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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开掘打磨精品

《百姓书记》取材于山东省寿光县

委书记王伯祥的真实经历。1986 年初

夏，王伯祥受命担任寿光县委书记。面

对改革开放初期该县贫穷落后的局面，

他冲破思想僵化的重重阻力，大胆提出

发展市场经济、开发寿北等施政方案。

在任 5 年，王伯祥始终坚持把老百姓的

事当成爹娘的事来办，带领全县人民开

发蔬菜市场，发展日光大棚，开发寿北，

在寿光创造了一个个奇迹，在齐鲁大地

留下了一段段佳话。“我在报纸上看到

王伯祥的事迹后，就萌生了创作这部戏

的想法。”段雨强告诉记者。

确定创排这一剧目后，山东省吕剧

院曾组织团队到寿光采风。王伯祥朴

实无华的行事风格给创作人员留下了

深刻印象。“王伯祥的言谈举止贴近普

通百姓的生活，所以深受群众欢迎。”段

雨强回忆说，从 2010 年决心将《百姓书

记》搬上舞台后，主创团队多次深入王

伯祥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深入了解他的

故事。

“为冲刺‘十艺节’，我们一直在打

磨 这 出 戏 ，至 今 已 经 演 出 了 百 余 场 。

2012 年底，我们又邀请了知名编剧杨

林、著名导演李利宏对本剧进行深度修

改，剧本也被反复推翻重来数次。”段雨

强告诉记者，从今年 5月文化部将《百姓

书记》拟定为“十艺节”开幕式演出剧目

后，山东省吕剧院从音乐、舞美、灯光等

方面对这部戏做了进一步提升。

鲜活故事感人泪下

吕剧《百姓书记》将视角聚焦于 20

多年前，以多点串联、点线结合、虚实交

融的结构方式，通过一系列戏剧冲突，

向观众展现了寿光人民在王伯祥带领

下面对改革大潮、勇于迎接挑战的真实

故事。

“《百姓书记》从王伯祥这一原型

出发，但并不局限于真人真事。王伯祥

改造菜市场、大力发展反季蔬菜、开发

寿北等大事都是真实发生过的。艺术

创作不仅要反映这些，还要将这些事情

与人物的命运、情感紧密联系在一起，

让 观 众 看 到 事 件 背 后 人 物 的 所 思 所

想。因此，该剧在一些生活细节的处理

上进行了适当的艺术虚构，以便更好地

反映时代背景，塑造人物形象。”该剧编

剧杨林表示。

从最初较多地描摹王百祥为民做

实事的事迹，到逐步探究他引领寿光

改革转型的原因，《百姓书记》在人物

塑 造 上 进 行 了 深 入 探 索 。“ 在 那 个 年

代，王伯祥发展市场经济，进行股份制

改革，实际上冒着极大的风险。作为

弘扬主旋律的题材，我们不但要展现

他敢为人先的气魄，还从他的境遇入

手 ，将 他 作 为 一 个 活 生 生 的 人 来 展

现。”杨林说。

《百姓书记》唱的是家乡调，拉的是

家常话，演的是身边人。主人公王百祥

有一副农民的面孔，更有一颗体恤百姓

的心。他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甘于奉

献。作为领导干部的楷模，他以泥土般

的深情服务人民，感人至深。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第八届“文华表演奖”获得者、吕剧

表演艺术家郎咸芬虽早已退休，但她仍

然持续关注山东省的文艺创作动态。

《百姓书记》被确定为“十艺节”文华奖

评审重点推荐剧目后，年近八旬的郎咸

芬经常前往排练现场指导排练。在她

看来，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在山东举办，

将对山东文化强省建设产生巨大推动

作用。“作为一名老演员，我为自己还能

发挥余热而高兴。现在许多院团都在

艺术上精益求精，充分利用‘十艺节’加

强与兄弟团队的交流与学习。山东的

观众也都十分关注《百姓书记》的排演

进度，所以我们要倾尽全力把这出戏打

造好。”

“十艺节”开幕式现场，戏中主人公

王百祥勇于担当的品格，萦怀百姓、不

辱使命的情操让观众为之感动。“他能

把老百姓的事当成爹娘的事来办，看到

他为取信于民不惜以爹娘为赌注，我禁

不住落泪了。”观众沈女士这样告诉记

者。而老戏迷黄先生同样钦佩主人公

一心一意为百姓服务的精神，他说：“这

是一出真实、感人，思想性、艺术性俱佳

的好戏。”

记者采访了解到，出席开幕式的港

澳台及外籍嘉宾对《百姓书记》普遍持

肯定态度。“《百姓书记》用地方戏的形

式演绎现实题材，为中华传统文化传承

提供了新范本。”“十艺节”特邀嘉宾、香

港京昆艺术中心主席邓宛霞说。

吕剧是山东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由山东民间说唱（坐唱）艺术“山东扬琴”

演变而来，故也有“化妆扬琴”“琴戏”之称。1900年，山东省广饶县谭家村农民、

扬琴艺人时殿元、谭秉伦等组成扬琴班，最先把《王小赶脚》的扬琴脚本改为化

妆演出脚本，并进行化妆演出的实验。从“坐唱扬琴”到“化妆扬琴”，表明吕剧

已从说唱形式向戏剧形式转变。早期的吕剧班子大都走乡串村，于田间地头演

出小戏，人物只有小旦和小丑。剧目的来源是从说唱扬琴的演唱脚本中改编而

来，但选择的都是人物较少的脚本。后来，艺人们尝试把人物较多的扬琴说唱

脚本也改编成“化妆扬琴”进行演出，于是吕剧人物增多，场面更大了。

吕剧演出，最早是“盘凳子”（即地摊）演唱，因有了一定影响，便与五音戏、

莱芜梆子等剧种同台演出，逐步走进剧场献艺。在与兄弟剧种同台演出中，吕

剧受其影响，在表演、化妆、音乐、舞台美术等方面获得进一步提高，并在长期实

践中，积累了自己的剧目、表演技术、音乐素材等，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1953 年山东省吕剧团（今山东省吕剧院前身）成立，创作并演出了《李二嫂改

嫁》、《姊妹易嫁》、《小姑贤》、《借年》、《墙头记》、《画龙点睛》等一系列经典剧目，

随着名家的推动，吕剧也逐步成为遍及山东、享誉全国的剧种。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 苏锐 通讯员 蒋涛涛）“十艺节”开幕式上，

吕剧《百姓书记》中的一群舞者格外引人注目，因为在戏剧情节发展的

关键阶段总有他们的身影闪现。观众看不清他们的脸庞，不知道他们

的名字，但这群年轻的舞蹈演员却以恰如其分的表演赢得了现场观众

的热烈掌声。他们就是“十艺节”开幕式上默默无闻的舞者——来自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舞蹈学院的 80名学生。

7 月，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舞蹈学院院长傅小青接到“十艺节”山东

省筹委会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由于“十艺节”开幕式取消大型文艺演

出，代之以简短仪式和重点剧目《百姓书记》演出，为凸显“十艺节”高

雅、热情和开幕大戏的仪式感，傅小青因此应邀将舞蹈元素更好地融

入其中。

如何用独特的舞蹈语言深层次解读故事，丰富其思想内涵，成为

傅小青的所思所想。“将舞蹈与戏剧融为一体，应该算得上是一次挑

战。”傅小青说。为使舞蹈表演在剧中更加自然流畅，傅小青翻阅了大

量资料，认真研读剧情背景。经过 20 多天的紧张构思，舞蹈的雏形基

本形成。“舞蹈语言应在故事之外起到烘托氛围和阐述时代背景的作

用。”傅小青介绍说，“因此，在全剧开篇，舞蹈要展现改革开放初期，人

民群众对新事物、新生活的无限憧憬和期待；中间的舞蹈要集中展现

抗洪抢险中的感人事迹；在全剧的最后，则要恰如其分地烘托出这位

百姓书记如何深受群众的爱戴。”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上级领导和专

家们的一致认可，舞蹈正式进入编排阶段。

8 月中旬，一支由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舞蹈学院 80 名学生组成的表

演阵容正式组成。“学生们都挺不容易的，假期也都被安排了艺术训

练。”领队老师张亮说。在近两个月时间里，白天上课、晚上彩排、凌晨

返校，已成为同学们习以为常的生活节奏。“这可是国家级艺术盛会，

能够参与其中，对我们这 80 名同学来讲，意义重大。”该院 2011 级舞蹈

表演专业的千云山同学说。为创造最有利的排练条件，山东青年政治

学院也在第一时间组织召开协调会，成立了后勤保障小组。

辛勤与汗水换来了可喜的成果。山东省吕剧院院长段雨强激动

地说：“感谢山青院的孩子们，他们的舞蹈使故事冲突、情节演进和人

物刻画更加丰满和深刻。”

作为“十艺节”开幕式大戏，新编吕

剧现代戏《百姓书记》于 10 月 11 日晚在

山东省会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歌剧厅

上演。演出前，围绕剧目创排等问题，

记者采访了该剧导演李利宏。

“在以往的创作中，‘主题先行’的

创作方式一般比较忌讳。然而当今常

有‘命题创作’，对于已有的选题该以怎

样的戏剧语言加以诠释，其实是对创作

者的考验。”李利宏告诉记者，接排《百

姓书记》颇有“临危受命”的意味。在与

创作团队的沟通中，李利宏深感山东省

吕剧院的创作热情，而王伯祥的真实事

迹亦使他深受感动。

如何把生活中的典型形象搬到舞

台上并成功演绎，是李利宏创作中面临

的首要问题。“这类创作很可能流于宣

传英模事迹而忽视戏剧情节，所以我们

一开始就以艺术的视角来定位，从真实

的生活中寻找人物的闪光点。他是一

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被图解了的符

号。”李利宏说。

在《百姓书记》的创作中，李利宏敢

于颠覆“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传

统理念，他认为“艺术应源于生活而低

于生活”。“排这个戏，更应该潜下去，潜

入到泥土当中。因为王伯祥的形象根

植于百姓，他扎根于山东这片泥土之

中，因此才受到当地人民的广泛爱戴。”

在李利宏看来，任何创作都应植根于人

物生活的土壤，并从中挖掘其灵魂，这

样的创作定位才更具戏剧美学特色。

“目前文艺创作中的许多问题，都出在

‘高’于生活，缺乏潜下去的真诚。这样

的作品往往容易概念化，居高临下。我

正是从‘低于生活’的创作中尝到了甜

头。在《百姓书记》中，我给演员设计的

舞台动作都是‘匍匐’前行，以体现他们

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怀。”

能够成为“十艺节”开幕大戏，李

利 宏 坦 言 ，除 该 剧 主 题 立 意 与 当 下

“ 党 的 群 众 路 线 教 育 实 践 活 动 ”相 契

合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其再度探索

了戏曲现代戏的表现方式。“将《百姓

书 记》定 为 开 幕 大 戏 ，体 现 了 大 家 对

剧 目 呈 现 的 整 体 认 可 。 我 很 期 待 进

一 步 听 取 专 家 、戏 迷 的 建 议 ，以 便 此

剧有更大的进步。”

对于当下艺术创作该如何体现时

代性，李利宏告诉记者，艺术创作应尽

量发掘未知的可能性。“正在发生的事

是新闻，可能发生的事才是艺术。《百姓

书记》从新闻报道中获取灵感，但它的

创作过程体现了从生活形象到艺术形

象的提升。”李利宏说，艺术真实并不等

同于生活真实。在《百姓书记》中，许多

细节都出于创作者虚构、编排，它们虽

未真实发生却也具备合逻辑、合时代、

合民生的表现方式。对艺术来说这便

是“真实”。

《百姓书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本报驻山东记者 陈丽媛 实习记者 孙丛丛

挖 掘 人 性 的 光 芒
——访《百姓书记》导演李利宏

本报实习记者 孙丛丛

山青院舞蹈
添彩“十艺节”开幕式

“只要是老百姓的事儿，无论大小，我们都要当成爹娘的事情去办。”这是吕剧《百姓书记》中的一句台词。该部由山东省吕剧院精心打

造、取材于真人真事的新编现代戏，自2010年搬上舞台以来，感动了众多观众。

10月11日晚，在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开幕式上，在16分钟简短的开场仪式后，唱主角的便是《百姓书记》。山东省吕剧院院长段雨强说：

“历经打磨，《百姓书记》已成为一台高水准的剧目。它体现着如今山东吕剧发展的整体水平，也是现代戏创作的一个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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