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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杂技登上百姓大舞台

全全家家总总动动员员为为演演出出点点赞赞

本报讯（记者 刘雨涵） 台上龙
腾虎跃，台下叫好连连。由本报和山东
省文化馆主办的百姓大舞台20日晚奉
上了一台精彩的杂技演出。前来观看的
观众大多是全家总动员，一家五六口齐
聚一堂，享受周末这难得的文艺时刻。
高水平、接地气、实惠、便民，观众纷纷

为演出点赞。
当晚的演出，台上演员频出高难度

动作，引得观众们惊叫声和叫好声接连
不断。《绳技》中，演员们踩着京剧《林海
雪原》的节奏齐手挥鞭，准确的配合令
人叹为观止；《蹬人》中，14个小伙子层层
叠罗汉达到5米多的高度，台下的惊呼
声此起彼伏，孩子们则被最爱的小丑表
演逗得咯咯直笑。昨晚的演出由济南市
杂技团的青年队演员完成，他们大多在
20岁上下，其中最小的只有13岁，但已经
是老演员了，训练年限都超过了7年，每
天从早上六点半的早功练到晚上七点

结束，基本功扎实、可靠。队长段婷介绍
说，演出中的《绳技》，曾参加过太阳马戏
团在日本的表演，它与传统的绳技很不
一样，“以前都是大跳绳，往往是一个人
的动作，而这个节目是多人配合，还加
入了翻腾、穿越等动作，再配合现代京
剧《林海雪原》节奏。它的难度在于绳子
很软，精准度要求高，对时间差的控制
要非常精准。”段婷说，为了排练好这个
节目，他们整整365天没有休息过一次。

昨晚的演出是百姓大舞台的第四场
了，台下不少观众已经是演出的“老粉
丝”，四场表演一次没落地全看下来了。

大部分观众是全家出动，一家五六口人
前来观看演出，“今天是我和老公带着3
个孩子来看的，这个活动办得太好了，一
家人凑在一起看演出过周末，既快乐又
有意义，孩子们特别喜欢，这样的活动多
多益善。”家住附近的蒋大爷也连连点
头，“太方便了！我出门走几步就能来看
演出，特别喜欢吕剧那一场，真是过瘾！”
演出当天是“520”表白日，林小姐和男朋
友把约会地点选择在了这里，“我们是第
二次过来了，上一场的节目就很喜欢，能
在广场上看到这么高水准的节目我们很
意外，这一次就又来了。”

这这样样的的舞舞剧剧不不该该是是稀稀缺缺品品
本报讯 近日从艺45年的资深老戏

骨李立群，漂洋过海到戛纳，为自己主演
的电影《最长一枪》做宣传，在接受记者专
访时，面对黄磊导演的处女作《麻烦家族》
票房口碑的双输，作为主演之一，他毫不
讳言，提醒黄磊要反省，要懂得卷土重来。

最近黄磊导演的《麻烦家族》（翻拍
自山田洋次导演的《家族之苦》）受到质
疑，当被问到，作为主演觉得如何时，李
立群说：“黄磊第一次导演，又这么忙，他
到底对导演有什么期许，以及他未来的
作品会怎么样，我都没有跟他深谈过，但
我知道他很聪明，很有自信，所以现在

《麻烦家族》票房好不好不是重点，重点
是他反省过以后怎么再出发，他还年轻，
还有好多电影可以导。”

至于《麻烦家族》失利的原因，李立群谈
到了中日两国在家庭观念上的不同：“日本
人比我们还有家庭观念，他们搬个家是非
常痛苦的大事，我们搬家理所当然就搬了。
翻拍成中国片，黄磊一定是把它努力变成
中国式家庭，变多少，像不像，真不真，观众
看完之后会有感觉，我就专心管理好自己的
角色，别演过了，别演不足，其他的要靠大家
一起来跟导演进行艺术判断。” （柯诺）

《麻烦家族》失利，
李立群：黄磊须反省

师文静

19日，根据2012年央视年度“感动中
国人物”高秉涵的故事为基础创作的舞
剧《归途》，在山东艺术学院上演。山艺
舞蹈学院青年教师刘忠创作的《归途》，
给深居大学校园的学生们呈现了一部
有别于流行舞剧的现实主义大剧。该剧
以台湾老兵高秉涵的回乡之路为原型，
深入透彻表达了主人公的亲情与家国
情怀，呈现方式非常现代，编舞饱满又
极有情感张力，一点儿也不输那些大型
剧场舞剧。

出生在菏泽的台湾老兵高秉涵，13
岁时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而离开家
乡，于1949年到台湾，1991年他才得以第
一次踏上回乡的旅程。多年来，高秉涵
陆续带着上百位老兵的骨灰回归故土，
2012年他获得了央视年度“感动中国人

物”。听闻高秉涵的故事后，2013年刘忠
就开始酝酿创作这个作品。他和另一位
编剧李晓萌多次深入采访高秉涵，获得
了第一手创作资料，抓住了高秉涵老人
故事的核心元素，让《归途》的故事流畅
又抓人。舞剧一开场，剧中人春生（以高
秉涵为原型）站在海峡对岸的一座山
上，久久地凝望着远方，在那里有他13
岁离家后再也没能见到的亲娘。深深凝
望母亲与故土的这一幕，立刻将观众带
入情境之中。在后面的故事中，不断出
现的石榴、家乡的黄土、其他老兵的骨
灰等，那种主人公对母亲、对家乡和对
与他有相似人生经历的老兵的深切情
感深深感动了观众。

《归途》的一大亮点是在同一个舞
台上，呈现了母与子两个不同时空里发
生的事情，跨时空的对话让观众更深切
地理解了主人公对母亲的思念之情。演
员的肢体语言，将主人公的痛苦与纠葛
表现得恰到好处。整部剧时空交织，感
情浓烈，扣人心弦。

作品，需先感动自己才能感动观
众。《归途》作为刘忠的硕士研究生毕业

作品，背后除了多年来他对高秉涵的故
事的念念不忘，还有导师赵宇、王延辉，
编剧李晓萌，作曲田率，20多位在校大
学生演员等众人的支持才得以搬上舞
台。其实，在《归途》之前，刘忠已经创作
过《沂蒙》《谁不说俺家乡好》等优秀作
品，并且获得过两次泰山文艺奖一等
奖，这也就不难理解一部毕业作品为何
能一气呵成，感人至深。看过《归途》，你
会发现这种主题比较宏大和深刻的作
品，既有对亲情的表达，也体现了主人
公的家国情怀，创作起来实属不易，从
视野、深度、格局上而言，《归途》算得上
是一部难得的高质量校园舞剧。

在舞剧更多追求绚烂舞台效果的当
下，《归途》产生于高校，它的意义就更大。
今天的大学生或许很少有人关注高秉涵
的事情，《归途》将这个故事中最为感人
的亲情和家国情怀以学生喜欢的舞剧形
式呈现出来，让“90后”的大学生们在体会
老一代人所受的离乱苦、感受乡土情和
浓得化不开的亲情的同时，也给他们传
递了一股正能量和积极向上的精神，他
们喜欢和被感动，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天天娱评

精彩的蹬鼓表演。

▲百姓大舞台成为很多观众每周必来之处，

既放松又开心。

本组摄影 本报记者 戴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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