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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么说么“绘”吕剧
彭希聪

我上小学之前的童年，是在山东昌邑一个
叫牛脊埠的村子里跟着姥姥、姥爷度过的。白
天跟着大孩子挖野菜、地瓜、花生，拾麦穗，
或者到乡村小学课堂上去，和一条大狗一块儿
坐在最后一排，到了漆黑的晚上，唯一可做的
事情就是跟着大人们坐在姥姥家的堂屋里听戏。

一灯如豆，放在堂屋和里间之间的墙上挖
通的长方形墙洞里，多则十几个人，少则五六
个人，都默不作声，专等着姥爷捧出像一只皮
箱的唱机，慢慢放在桌子上，掀开盖子，放上
一张圆圆的黑色大唱片，唱针轻轻地放在转动
的长片上。先有沙沙的噪音，铙钹和演唱的声
音响起来，现在想应该是很细弱的，但乡村静
谧的夜里，都能听得很清楚。剧种我能记得的
只有吕剧，剧目也只有一出《李二嫂改嫁》。有
时候听得到，有时候听不到“李二嫂眼含泪关
上房门，对孤灯想往事暗暗伤心”的大段唱，
我就在某位三姑夫、二大娘的怀里睡着了。唱
机是在青岛上班的大舅送给姥姥、姥爷的。当
年姥姥坐在炕头上给我剪窗花或者抽旱烟袋的
时候，常常嘴里喃喃地长篇大套地说唱一些似

乎押韵的文字，现在想来很可能是戏词。
后来回到父母身边，是曾经的水路码头和

商埠胶县，以产白菜闻名，也是好戏之地，常
有各路剧团来演出。过了几年，我逐渐长大，
经常看各种戏，票也便宜。县城里剧场常常演
吕剧、茂腔、京剧，几座礼堂隔三差五也有戏
可看，听说附近村庄演戏，也跟着大孩子骑自
行车赶去，听说哪个单位演戏赶紧去“蹭”。每
次都兴尽而归， 《墙头记》、 《小姑贤》、 《借
年》 反复看了很多遍，一律觉得“好看得没治
了”。那真是戏曲的黄金年代，广播里也常常听
到全剧或者唱段。“身下铺着地，身上盖着天，
头顶上枕着一块半头砖，冻死了奴家呀我也不
怨天哪啊……”林建华饰演的小姐对穷秀才有
如此这般爱的狂热，结尾那“啊”，唱来唱去绵
绵不断，每次都在我少年的心里回味很久。

再后来离开了山东，再后来又到了京城，
离戏曲、离吕剧的距离却真的遥远了。在全国
最堂皇的剧院里看过最大的“角儿”搬演最庞
大的戏，却让我觉得不“走心”，不感动。我和
这戏“不亲”。在互联网上很容易找到 +/01 年

拍摄的吕剧 《姊妹易嫁》 电影，虽然音频视频
效果都不完美，但是那熟悉的乡音乡韵，足以
惹起我的乡思乡情。人们常说“文以载道”，其
实更能“载道”的却是戏曲。出自礼仪之邦山
东，吕剧的劝善意味很浓厚却从不令人生厌，
取材都从百姓中发生的事情信手拈来，讲的是
寡妇可再嫁、要赡养老人、婆媳应和睦相处、
女子不要嫌贫爱富等最普通的道理，主角儿固
然温和贤良，道德高尚，我最喜欢的丑角也没
有大奸大坏，而是被以幽默生动的手法丑化、
漫画化，那些小奸小猾小心眼，泼辣辣、鲜灵
灵，充满生活魅力，具有十足的戏剧效果，结
局往往自取其辱，或者恶有恶报。而那些善有
善报的主角，自有皆大欢喜的美满结局。

现在的戏曲院团，都赶着排演大戏、新戏，
有继承也有发展的责任感，而且谁也看得出，
时代变了，现在的人们有无穷的新花样娱乐自
己。戏曲从百姓中来，依附百姓存在，又反哺
百姓。也许唯有离百姓近些再近些，常常在他
们身边，才能常驻在他们心里，而且不失去戏
曲自身。 山东戏曲剪纸 三娘教子

几代“李二嫂”
《李二嫂改

嫁》 几乎成为
吕剧的代名词。
图为几代李二
嫂的扮演者：
①郎咸芬

②吴萍

③高静

④吕淑娥

⑤杨晓梅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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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苗 春

吕剧作为齐鲁大地戏曲百

花园中最靓丽的一支艺术奇葩，

是山东省最具代表性和最富有

地方特色的戏曲剧种，深受山东

百姓欢迎。至今在一些地区还流

传着这样一些谚语：“听见坠琴

（吕剧的伴奏乐器）响，饼子贴在

门框上”、“去听蹦蹦戏（吕剧的

别称），冻死也愿意”。

在吕剧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出现过诸多才华卓著的艺术家。如吕剧发展早期
的孙中新、时殿元、张传海等；新中国成立后更是涌现出了以尚之四为代表的
导演群体，以刘梅村为代表的编剧群体，以张斌、李渔、丁博民为代表的作曲
家群体、以“吕剧三杰”（郎咸芬、林建华、李岱江）为代表的表演艺术家
群体等；改革开放后，又成长起吕剧的新生力量，出现了高静、董家岭、
李萍、李肖江、焦黎、胡敬华、刘玉凤、荆延国、史萍等优秀人才。

吕剧唱腔具有说唱音乐的风格，说中有唱，唱中带说，听起来自然
流畅，颇具山东地方特色。演唱上，男女同腔同调，男腔用真声演唱
为主，女腔真假声结合。吕剧腔讲究以字设腔，以情带声，吐字清
晰、口语自然。润腔时常用滑音、颤音、装饰音，讲究字正腔圆。
吕剧唱腔音域并不太宽，但音区较高，高音的唱法，用当地艺人
的一种说法就是“让半截声带振动，夹住喉咙往上挤”，即“松
口而紧喉”。

在吕剧生行中，有着“十生九学李派”的说法，这里的
李派便是指著名表演艺术家李岱江为主要创造者的流派。李
派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声腔方面，酣畅淋漓、高亢明亮，又
擅用小腔和装饰音，韵味醇厚。董家岭是其中成就斐然
并独具风格的一位，是正在成长中的吕剧新生流派。在
吕剧旦行中，典型代表当属郎咸芬与林建华。郎咸芬
唱腔清新流丽、朴素自然，以情带声，以声传情；
其扮相清秀怡人，庄重大方；表演细腻传神，亲切
生动。郎派艺术有着众多的传人，如高静、吕淑
娥、李萍、胡敬华等。旦行另一主要流派是以
林建华为主要创造者的林派。林建华天赋好
嗓，同时她转益多师，形成了清亮脆美、韵
味纯正的演唱风格，她创作的众多唱腔在
戏迷中影响极广。
“《李二嫂改嫁》几乎成为吕剧的代

名词，到现在已经有六代演员，稳居
吕剧剧目的头把交椅。”山东省艺术
研究所副所长、《戏剧丛刊》副主
编孙海翔说。+/23 年，它参加在
上海举办的华东地区戏曲汇演，
获得了编、导、音、美一等
奖，主演郎咸芬、王俊英获
表演一等奖。 《李二嫂改
嫁》的成功演出，奠定了
吕剧在全国地方戏中的
位置，在吕剧发展史
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
义。+/24 年，该剧
被拍摄成戏曲电
影艺术片，使全
国人民更多地
了解、熟悉
和喜爱山东
吕剧。

露名角，小戏成大剧

吕剧作为一个独立的地方剧种登上戏曲舞台不过百余年，其前身
是历史悠久的山东琴书。山东琴书最早流行于鲁西南一带，因其曲调

优美，朴实幽默，贴近生活，深受群众喜爱。后来经过职业琴书艺人的革
新，琴书的内容更加通俗易懂，乡土气息浓郁，音乐质朴生动，说唱结合，
可塑性强，于是逐渐突破了旧框架的束缚，日臻成熟完善，流派纷呈，开始
从农村走进城市，流传至全省，可谓“村村听扬琴，妇孺皆会唱”。+5/0年
前后，随着各种戏班的日益增多，坐腔形式的山东琴书因其表演形式的局限

性，竞争力日趋衰微。在黄河决堤、行乞过程中，黄河三角
洲的天才艺人时殿元模仿戏曲表演将山东琴书改为化妆演
出，给古老的琴书注入了新的活力，这就是山东吕剧的雏
形。
“从吕剧的源头可以得知它的平民化出身，所以这个剧

种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亲切。吕剧唱腔音乐总体趋于和缓，极少有急剧的
感情大起大落，听起来就像清风拂面。”孙海翔称，吕剧的表演、音乐、
唱段都不是那么激烈，在表现日常生活时具有优势。吕剧的念白以济南话
为基础，济南话是很好懂的一种方言，所以吕剧念白的易懂、平实也是优势。

再有，它的唱腔不是太复杂，适应性比较强。“比如在表现女性人物上，吕剧也很
有优势。年轻女性的乖巧、温顺、小羞涩、小抱怨甚至幽怨，吕剧表演起来都得心
应手，经典剧目《小姑贤》、《姊妹易嫁》、《双玉婵》都是女人戏。”

从吕剧诞生之日起，它就一直作为一种通俗文化、草根文化深深地扎根于下层
民众的生活之中，从百姓生活的沃土中汲取养分，百姓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社
会理想都通过这种艺术形式淋漓尽致地表达和宣泄了出来。吕剧剧目从家庭生活戏
到才子佳人戏、帝王将相戏，应有尽有。在这些种类繁多、良莠不齐的剧目中，有
一些剧目自创排以来，久演不衰，百姓百看不厌。

“吕剧之所以能吸引
观众，成为山东的‘省
剧’，一个原因是它在立
足之时占据了省会济南这
一全省文化中心的市场，
因此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更主
要的原因是它的生活化、平实
化。”孙海翔认为，无论何时，
戏曲都是为民众服务的，它的市场
就是民间。像吕剧这样的剧种很容

易和生活更接近一些，因为它不高高在上、不曲高和
寡；它是艺术，但算不上阳春白雪，所以发挥它本身亲
切、平实的风格是一条比较简捷的发展之路。再有，“吕剧
温和的特点还令它有包容性，比如在表现现代生活时，加上
点生活中的时尚的东西，也不算太突兀。”孙海翔说。

吕剧表演较注重对生活动作的模仿，追求艺术表现的朴素、
真实。吕剧人把这一法宝代代相传。当年郎咸芬为了演好“李二

嫂”，到山东省博兴县闫家坊村体验生活，和当地一位农村寡妇刘大嫂一住就是 1

个月，才使这个形象鲜活生动；如今为了写好现代剧《补天》，创作者们在创作之前
先深入体验生活。)**+年的冬天，1名编剧冒着大雪跑遍了南疆、北疆，采访山东籍
女兵———当年的“女娲”、如今的老太太们，该剧的剧情很多就是她们经历的艺术再
造。

为迎接即将来临的“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山东省吕剧院精心排演了现代吕剧
《百姓书记》，这个戏写的是带领寿光人民种植大棚蔬菜、治理盐碱地的寿光县委书记
王百祥的故事。这又是个接地气、比较生活化的剧目———生活得以继续，吕剧便会继
续，因为吕剧的未来就是在这些纯朴的绵延不断的继续中延伸。

接地气，“吕”意无穷碧

孙海翔介绍，目前，吕剧专业院团大约有 +5个，除济南市
的山东省吕剧院、济南市吕剧院外，其它的主要分布在早期吕
剧产生和盛行的黄河三角洲地区、胶东半岛。

吕剧的代表剧团是山东省吕剧院，山东省内的济南、烟
台、潍坊、莱州、栖霞、招远、滨州、东营、平度等地，
都有专业的吕剧院团，集中在山东中部和东部地区。另
外，东北地区和江苏省也先后出现过专业吕剧院团。
“改革开放以后，吕剧出现了一批比较优秀的剧目，像
现代戏的《苦菜花》、《石龙湾》、《补天》，新编历史
剧 《画龙点睛》、 《大唐黜官记》 都出自山东吕剧
院。”孙海翔说。

虽然吕剧自身在发展，但同越剧、豫剧、黄梅
戏等姊妹剧种来说，吕剧的影响广度和深度还是
相对弱一些，这不免让人把“小众”二字冠以吕
剧。孙海翔却别有一番见解，认为这正说明了
吕剧是有地方特色的，山东地方特色就是不温
不火，不那么强烈，但是它的中和也不会遭
人排斥，所以这个“小众”就是它生存的空
间。“吕剧的精髓，是带点山东传统文化
上的东西———平和、和顺。京剧、昆曲是
戏曲中的贵族，它们一个被统治者看中、
一个是文人们的挚爱，都是传统文化集
大成者，吕剧不好和它们比。至于越
剧和川剧，它们比吕剧的生活化特点
要弱一些，个性化要强一些。越剧
温存细软，充满唯美情调，是诗化
生活的；川剧的知名恐怕有许多
细节加分，比如变脸和高腔，而
且有的折子戏真是耍得好看。”

孙海翔认为，“发展和传
承吕剧，首先最重要的是把
本职做好，东西好了，特色
更突出了，模样更标致了，
就可能有更多的人喜欢。
再有，最好‘内外兼修’，
既做本专业的行家里
手，又了解你必须面对
的市场，在投观众所
好的基础上增强艺
术性。”她表示，吕
剧所面临的问题
还是本身的定
位，而且适当地
调整自己来适
应环境，不
要妄自菲薄
也不要盲
目自大。

映日月，吕韵别样红

《姊妹易嫁》
《苦菜花》

《借
年》

《大唐黜官记》

《画龙点睛》

吕剧伴奏乐器坠琴 图片来源：百度搜索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

均由山东吕剧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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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即刻搜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