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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近半个月 一路搭起沟通桥梁

《紫凤》巡演收官 小剧种唱出大气象

里程碑式的剧目

《紫凤》由张士信、王新生担任编
剧，由广东省艺术研究所国家一级导
演王佳纳担任总导演，由文华作曲奖
获得者毕金奎担任作曲，由国家一级
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吕凤琴担任主
演。该剧2015年获得国家艺术基金
资助，2016年首演，随后不断打磨，
精益求精，最终在这次巡演中一鸣惊
人，展示出了小剧种的大气象。

“《紫凤》的剧本里分阴间阳间，
采取了阴阳交替层次分明的音乐，主
题音乐糅合了《赶牛山》等曲调，为每
个演员都塑造独有的音乐符号。音
乐除了制造气氛、好听好看外，还要
和其他剧种、其他剧目有所区别，如
土地爷的唱腔采取的娃娃调，似说似
唱，赋予了这个反派角色独特的艺术
魅力。该剧乐队里有弦乐、管乐、弹
拨乐、打击乐等乐器，音乐层次非常
饱满，齐奏时听起来比较丰富。在创
作上保留五音戏原有的核心特点外，
还结合了新时代的发展，千方百计调
动一切音乐手段为剧本和演员服务，
满足观众的审美。”凭借此剧荣获山
东省第十届泰山文艺奖音乐作品奖
的作曲家毕金奎告诉记者，这出戏具
有聊斋风格，富有淄博地域特色，让
人一听就是淄博的戏曲，就是五音
戏，其中主题音乐的作用功不可没。

以往的五音戏多是一些家长里
短、生活化的故事，而《紫凤》一剧大
异其趣，它大量融入了地域文化和聊
斋元素，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充满
着人文关怀精神，做到了雅俗兼顾，
既有创新又没有脱离根本，是五音戏
和聊斋文化的完美结合。

据了解，从2012年开始，淄博市
五音戏艺术传承保护中心每年创作
一部大戏、一部小戏。这些内容、形
式与以往风格不同的原创剧目，不仅
成功将新剧目搬上舞台，而且使新剧
目发展为五音戏的新标志。

亮点不断引爆现场

剧中紫凤姑嫂二人闺中缠绵的
哀怨，那句“夕阳坠，风渐紧”深深地
刻入了观众的脑海；牟复生由男变女
那一幕，翘起羞羞答答的兰花指，那
妖娆的身段让人欲笑还悲；土地爷踏
着矮子步的滑稽动作和唱词登台，与
众不同的舞台形象让观众哄堂大
笑……诸如此类的场景还有很多
很多。

整部剧贯穿亲情、爱情、正义、公
道、反腐、惩恶、扬善等思想，有鬼神
而不迷信，荒诞中带着希望，理所当
然地引发现场观众的共鸣。

紫凤的扮演者吕凤琴告诉记者，
除了细心揣摩角色外，唱腔方面，她
注重吸收现代一些抒情、高亢的发音
方法，表现出紫凤的悲、怨、喜等感情
变化，旦角的演出里面增加了翻、滚、
跌等动作，把情感、动作和舞蹈融为
一体，让角色更加丰满。

“五音戏既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又是独具特色的地方珍稀剧
种，好看好听，观赏性非常高，这次特
地带孩子来感受戏曲的魅力，可谓是
不虚此行。”威海的刘先生言语中充
满了满足感。

“看完以后非常震惊，这出戏有
地方历史文化特色，表演体系完备，
唱腔优美，剧情紧扣心弦，非常出彩，
地方剧种演出了国内大剧种的感觉，
可以与京剧评剧相媲美。”沈阳音乐
学院教授陈秉义连声赞叹。

演出谢幕，掌声雷动，有的观众
久久不愿离去，大连一名女士对记者
说：“抛开繁忙的工作，平生第一次走
进戏院，扑面而来的新奇，却有着让
人流连回味的无尽魔力……”这名初
次接触五音戏的观众，已深深迷恋
其中。

两个小时征服观众

五音戏《紫凤》在四地巡演后，以
音乐婉转、唱腔优美、表演到位、情节
曲折征服了四地观众，很多观众纷纷
发微信、微博，在各大自媒体社交平
台引起轰动，圈粉无数。

《大众日报》大篇幅报道了《紫
凤》巡演的新闻，报道称《紫凤》紧凑
又有现实感的剧情，婉转的唱腔和精
彩的表演，让现场观众啧啧称赞；在
紫凤和牟复生的感情戏中，“要想真
爱，需担当”等现代词语的加入，也引
发了观众共鸣。

《辽宁日报》发文称，现场观众被
五音戏唱词极具民间口头文学的特
点所吸引，该戏台词和唱词多使用方
言、歇后语、倒装句，语言风格亲切、
形象、生动，唱词中常使用的方言，有
着浓厚的北方地方文化特色。这部
戏立意深刻，通过紫凤死而复生的传
奇故事，体现了自由平等、讲求公正
的价值观，彰显了信仰之美、崇高
之美。

“没想到一个地方戏如此精彩，

音乐设计糅合了山东地方民歌，特点
鲜明；乐队在配器手法上中西合璧，
保持了音乐的张力和感染力；演员们
都做得很到位，盘活了整台戏。”沈阳
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院长于学友
告诉记者，他希望能看到更多的五音
戏新剧。

一出《紫凤》，两个小时，让人了
解了五音戏，就这样征服了观众。

擦亮淄博的文化名片

11月15日-11月26日，《紫凤》先
后在威海大剧院、潍坊大剧院、大连
国际会议中心大剧院、沈阳盛京大剧
院上演，受到当地观众的热烈欢迎，
也为省内外市民了解五音戏搭起了
一道桥梁。

12月2日、3日，载誉归来的《紫
凤》在淄博大剧院上演，继而引发了
听、看、学五音戏的热潮。演出结束
后，现场观众掌声不断，站立起来纷
纷向舞台上的演员挥手致意。

“在家门口欣赏原汁原味的五音
戏感觉真好，现在的五音戏既带着乡
音，又有着时代感，每听一次，都能咀
嚼出新的味道，真不愧是获得国家艺
术基金支持的项目。”演出现场，一位
老者发出感慨。

“这次的演出打动了我们的心
扉，演员表现得很精彩，曲子也委婉
动听，相当于看了一部电影，所不同
的是，五音戏是‘现场直播’，演员的
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不能回放，可
以让人近距离感受到剧中人物的魅
力。”一名山东理工大学的学生告诉
记者。

“作为一个地市级文艺团体，淄
博市五音戏艺术传承保护中心能演
出如此水平的剧目，真是难能可贵，
无论从演员还是乐队、舞美等方面都
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看完《紫凤》后，
国家一级指挥王乃光如此评价，他感
受到的是山东在保护地方戏曲文化
遗产方面所做的努力。

近年来，淄博市五音戏艺术传承
保护中心通过建设鲜樱桃纪念馆、开
展五音戏进校园等活动，为五音戏的
传承普及，奠定了扎实、广泛的社会
基础。如今的五音戏已经是淄博的
金字招牌和文化名片，在百年风雨中
砥砺前行，而《紫凤》的巡演之路，必
将让齐鲁传统文化浸润人心，让五音
戏经典走向全国。

文/图 记者 杨峰
通讯员 刘晗

2019年11月，对淄博市五音戏艺术传承保护
中心的全体人员来说，注定是个难忘的月份。近
半个月的时间里，60余名演职人员，携五音戏《紫
凤》和“盛世天籁 梨园芬芳——— 五音戏艺术专题
展”，先后到威海、潍坊、大连、沈阳四地巡演巡展，
行程3000多公里。一路跋涉，一路欢歌，一路赞
誉。此次巡演既推广了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剧目，
也让优秀剧目再次接受时代和观众的检验。该剧
为大家展现了一个歌颂真善美的传奇聊斋故事，
所到之处，好评不断，深受观众欢迎。本报记者随
行采访，记录了行程当中的精彩片段，除此之外，

《大众日报》《辽宁日报》《威海晚报》等纸媒和新媒
体平台也不惜版面纷纷报道了巡演的消息，给予
淄博五音戏极高的评价。12月2日、3日，刚刚载誉
归来的淄博市五音戏艺术传承保护中心的全体演
职人员在淄博大剧院为市民奉上了这出融淄博本
土文学艺术于一体的五音戏《紫凤》，展现出了较
高的专业艺术素养和敬业精神。

11月22日，《大众日报》报道《紫凤》巡演的
新闻。

11月15日，《紫凤》在威海大剧院上演，演出前
演员在认真化妆。

11月23日，《紫凤》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大剧院上演。

12月2日，《紫凤》在淄博大剧院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