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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戏下乡：一个四平调剧团的酸甜苦辣
本报驻山东记者 苏 锐

合肥崔岗村：从默默无闻到艺术村庄
郜 磊

说起孩子，七尺汉子张传贺的眼圈

开始泛红，紧绷着不让眼泪掉下来。“亏

欠闺女太多，但能有什么办法？”说这话

时，他所在的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四平

调剧团刚刚结束在成武县南鲁镇秦楼

村第一天的演出。在村里安排的旧民

居西屋，张传贺坐在由两张单人折叠床

拼成的大床上，透过门上灰蒙蒙的玻璃

望着院里。院子里，他 3 岁的女儿张紫

阳正在和团里六七个年轻人一起玩。

小紫阳脸上天真的笑容，让剧团的演职

员暂时忘了寒冷的天气。

马不停蹄

来秦楼村之前，成武县四平调剧团

在 30公里外的白浮图镇演了 5天。1月

6 日来到秦楼村，团长王贵军原本计划

着早早把舞台车搭完歇口气，不料却出

了状况——村里刚下过一场小雪，道路

泥泞，14 米长的舞台车由于自重太大，

陷在了路上。

着急没用。热心的村民帮忙找了

两辆拖拉机拉车，其中一辆由于长时间

不用导致电瓶没电，临时又跑到镇上充

电。一圈儿折腾下来，已将近下午 4

点。车拉上来了，王贵军的活儿还没

完，还需要提前把舞台车支好，跟着村

委负责人一起把剧团演职人员住的地

方安排好。一切都忙完，整个剧团睡下

时已将近晚上 11点。

去哪里送戏，哪里安排住的地方，

已是惯例。成武县四平调剧团共 40 余

人。这次来秦楼村，演职员被分别安

排在 5 个地方住，多是空置的旧民居，

住人最多的是伙房所在地。这套民居

有两间北屋，两间西偏房：张传贺和同

在剧团的妻子以及女儿住北屋较小的

一间，算是团里照顾；4 位女演员住在

北屋的大间，5 位男演员住在西偏房有

窗户的一间，另一间用来做伙房。

成武县的剧团下乡送戏，村里或

镇上管住，但不管吃，全团的伙食都由

团 里 的 大 厨 祝 传 兵 负 责 。 40 多 斤 豆

腐、140 块钱的猪肉、310 块钱的鲤鱼、

几袋子馒头，这是祝传兵起早到镇上的

集市买的。每次下乡，成武县四平调剧

团都要带齐起火的家什——一口直径 1

米的大铁锅、煤气罐、燃气灶、笼屉、铁

壶……

台上演员亮起嗓子的时候，祝传兵

伴着锣鼓点儿就开始做饭了。“今天吃

猪肉炖豆腐，暖和，也合演员们口味。”

祝传兵搓着手，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风餐露宿

剧团这次要在秦楼村连演 5 天，每

天上午、下午各一场。1 月 7 日，秦楼村

第一天的演出在下午 4 点多结束。从

台上下来的戴雪华，装也没卸，直接跑

到了“暂住地”，钻进了被窝里。

即将进入三九天，地处鲁西南的成

武县气温已下降到零下 5℃。坐在床上

的戴雪华，双手插进暖手宝里，褥子下

面铺着电热毯，依然冻得坐不稳。跟她

一起住的还有 3 位女演员，人进进出

出，门关不严实，老式的窗户漏风，戴雪

华把手机放在被子上，对着屏幕发呆。

尽管每个人都带着厚厚的被子，但屋里

与外面的温度相差无几，晚上睡觉还是

会被冻醒。

“现在算好的了。以前我们出去演

出，人家给把麦秸秆，直接铺在地上就睡，

羊圈、牛圈都睡过。”老团长张广文说。

生活条件艰苦之外，剧团里几乎每

个人都能讲出在舞台上的“囧事”。“台

柱子”许亚丽清楚地记得，2015 年春天

在孙寺镇演出时，漫天飞舞的柳絮飘到

舞台上，让她张不开嘴。“台下观众都看

着你，不唱还行？”那一场戏下来，许亚

丽说自己像吃了嚼不烂的棉花糖一样。

1 月 8 日上午，四平调剧团在秦楼

村演出第三场戏《陈三两爬堂》。舞台

上的赵秋闱蹬着只有一层布的靴头，双

脚十几分钟就冻得发麻，趁着下台的间

隙拼命跺脚。而在后台，临时下场的演

员人手捧着一个水杯，跺着脚聊天。

“唱戏的哪有不得职业病的？”今年

72岁的四平调国家级传承人、成武县四

平调剧团原团长王凤云，曾被誉为“四

平调皇后”。如今，老人腰部增生、膝盖

增生、颈椎增生。“不能让四平调从我们

这一代断了。”王凤云坐在舞台车后台

的道具箱上认真地说。

站在台下看戏的秦楼村帮包村书

记李欣翼说：“演员们很辛苦，丰富群

众的文化娱乐生活，他们是好样的，不

容易。”

各显神通

40多张单人折叠床，如今是成武县

四平调剧团的重要装备。有了这 40 多

张床，意味着演职员不用每次下车去抢

床位了。

“这不是剧团自己买的，是企业送

的。”王贵军说，有一年去成武县一家大

型企业送戏，剧团根据该企业好人好事

改编演出的小戏反响热烈。这家企业

负责人很高兴，为每位演职员送了一箱

苹果，又赠送了单人折叠床。

这次到秦楼村演出，原本挂着剧团

名字的条幅，被当地农商银行的条幅遮

盖，而这绝非打广告那么简单。常年下

乡演出，四平调剧团的音响已逐渐老

化，但换新音响的钱又没有着落。“一套

好的音响 10 万元，一般的五六万元。”

成武县文化体育局局长汪雁征亲自跑

去找县里的农商银行负责人，谈下了条

件：剧团演出时发一发宣传页，宣传银

行的惠农新举措，农商银行负责给剧团

换一套音响。

靠各方支持得来的，还有剧团目前

唯一的一部流动舞台车。王贵军说，以

前没车的时候，剧团只能临时租借卡

车 ，仅 装 卸 道 具 就 要 花 费 一 天 时 间 。

2012 年，菏泽市人大组织开展“百家文

艺团体装备改善”行动，全市人大代表

捐资 1200 万元，为全市每家国办剧团

购买一台舞台车，困扰成武县四平调剧

团多年的无车难题才得以缓解。

舞台有了地方，演职员的车却仍没

有着落。如今每次下乡，剧团都会在一

个村庄多演几场，一个客观原因是，演

职 人 员 下 乡 所 乘 坐 的 大 巴 车 是 租 来

的。王贵军说，如果天天转场、租车，这

些费用对剧团而言难以承担。

像很多地方的剧团一样，成武县四

平调剧团也希望通过商演来增加收入，

但形势并不乐观。对菏泽市很多剧团

而言，每年正月初五至三月底是当地庙

会集中的日子，也是创收的好时节，可

台口越来越不好找。

王贵军说，本来之前定好去东平县

一个村演出，价钱、时间都谈好了，第二

天村里打电话来说演不了了。后来打

听才知道，原来是东平县当地一家剧团

听说了此事，通过各方活动把活儿抢了

过去。“村里负责人说是镇上压下来的，

咱又管不了人家。”王贵军说，之前计划

在该村演出 4 天，每天 3 场，1 场 1500

元，算下来，1.8万元就这样没了。

据统计，目前仅菏泽市就有大小剧

团近 200家。“庙会就那么多，专业剧团、

民营剧团都来争这一个馍吃，哪够分？”

王贵军无奈地说，近年来当地剧团恶性

竞争越来越严重，竞相压价屡见不鲜。

何去何从

“宁领千军万马，不领演员仨俩。”

“宁领一千，不领戏班。”在联系演出、跑

腿之外，最让王贵军感到挠头的是剧团

的管理。

“剧团跟企业不同。企业是‘今天

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剧团演

职员本身思想活跃，稍有不慎就很麻

烦。”王贵军说，有时演员因为小矛盾撂

挑子，作为团长得去做工作、讲道理。

而这一切的背后，跟演职人员的待遇和

剧团的历史、现状不无关系。

成武县四平调剧团成立于上世纪

30年代末，彼时叫花鼓剧团。新中国成

立后，四平调广泛流行于苏鲁豫皖冀等

地。1968年，剧团撤销；1979年恢复后，

得益于复排古装戏，四平调剧团经历了

最辉煌的 10 年。王凤云记得，那段时

间外出巡演，几乎场场爆满。“在河南省

鹿邑县连续演出 48 天，每天两场，剧场

外面看自行车的人都发财了，演出结束

后还给我们送了匾。”

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受电视、电影

等娱乐方式冲击，剧团遭遇寒冬。“那时

很多人没预料到剧团会不景气这么长

时间。”张广文说。从上世纪 90 年代一

直到 2005 年前后，成武县四平调剧团

一直无声无息。演职员停薪留职，有的

去打烧饼、卖菜，有的去了专跑婚丧嫁

娶的唢呐班。11 岁进团的许亚丽也没

熬住，在县城卖起了衣服。

“心还是在剧团这边。总想着什么

时候剧团日子好过了再回来，毕竟从小

就学的这一行，能一辈子干自己喜欢的

事，挣得少点也能接受。”许亚丽说。

转机发生在 2008 年，四平调被列

入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按照相关

配套政策，成武县对四平调这一剧种开

始重视。2012年，成武县四平调保护传

承中心揭牌，编制 40 人，财政按每人每

年 4 万元给予补贴。外出自谋生路的

四平调演员在经历了十几年的落寞后

终于迎来了曙光，但随后的日子并不如

他们想的那样一帆风顺。

四平调保护传承中心成立时，尽管

编制 40 人，但实际仅有 30 人。按照标

准，成武县财政根据实际人头给予中心

120万元补贴。随着剧团发展形势逐渐

向好，同时为了充实新生力量，四平调

剧团此后陆续以事业编招考方式引进

人才，如今剧团人员已满编，但财政支

持资金仍为每年 120 万元。这直接导

致目前剧团人员工资捉襟见肘——一

般演员每人每月 1500 元，最高的 1900

元。在下乡演出及排练期间，每人每月

增发 300元生活补助。

“外出打工一个月至少 3000 块钱

吧？说句实话，现在能拴住这些演员

的，只有这个编制了。怎么说也是正规

事业单位，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成

武县文化体育局副局长张玉启说，基层

演员不缺少为观众服务的热情，但最起

码的生活保障也得有。还在剧团工作

的王凤云 1989 年、1999 年培养了两批

学员。“一批 30 多个，到现在也没剩下

几个了，都嫌工资低，转行了。”

秦 楼 村 的 送 戏 下 乡 演 出 还 在 继

续。1 月 8 日上午 9 点，把孙女送到学

校的村民何晓军，急急忙忙骑着电动

三轮车来看戏：“昨天我也看了，唱得

不孬！”

而在舞台车的临时后台，小紫阳坐

在台口的一角，舞动着小手看着爸爸在

乐队里打鼓。张传贺说，闺女马上要上

幼儿园了，以后不用出来跟着受冻了。

新年伊始，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三十岗乡崔

岗村的艺术大集开街了，四乡八里的农民赶来看

热闹，还有成百上千的合肥市民涌到这里，来这个

艺术氛围浓厚的“画家村”旅游赏景。如今，崔岗

这个合肥市郊区的偏僻小村，已经逐渐成为特色

鲜明的旅游景区。

3 年前，崔岗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由于

地处省城水源保护控制地附近，几乎没企业入驻，

土地收成也不高，不少青壮年出门打工赚钱。然

而这里道路蜿蜒、树木葱茏、空气清新，时而有合

肥市民来踏青游玩。2012 年夏天，艺术家谢泽偶

然来到崔岗，一见倾心。他找了个闲置农家小院，

和村民谈妥价格，租下来装修一番，成了第一个入

住崔岗村的艺术家，后因为拍摄附近水库风景的

系列作品获奖。接着，凭着艺术家口口相传，画

家、摄影家等纷纷来小村驻扎。当地政府因势利

导，规划建立了艺术创意村落，予以政策引导和管

理，并改善村庄基础设施，铺柏油路，装太阳能路

灯，布置污水微动力处理系统，使崔岗更适合艺术

家居住和创作。于是，艺术家接踵而来，画室、摄

影工作室、陶艺坊——一间间乡间老房被装饰一

新，变身为艺术居室。目前在崔岗村，已有 53位艺

术家签订合同，42位艺术家入住，16户房屋基本改

造完成并对外开放。

崔岗村和普通的文化创意园不同，并非纯粹的

艺术家居住的村落，而是艺术家与村民混居共处。

在这种模式下，村庄在与艺术家、村民和游客的各

种互动中有了别样的韵味，也改变着村庄的面貌。

之前，崔岗村相对闭塞，村民常聚在一起打麻将、打

扑克，或蹲墙根晒太阳、串门子、唠家常。孩子们则

三五成群地玩耍，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发生口角和争

执的事情时有发生。艺术家的入住悄然地影响着

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当艺术家们开门创作时，不

少村民会主动带着孩子观摩。耳濡目染一段时间

后，村民们开始摒弃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同时，

艺术家们亲密接触农耕生活和乡村美景，发现他们

不再像在城里创作时那么孤独、浮躁了。

深圳大学教授、加拿大归国油画家胡海林说，

大都市条件虽好，但他更喜欢崔岗的自然，喜欢和

土地、村民亲密接触，以使自己的艺术作品“接地

气”。他的得意之作——油画《向日葵》的灵感就

来自于崔岗村的农田。他在崔岗建立了小木屋工

作室，与当地村民比邻而居。他的邻居——7 岁的

崔耀磊是该村古城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当看到画

家的作品时，崔耀磊兴奋地对家里人说：“我要学

画画！”去年，崔耀磊跟着父母参观崔岗当代艺术

展后，对画画兴趣更浓了。每天做完功课后，孩子

便开始向胡海林学习画画，胡海林抚摸着他的小

脑袋一边教一边鼓励：“画得不错嘛，这个地方颜

色再加重一些，是不是更好看啊……”崔耀磊兴奋

地告诉胡海林：“我以后要成为像你这样有名的画

家，现在爸爸妈妈都不打麻将了，他们说要努力挣

钱，好好培养我，帮助我实现画家梦想。”

目前，崔岗文化创意村的艺术展览馆和艺术

家食堂已建成启用。与文化创意村配套的咖啡

屋、书吧、茶吧、酒吧、客栈等正在规划设计中。每

逢假日，村里总能看到三五成群的游客，或到绘画

工作室欣赏素描，或到摄影展厅品评作品，或到音

乐小屋听听原创音乐；饭点儿时再来一份徽菜、土

菜，也是风味地道；新开放的艺术大集更是吸引了

八方来客。此外，艺术家还会到当地乡村小学讲

公开课，小朋友也能到他们的工作室参观甚至动

手体验。当地政府还计划新建环村旅游观光道，

并在崔岗村周边建设集音乐演奏、原创音乐推介、

教学及交流活动等为一体的“乡村音乐小镇”，推

动崔岗文化创意村多元化发展。

“一定要抓紧时间排练，争取在周末的

戏曲晚会中好好露一手！”前不久的一天，

上午刚上班，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胜利桥

街道办事处文化站站长李贵兴就向街道的

几 位 戏 曲 爱 好 者 打 去 电 话 ，做 出 以 上 叮

嘱。“我们街道的戏曲晚会是 2011 年启动

的，举办时间主要集中在周末，演出人员大

多是街道的戏迷。”李贵兴说，由该文化站

协调、主办的戏曲晚会已成为街道常态化

举办的一项文化惠民活动，得到了很多社

区群众的好评。据不完全统计，戏曲晚会

迄今为止已举办 200 余场，吸引了近 2 万人

参与和观看。

“干基层文化工作，没有一支过硬的人

才队伍是不行的。”复兴区主管文化工作的

副区长程楠说，之所以乡镇文化站长对文

化工作如此热心、上心和负责，关键得益于

复兴区委、区政府积极推行以岗位管理和

聘任制为核心的用人机制改革，大力实行

人员派驻制、财政统筹制、绩效考核制相结

合的文化人才管理机制，真正让乡镇文化

站长专起来、文化干部动起来。“在保证文

化专职工作人员全部享受全额事业财政拨

款的同时，我们还要求区文化馆的每个工

作人员每月到社区开展不少于 80 个小时的

辅导，并通过一周一调度、一月一通报、半

年一奖惩的方式，层层分解传导压力责任，

让大家都忙碌起来。”程楠说。

相较于邯郸市其他区县，复兴区建区

晚，文化基础薄弱，文化人才匮乏，一定程

度上讲是个大农村、大社区，尤其是在公共

文化建设方面相对滞后。为了彻底扭转现

状，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在多

年来试行文化站长由文化馆工作人员下

派担任的基础上，复兴区从 2014 年起，派

出 专 职 人 员 担 任 10 个 乡 镇 、街 道 办 的 文

化站长。复兴区文化体育教育局局长裴

献堂认为，乡镇、街道办文化站长由文化

馆 专 职 人 员 担 任 ，至 少 有 两 个 方 面 的 优

势。一是专业，文化馆的专职人员大多具

备 1至 2项文艺特长，具备组织、协调和开展

文化活动的能力。二是省力，这样一来，文

化站长既是文化专职、专业人员，又是政府

工作人员，双重身份有利于统筹政府、行业

两方面的资源，化拳为掌，提高开展基层文

化工作的水平。

每周二晚举办“艺苑大舞台”，每周四

晚举办“戏迷家园”，每周日举办“社区文艺

展演”……曾被评为河北省首批先进文化

站的铁路大院街道办事处文化站，是复兴

区文化活动开展得比较红火的一个基层文

化站。除了为街道、社区群众提供文艺辅

导外，铁路大院街道办事处文化站还确立

了以节日文化为龙头、体育文化为载体、企

业文化为支撑、社会文化为重点的工作思

路，通过举办贯穿全年的“彩色周末”文化

惠民演出、社区球类比赛、戏剧票友大赛等

形式多样的文化体育活动，为群众打造了

“春有歌、夏有舞、秋有节、冬有戏”且永不

落幕的文化盛宴。曾经担任过 10 年铁路大

院街道办事处文化站站长、现任复兴区文

化馆馆长的李兰霞感触颇深：“文化站长就

好比是文化部门在基层的腿，有了腿，文化

工作才能把路走好走稳、走出精彩。”

李兰霞的话在实际工作中也得到了验

证。据了解，为了让群众过好即将到来的

春节，在复兴区文化馆的具体指导下，该区

各乡镇、街道文化站正在计划开展“戏剧票

友晚会”“书法绘画展览”“大合唱展示表

演”等多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活动。

虽然乡镇、街道文化站长由文化馆派

任的做法提升了文化工作的效率，形成了

文化工作合力，但由于文化专业人员的流

动和退休，基层文化队伍建设仍然处于力

量薄弱、专业人才匮乏的困境。“目前，区文

化馆在岗的专业人员只有美术、声乐、戏

剧、摄影、文学创作等领域的，比较缺乏舞

蹈、器乐演奏、曲艺、编导等方面的专业人

才。”裴献堂说，“下一步，我们将通过发展

文化志愿者队伍、招聘专业大学毕业生等

举措，逐步构建一个门类齐全、阶梯合理的

文化人才队伍体系。”

河北邯郸：用好文化站长这条“腿”
杨国勇 本报驻河北记者 李秋云

1 月 10 日，由西藏自治区文化厅主办、西藏

自治区群艺馆（区非遗保护中心）承办的“2016 年

春节、藏历新年非遗歌舞演出”和“猴年说猴——

2016 年俗文化展”在拉萨举行。歌舞演出由拉萨

市娘热民间艺术团演员担纲，演出节目涵盖西藏

传统戏剧、舞蹈、民族服饰等原生态艺术。年俗

文化展以“中华一家亲、共享年味情”为主题，以

图片、实物、非遗传承人现场表演等多种形式展

示与猴文化、春节、藏历新年相关的内容。据悉，

年俗文化展将持续至 1月 15日。图为在拉萨宗角

禄康公园拍摄的西藏非遗歌舞演出。

新华社记者 刘东君 摄

1月 8日，山东省成武县四平调剧团在秦楼村演出。 本报驻山东记者 苏 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