哪些创新和突破，跟我们分享
一下您的成功经验吧。

杜玉珍：在人物塑造方面，我
的体会是，每出戏都要注重刻画
人物的内心，演戏演的是人物的
内心情感。从台词的语气、语调到
唱腔的板式旋律都要反复斟酌、
实践，每一句道白和唱腔都要从
人物出发，探索人物的行为动机
和行为方式，注重人物之间的情
感交流。所谓演戏演人，演人演
心，正是如此。

山东梆子以高昂激越著
称，又被称为“舍命梆子腔”，但
在唱腔设计上也不能一味用高
亢激昂博得观众的掌声，关键
是要把握好收与放的辩证关
系，放中有收，收中有放，在收
放之间严控力度，这样才能真
正唱出山东梆子的味道。

当然，还要吸收其他剧种的
唱腔加以创新。比如《运河老店》
中的孔月娇“生名门”一段慢板唱
腔，我就将京剧程派唱腔的特点
融入声腔中，幽咽婉转，低回曲
折，若断若续，以情用腔，以腔抒
情，行腔吐字，字正腔圆，得到专
家和观众的好评。

“戏比天大”
是一种人生境界

齐鲁晚报：梨园界有一句话
叫“戏比天大”，您如何理解这句
话的内涵？

杜玉珍：我个人的体会是，戏
曲艺术必须为广大人民群众服
务，演员应该以苦为乐。我们经常
在农村演出，吃住条件相当艰苦。
睡地铺，睡草窝，“夏天一身汗，冬
天浑身颤”，而且多数是露天舞
台，吃住条件相当艰苦。烈日当头
要演，北风割面也得唱。旺季，一
天演出两三场，作为主演，从早到
晚不卸妆，轮流在后台吃饭。我从
不说一声苦，不叫一声累，不以

“主演”“名角”自居。
所谓“戏比天大”也是一种人

生境界，德艺双馨是我们作为演
员的终生追求。演员重情义，讲艺
德，才有可能赢得群众的信任、爱
戴和尊重。

齐鲁晚报：在山东梆子传承
和创新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杜玉珍：工作之余，我还在济
宁山东梆子传承基地教课。身教
重于言教，作为省级山东梆子代
表性传承人，除了自己要不断
充实艺术营养，我更愿意把自
己的本事教给年轻人，力争带
出一批好苗子。今年5月份，我
的学生排练的山东梆子《盗仙
草》参加了全国职业技术学院
技能大赛，受到专家和观众好
评。最近，由我指导的山东梆子
小戏《家有贤媳》又入围了全国第
十七届群星奖，一些年轻演员在
戏中表现出色。

杜玉珍，山东嘉祥县人，1965年8月出生。国家一级演员，原济宁市山东
梆子剧院副院长，山东省第二批山东梆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主攻青
衣，兼演帅旦、老旦等。从艺30多年来成功主演了山东梆子《三省庄》、《春秋
怨》、《情祸》、《老羊山》、《白蛇传》、《穆桂英挂帅》、《运河老店》等30多出剧
目。多次在山东省文化艺术节上获得表演一等奖。2009年她主演《运河老店》
获第十一届中国戏剧节最高奖优秀演员奖，该剧还获得了优秀剧目奖。

山东梆子是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古老剧种，承载着山东人的喜怒哀乐，具有很强的地域特
征。杜玉珍出生在山东梆子的核心区域鲁西南的嘉祥县，可谓“听着梆子腔长大的”。与后来很
多唱豫剧又改唱山东梆子的名演不同，她是一路唱着正宗山东梆子走过来的非遗传承人。

由杜玉珍指导的山东梆子小戏《家有贤媳》刚入围中国第十七届群星奖，现正申报参加第
十一届中国艺术节。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她。

人物简介

山东梆子是流行于鲁西南及鲁中地区的汉族地方戏曲剧种，至今有三
百多年的历史，因其高昂激越的特点，被人称为“舍命梆子腔”，具有很强的
山东地域特征，其不同于其他兄弟梆子剧的突出特点是花腔多、甩腔多。
2008年，山东梆子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戏曲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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