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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临清清乱乱弹弹诉诉峥峥嵘嵘 历历经经沧沧桑桑数数百百年年
曾建立全国第一个乱弹剧团，如今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切实提高大学生日常出行的
交通安全意识。5月3日，美术学院学
生会成员们组织开展了内容丰富，
贴近生活的交通安全宣传活动。为

“全国交通安全宣传日”营造浓厚的
宣传氛围。 本报记者 李军
通讯员 房琳

安全出行

为提高大家对环境与森林的保
护意识，培养同学们的合作创新能
力。4月27日上午，外国语学院生卫
部在晨读园举办了“废纸焕新拳拳
护林心，持续发展悠悠爱绿情”活
动，并邀请了刚果留学生yann参与
了此次活动。 本报记者 李军

通讯员 黄丽娇 孟雪 摄

倡导环保

在共青团成立九十五周年到来
之际，聊城大学商学院志愿者于土
城村幼儿园举办了“党有号召，团有
行动”宣传教育活动。队员们为孩子
们辅导功课并教孩子们唱团歌、宣
誓，帮助孩子们树立了“争做共青团
员”的意识。 本报记者 李军
通讯员 高雪玲 吴宸萱 摄

争做共青团员

临清是明清以来随着
商品经济的较快发展而兴
起的工商业城市。它紧靠大
运河，水路交通极为便利。
大运河纵贯南北，北至京
津、南达苏杭，临清不仅是
一商业重镇，而且是北方的
戏曲中心，乱弹这一“北曲
别派”，也有赖于这种条件
得以发展。活动在临清一带
的民间艺术的争盛，正是促
乱弹发展求生存的主要原
因。

清初，随着经济的发展
和通商贸易，陕西商人将
关、陕流传的“西调”、“西秦

腔”带到临清一带。南北艺
人的合班，使南北腔调相互
融合，衍变出“乱弹腔”，这
种“新腔调”，“乱弹”即被称
为新声。临清乱弹形成于清
顺治末年到康熙三十四年
以前的四五十年间。已有三
百多年历史，它比京剧的形
成至少早一百年。

山陕、徽班艺人在唱这
种“新声”(乱弹)时，因有鼓
板或梆子司节奏，弹拨乐器
在演奏中就较前随便一些，
打破了不能多一弹少一弹
的定则，弹弦次数明显增
多，听起来较前繁乱一些。

乱弹在山东临清一带
的传播、发展过程中，受到
燕赵、齐鲁民俗和北方弦索
声腔、梆子腔声的影响，其
风格渐而趋向高亢激越，浑
朴粗犷。主要唱腔保持原来
调式，伴奏沿用唢呐、笛子
和弦索(弹拨乐器)，由于保
留了南曲以檀板司节奏的
习惯，渐而取消了梆子击
节，弦索也渐而不用。伴奏
乐器便形成了笛子、笙、唢
呐为主自成体系的组成乐
器。从现在乱弹伴奏乐器的
用律以及唱腔与伴奏之间
之声复调的科学运用，可知

乱弹的唱腔板腔的形成和
吹奏乐器的应用已经历了
相当长的历史。

乱弹剧目丰富，传统剧
目有二百多出，其中用乱弹
腔演唱的传统代表剧目有：

《临潼山》、《广武山》、《煤
山》《两狼山》、《长寿山》、《石
佛山》、《全忠孝》、《岐山角》、

《五雷阵》、《白逼宫》、《盗绣
龙甲》、《大上吊》、《汴梁图》、

《下燕京》、《高平关》等。昆腔
戏有《拿金钱豹》、《铁弓戟》、

《界牌关》、《清风寨》、《倒铜
旗》、《闹天宫》、《三打祝家
庄》、《宁武关》等。

临清多元文化创造独特戏曲艺术

遭遇社会动荡临清艺人流落他乡

清咸丰四年(公元1854
年)三月太平军占领了临清
州。据《临清县志》记载，仅
几天时间，太平军便杀死居
民16000人，临清梨园行也
难逃劫难。旧时优伶之幸存
者多散居到临清附近乡间。
如河北东路乱弹的分布是
以临清为中心呈现扩散状
的。“东路乱弹”基本在临
清、冠县、邱县、威县等地。

从清道光末到同治七
年(公元1868年)，山东一带
连年战乱(太平军北伐、捻
军抗清斗争)，临清乱弹班

其演出范围即向西推移，在
任县、巨鹿、隆尧一带扎下
根基，继而扩散到今石家庄
附近的赞皇、藁城一带。由
于这一带比较偏僻，受到外
来剧种影响较小，老艺人代
代相传，对原有的艺术形式
更改不多，基本保持了清时

“诸腔杂陈”的旧貌。
东路乱弹流行在汶、卫

流域和黑龙港流域。这里
“水路辐楱、商贾所通，倡优
游食颇多”，因而受到其他
剧种的影响较大。加之东路
乱弹不断吸取其他剧种的

营养，丰富自己，并对其声
腔不断地进行改革和艺术
实践，故而有较大发展。

东路乱弹由于一代代
艺术家们的辛勤耕耘，逐渐
衍变为有别于西路乱弹，自
成一派的东路乱弹艺术。日
本的对华侵略给中国人民
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乱弹这
一戏曲艺术也遭到空前浩
劫。这一时期，班社解体，艺
人失业，乱弹几乎完全停止
了活动，许多名艺人被迫转
行。

东路乱弹名艺人刘盛

坤、卜光明被日寇抓劳工，
刘盛坤死在日本，孟宪坤
的“ 显 顺 台 ”只 剩 十 几 个
人，因给八路军义演，遭到
日伪军追捕，有家难归。其
弟孟宪东逃到南方，靠做
小买卖维持生活。民国三
十二年(公元1943年)，战
乱加灾荒，东路乱弹著名
艺人王长发(大王四)、戚振
甲、范文宾、尹力和、张老
茂、五奎等人先后饿死。中
原大地，哀鸿遍野，梨园行
遭到灭顶之灾，这是乱弹
历史上的一次大衰落。

临清曾建国内第一个乱弹剧团

临清解放后，广大艺人
焕发了精神，不仅原来的职
业或半职业班社恢复了演
出，不少农村也聘请教师教
戏，培养了一大批乱弹艺术
人才。在党的文艺路线指导
下，乱弹获得了空前的大发
展。

20世纪40年代，临西东
路乱弹赵福堂(外号赵二麻
子)制低音笙(俗称大笙)使
用于东路乱弹乐队。东西乱
弹男女腔均为本音咬字，假
嗓拖腔。东、西路生角唱腔
差别不大。旦角唱腔西路翻
高八度时发出“呕”音，俗称
带“吼”，东路不带“吼”。东
路女腔原来与男腔旋律上
大同小异，但臧文秀的女腔
独辟蹊径，自成一家，深为

行家和观众所称道。
东西两路都是以“乱

弹”作为剧种名称，实际上
在近百年的历史过程中，他
们已衍变为同一名称的两
个“剧种”，如东昌府区堂邑
的戚振甲(外号庙二)等，常
和威县的东路乱弹人同台
演出。东、西两路乱弹的板
式都是以“二鼓头”和“慢
板”(东路叫慢乱弹)“流水
板”、“一鼓头”等乱弹腔为
主。东、西二路的传统文场
伴奏乐器都是唢呐、笛子和
笙。乱弹笛子用七孔笛，七
孔笛比六孔笛粗，比曲笛
细，兼用两种笛子技巧，声
音浑厚，别有风味。笙为纯
律笙，不同于一般传统笙
(依五度相生律点成)和十二

平均律笙。
1957年，临清曾在全国

率先建立第一个乱弹剧团，
后于1959年为培养后继人
才建立了乱弹戏校。当时，
临清县人民政府为了保护
和繁荣乱弹这一古老剧种，
组建了80余人的“临清县乱
弹剧团”。该团因阵容强大、
表演精湛，编演了《大刀王
怀女》、《韩夫与贞娘》、《神
灯》等新剧目，把演出范围
扩展至济南、淄博、青岛、烟
台、石家庄、保定和山西、河
南、江苏、安徽等地，声誉很
高。标志着乱弹由此进入了
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1964年临清县西半部
划归河北省成为临西县，

“临清县乱弹剧团”划归临

西县，更名为“临西县乱弹
剧团”，后改为“临西县文
工团”，一方面唱乱弹戏，
一方面演出河北梆子、歌
剧、吕剧和豫剧的现代戏。
1966年后县文工团不再唱
乱弹戏，农村的业余乱弹
坚持唱了几年移植“样板
戏”后也相继解散。至此，
乱弹戏的演出在临西县宣
告结束。

乱弹在中国戏曲发展
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
用，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价
值。目前在政府的扶持下，
临清乱弹艺人多起来。临清
乱弹以其独特的表演形式，
吸引着戏迷和人们，同时也
在传承中不断焕发生机和
活力。

本报记者 凌文秀 通讯员
韩银亮

乱弹是中国诸多戏曲种类
中的一个古老剧种。以弦乐、弹
拨乐器为伴奏，以清唱故事、演
奏曲牌子为主。明朝正德与万历
年间，清朝康熙年间乱弹在临清
一带发展很快，不久后形成了自
己的风格，而高于其他地方乱弹
艺术之上。如今“乱弹”已被列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戏曲艺术
璀璨的明珠。

临清乱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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