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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花，1965 年出生，山东曹县人，第 20

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著名山东梆子表演艺术家、“巨野

大姚班”剧社掌门人刘桂松先生得意弟子。

国家一级戏剧演员。现为山东省山东梆子专

业委员会理事，山东省戏剧家协会会员，山东

省青联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本报实习记者 王松松 通讯员 庞 雷 张国林

《圣水河的月亮》：
慈亲悲悯的现代“交响”10 月 6 日晚, 作为山东省备战第十届中国

艺术节“文华奖”的 15 台重点剧目之一，济宁市
历时两年多时间倾力打造的大型现代农村题
材的山东梆子《圣水河的月亮》在山东剧院上
演，拉开了十艺节文华奖评比展演的序幕。

山东梆子现代戏《圣水河的月亮》由济宁
市演艺集团所属山东梆子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创排，是济宁市市直国有文艺院团改制后的首
部作品。据济宁市文广新局局长周立华介绍，
为将该剧打造成精品剧目，济宁市三易其稿，
期间还经历了几十次的补充和完善。

孔孟之乡，尼山脚下，圣水

河边，有一个名叫老耿的农村女

人 ，她 质 朴 、善 良 ，日 子 过 得 殷

实、平静。可她万万没料到事业

有成的丈夫忠义爱上了年轻有

为的女大学生刘芸……由此开

启了一场爱恨情仇、慈亲悲悯的

“交响”。

山东梆子现代戏《圣水河的

月 亮》以 乡 村 留 守 女 人 老 耿 的

“婚变”为主线，表现了她面对丈

夫移情别恋，敢于重新审视、决

策人生的自强品性。而当前夫

“落难”，她又不顾流言蜚语，主

动担当，呈现了博爱、宽容的人

性大美。

“故事体现的是一个现实生

活中司空见惯的事情，因此剧本

呈现的内容就是希望反映一种

正面的、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济宁市文广新局副局长

周长征告诉记者：“这次跟我们

竞 争 的 ，绝 大 多 数 都 是 传 统 剧

目，很多还是很有名气的大戏，

我 们 这 次 就 是 要 独 辟 蹊 径 ，演

场 现 代 戏 。”他 认 为 ，演 古 装 戏

太 容 易 了 ，但 演 当 代 戏 和 农 村

戏 比 较 难 ，古 装 戏 有 它 的 范 本

可 寻 ，但 现 代 戏 是 必 须 从 它 的

呈 现 方 式 上 进 行 全 新 的 创 作 。

“所以，这次我们就是要以呈现

当 代 最 基 层 的 农 村 生 活 为 基

准，让我们的演出团队以接地气

的形式，描写我们身边普通群众

的生活。”

瞄准实际生活，关注现代人

的生存状态和思想情感，从而激

起观者的共鸣与思考，是《圣水

河 的 月 亮》在 选 材 上 的 特 色 之

处。对此，周长征告诉记者，“我

们结合济宁地域特色和市场需

求，依靠本地的演艺优势，剧本

上，势必要选取突出地方特色的

当代农村题材。”据悉，从创排至

今近 2 年的时间里，该剧已经进

行了 3 次较大规模的修改。济

宁市山东梆子剧院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孔凡涛告诉记者：“修

改打磨后，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呈现在舞台上的作品，也更真切

地反映了孔孟之乡人民厚德载

物、自强不息的精神。”

“我唱了大半辈子，我也只会唱戏，唱

戏就是我的生命。”演出结束后，李新花如

释重负，剧团改制之后自己已经退养，“这

是我参演的最后一部剧目，我尽了最大努

力，我要把这个角色演绎到最好。”风风火

火的泼辣旦周凤莲，柔媚婉转的闺门旦李

香君，沉稳持重的老旦姜桂芝……这些是

李新花饰演过的角色。

“山东梆子剧种高亢激昂，最能代表

山东人性格，也最适合剧中女主角‘老耿’

耿直的性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李新花

坦言自己以前从来没有演过现代戏，“现

代戏的舞台表演与古装戏的区别很大，导

演和编剧不断启发和讲解，才让我逐渐融

入到角色当中。”

“古装戏有程式化的东西可以遵循，

水袖等还能遮掩身段方面的不足，但《圣

水河的月亮》是现代戏，全凭演员个人的

功力展现给观众。”李新花说。经过 3年多

的反复排练和演出，“老耿”这个农村妇女

的角色才一天天丰满起来。

“长期以来，戏剧作品都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创作、排戏、

评奖，产品获奖后就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了。但改革后的新

机制要求我们的作品是艺术品的同时必须具备产品价值，必

须紧紧地瞄向市场。我们有计划地通过文化惠民演出，通过

满足基层群众的看戏需求来让这部戏‘增值’，使它的艺术价

值和市场价值有机统一起来。”周长征告诉记者，山东梆子现

代戏《圣水河的月亮》是济宁市市直国有文艺院团改制后的首

部大型原创作品。

为备战“十艺节”、锤炼精品剧目，周长征坦言，在确定选

题后，曾先后两次面向全国征集剧本，邀请剧作家到本土进行

创作，工作人员还实地体验生活、累积故事，提供给剧作家进

行创作。“我们邀请专家对收集到的剧本进行了多次论证，最

终选定了《圣水河的月亮》一剧。它融合了精品意识和市场属

性，成功深化了社会教育功能的同时，兼顾了市场前景，是济

宁文化体制改革特别是专业文艺院团改革成功的标志之一。”

周长征介绍，为了让山东梆子戏与现代舞台艺术和当代

人的审美完美集合，该剧注重艺术表现手法的创新，无论从作

品的内容上、舞台的样式上以及舞美、灯光、服装、音乐等艺术

元素方面，力求增加现代意识和创新意识。同时，借鉴先进的

舞台科技手段，调动丰富的艺术手法，不断增强剧目的艺术表

现力，给观众以耳目一新的艺术感染力和审美享受。“文化体

制改革为发展注入了活力。”周长征表示，“步子迈开了，下一

步我们要更加注意挖掘济宁特色的演艺资源，培养精品意识、

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培育观众喜爱的名剧名角，逐渐打开产

业发展之路。”

该剧邀请到了国家一级编剧韩枫、中国戏曲学院知名导

演裴福林参与整个剧情的创作、改编，还从各大专业院校、院

团聘请了舞美、服装、造型专家加盟此剧。裴福林告诉记者，

这个剧本原名叫做《女人家》，后来觉得各种以“女人”命名的

农村题材的剧目太多，考虑到它既是体现这样一个有大爱精

神的农村妇女的形象，又是在圣人故乡演出的剧目，就给它

改了个名字，叫做《圣水河的月亮》，这样的名字能留给人无

限的遐想空间，也能带给人一些思考的意味。剧本中女主人

公敢于直面生活，走出阴影，并以其宽容、忍让、自尊、自强、

无私、大爱的心路历程，实际上是完成了一个小女人到大女

人的凤凰涅槃。

编剧韩枫告诉记者，剧本的原创是田伟泓，但因其爱人身

患重病不得不中途将剧本交到了韩枫的手上，他在接到原本

后也是几易其稿，跟导演、音乐等团队的参演人员进行了多次

的交流，历时近 2年的时间才有了现在的雏形。

剧中女一号老耿，由济宁市山东梆子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李新花饰演。李新花告诉记

者，其实自己一开始一直没有找到感觉，近期才真正的入戏。

“过去一直演古装戏，从来没演过现代戏，是到了第三稿出来

我才找到感觉。”她告诉记者，最早接触剧本的时候心里其实

一点儿底都没有，后来剧本一遍遍的改，感觉也是一点点的

找，然后跟大家一起磨合、切磋，才慢慢找到了调子，现在，经

过这么长时间的磨合，已经可以说是完全的驾轻就熟了。“现

在上场没什么心理压力了，我跟寇老师之间很有默契了。”

李新花指着男主角寇德林告诉记者，他就是饰演男一号

忠义的演员，也是济宁市山东梆子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国家一

级演员，山东梆子十大名演之一。“我一开始读完剧本之后，感

到压力很大，演了 40多年的戏，第一次接这么难的戏。”寇德林

老师说，之所以觉得难是因为剧本中所描写的男主人公思想、

方向、意志都不明确，上台之后不好表现，性格不明朗。最后，

两位主角均表示，真正的磨合成功，入戏，是在近一两个月之间

的事情，也就是第三稿出来以后，无论是主题、人物的性格，包

括触及灵魂的主题曲都是在近两个月内才真正体现出来的。

在 2 个小时的演出中，在场

观众无不为演员的精彩表演深

深折服，现场掌声热烈，喝彩不

断。剧中“老耿”的扮演者是济

宁市山东梆子剧院国家一级演

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李新

花。她凭借饱满的情绪、酣畅的

唱腔、细腻的情感、传神的演技，

把老耿对丈夫的爱、恨、怨、怜表

现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而饰

演忠义的寇德林、饰演婆婆的吴

肖华、饰演刘芸的贾艳华在剧中

都有上佳表演，凸显了该剧整齐

的阵容和扎实的班底。

在演员的热情演绎下，呈现

在舞台上的山东梆子《圣水河的

月亮》表演流畅、一气呵成、精彩

不断。演出结束后，演员两度返

场谢幕，许多戏迷仍久久站立在

台口，不肯离开。“没想到剧情是

这样，我以为是传统老戏，现在看

起来还挺贴近现实生活的。”家住

济南市市中区的高艳华从未看过

梆子戏，首次观摩就被深深吸引。

家住天桥区的马春福告诉

记者，自己从小就喜欢看山东梆

子，这个戏拍得非常好，与老剧

相比，它更有现实意义和对当代

人的教育、警示意义，“老家就是

济宁的，这出戏演的很感人，看

的过程中我掉了好几次眼泪。”

据介绍，该剧第三次修改，

最主要的亮点是创作了主题曲

《月牙歌》，歌曲全文四句话配合

主 人 公 的 拍 手 动 作 ，将 全 剧 贯

穿，更好的诠释了剧情，并提升

了整体的舞台效果。不出意料，

这 首 歌 感 动 了 现 场 大 部 分 观

众。周长征对记者说道：“一开

始是没有这个歌的，但后来我们

一直想找到一个能贯穿全剧的

主题曲，直到不久前才正式敲定

这个歌，并在剧中呈现了出来。”

一名跟父母一起来看演出的小

朋友告诉记者：“那个儿歌唱得

很 感 人 ，听 的 我 都 哭 了 。”在 现

场，记者听到很多人这样评价剧

中的主题曲。

人物简介

瞄准真实农村生活

上佳表演引观众爆棚

依托市场立名剧名角

探班主创班底

李新花:
唱戏就是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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