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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观众就像见到亲人一样

张张明明霞霞执执着着乡乡音音““醉醉爱爱””吕吕剧剧

本报记者 华章

两个明霞爱吕剧
人生自有戏剧性

齐鲁晚报：滨州是吕剧的
发源地，对你而言吕剧是真正
的乡音。

张明霞：我们博兴县吕艺
镇2007年被文化部授予“中国
吕剧艺术之乡”，我出生的村子
离吕艺镇几十里地，可以说是
从小听着吕剧长大的孩子。我
走上吕剧艺术之路，要特别感
谢我的母亲，她喜欢听吕剧，我
从小就跟着她听戏，耳濡目染，
我不喜欢也喜欢上了吕剧。

说起来，我的名字“明霞”
就与一位老艺人有关。当时在
我们那一带有个唱青衣特别
有名的孙明霞，我母亲对她崇
拜得不得了，给我取名时也取
了“明霞”两个字，没想到我后
来也步其后尘唱起了吕剧，也
成了一名青衣演员，所以冥冥
之中人生自有其戏剧性。

齐鲁晚报：两个明霞，两
代青衣，后来你们见过面吗？

张明霞：我五六岁时听她
唱过戏，那时她30多岁，但奇
怪的是后来我们一直没见面，
也没有交往，这是我至今感到
很遗憾的一件事。但无论如
何，我都想对这位记忆中的前
辈说声感谢，两个明霞，两代
人，名字里都流淌着吕剧相同
的血液。

喜欢演戏的神奇体验
在舞台上从不紧张

齐鲁晚报：从打小喜欢到
第一次登台，经过了怎样的一
个过程？

张明霞：我是1995年进入
滨州吕剧团的，当时在电视上
看到招生广告，母亲就让我报
名了，学了3年，1998年学员期
满就很幸运地作为女主角登台
亮相了。记得第一出戏是《状元
与乞丐》，我演里面的女主角柳
氏，一直演到现在，这仍然是一
个我非常喜欢的人物。奇怪的
是，从我第一次登台到今天，在
舞台上从未感到紧张过。我老
公是剧团导演，他常笑称，“你
这人天生就是吃演员饭的”。

齐鲁晚报：里面有什么窍
门吗？

张明霞：心态最重要。当
时一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再者
我本着会多少唱多少的心态。
不错，演员要有谦虚之心，但
在舞台上你就得有一种自信，
会十分，你尽量往十分里唱。

齐鲁晚报：人生如戏，戏
如人生，对艺术家来说戏剧的
舞台也许更重要。

张明霞：台下普普通通，台
上光芒四射，这就是艺术的魅
力吧。从第一次正式登台亮相，
我就爱上了这方舞台，我喜欢
在舞台上那种瞬间的神奇的体
验。在生活中，我并不是一个很
主动、说话很多的人，但一登上
舞台，一见到观众，就像见到亲
人一样，全身沸腾，台上台下马
上判若两人。而且每一部戏，每
一次演，都不一样，灯光、舞美、
服装、观众、现场气氛，常让我
产生灵光一闪的感觉。

齐鲁晚报：有没有哪部戏
给你带来特别大的挑战？

张明霞：挑战经常是故意
与自己较劲，不过去自己这道
关不算完！记得2000年排《李
慧娘》时，压力特别大。这部戏
唱念舞并做，特别吃功。故事
讲的是李慧娘和书生裴舜卿
之间的人鬼恋。李慧娘尽管是
鬼魂，却是一个美丽动人兼有
情义和侠义的形象。为了演好
她，我一遍遍找感觉，经常把
家里当成了舞台，吃饭睡觉都
念念有词。好多人都说，演得
可以了，但我总觉得不完美，
老和自己较劲，直到过去自己
这道关。

演悲情人物太投入
尝试多种角色告别忧郁

齐鲁晚报：在你主演的近
20部吕剧大戏中，传统戏和现
代戏几乎各占一半，你更喜欢
演传统戏还是现代戏？

张明霞：我本人更喜欢演
经典传统戏，像《姊妹易嫁》《泪
洒相思地》《逼婚记》《王定保借
当》等，这些戏经过千锤百炼，
百演不厌。但只要有好本子，我
会毫不犹豫地演现代戏，这可
能是不自觉地找一种平衡，既
坚守传统，又要与现实对接。

齐鲁晚报：你塑造这些戏
剧人物的同时，这些戏剧人物
对你的生活和艺术有影响吗？

张明霞：谈到这个问题，我
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曾有过
的困惑。我从登台演第一出戏

《状元与乞丐》中的柳氏，包括
后来演《泪洒相思地》中的王怜
娟，《李慧娘》中的李慧娘，《梁
山伯与祝英台》的祝英台，《双
玉蝉》的曹芳儿等，演悲剧人物
一直是我艺术表演的一条主
线，这些人物往往是演到最后
就死了。由于太投入，我常常演
完后难以走出她们的喜怒哀
乐。大约五六年前，有一段时间
我心情很忧郁。

幸运的是团里及时帮我进
行了调整，我也有意识地尝试
演一些其他类型的角色，如《墙
头记》里二怪的媳妇是个彩旦，

《谢瑶环》中女扮男装的小生谢
瑶环，尤其是现代戏《兰桂飘

香》中的从桂兰，是以无棣女企
业家从桂兰为人物原型创作的
角色。故事讲的是渤海湾里一
个贫穷的女孩从磕头磕来的98
元钱起家，经过25年风雨兼程，
把公司发展成年收入十几亿
元、拥有1500名员工的大型民
营企业的创业故事。这些戏都
让我体验到不同的角色转换，
使我再演悲剧人物时，有了进
得去、出得来的感觉。

以张火丁为学习榜样
从不担心吕剧的未来

齐鲁晚报：有人说，只要
有舞台存在，艺术家就没有退
休的时候。

张明霞：我今年38岁，这
对于戏曲演员来说是一个不
大也不小的年龄，但整体说艺
术上仍处于上升期。我希望能
像老艺术家们一样活到老，演
到老。现阶段京剧程派青衣名
家张火丁是我学习的榜样，她
在艺术上的坚守和沉静，她对
人物和声腔分寸恰到火候的
把握，以及朴实大方的表演风
格，都值得我学习。

齐鲁晚报：最近京剧电影
《穆桂英挂帅》《赵氏孤儿》《谢
瑶环》在全国上映并受到大家
热情关注，你怎么看待这种现
象？

张明霞：戏曲和电影结
合，是有意思的戏曲传播形式
上的创新。其实吕剧《李二嫂
改嫁》《借年》《姊妹易嫁》《半
边天》等在上个世纪就被拍成
电影了，并极大地提高了吕剧
在全国的知名度。如果有机
会，我也很愿意尝试拍一部吕
剧电影，这是我的一个梦。

齐鲁晚报：你看好吕剧的
未来吗？

张明霞：我从不担心吕剧
的未来。刚才谈到现代戏《兰
桂飘香》，我讲一件没想到的
事。去年我们剧团晋京演出，
没想到深得大学生观众的喜
爱。我们演完后谢了几次幕，
他们仍不走，想和我们交流，
表达对戏曲的热爱，这让我很
有感触：只要有机会演好戏，
不怕没观众。

另外，吕剧由山东琴书发
展而来，它最大的特点是接地
气，无论是传统戏还是现代
戏，道白用的都是类似济南官
话的语言，形象生动，通俗易
懂，很能代表山东风格。现在
通过开展戏曲包括吕剧进校
园活动，开始培养学生观众，
相信这些孩子到了一定年龄
就会爱上戏曲。虽然如今戏曲
的主要观众是50岁以上的中
老年人，我相信50年后仍会有
新的50岁以上的观众爱听戏
曲，因为这是我们的乡音哪！

张明霞是滨州吕剧团当家青衣，进入剧团20余年来，在剧中主演悲剧人物的她，生活中却是个乐观
外向的人。5月4日，刚参加完2016年度“青年拔尖人才”表彰会后，她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对于自己热
爱的吕剧艺术，张明霞坦言：“我从不担心吕剧的未来。”

张明霞1979年生于滨州，现为滨州吕剧团当家
青衣。曾担纲主演《李二嫂改嫁》《泪洒相思地》《李慧
娘》《兰桂飘香》等近20部吕剧名作。获山东吕剧“十
大优秀演员”称号，多次获得省戏曲红梅大赛表演

“一等奖”，2012年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
“最佳演员奖”，2014年在山东省中青年戏曲演员、演
奏员大赛中荣获“表演金奖”，2016年被评为“山东省
戏曲青年名家”，第四批齐鲁文化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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