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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艺校首招“柳腔生”

记者从山东省文化艺术学校发布
的 2023 年招生简章中看到，淄博的五
音戏和即墨的柳腔被列入戏曲表演招
生计划，这也是即墨柳腔首次被列入省
艺校招生计划。根据培养方向和政策
规定，柳腔学生将从报名的优秀小学毕
业生中择优录取，中专毕业后，由院团
择优录用。另外根据艺术学校待遇政
策规定，学生免交学费，柳腔等戏曲表
演类专业学生可免住宿费等。

“目前，招生具体细节内容正在制
定，招生人数将依据整体招生计划来
确定。这次即墨柳腔被列入省艺校
招生计划，将加速推进这一地方戏种
的传承。”即墨柳腔艺术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此次和省艺校合作招生，
也是重点考虑到通过这一专业平台，
将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的即墨柳腔
更好地传承下去，深入社会，为群众
的文化生活服务。

在胶东地区，柳腔这一戏种有着
很好的群众基础。目前虽然从事柳腔
戏曲表演的人数一年比一年递增，但
经过专业培养的柳腔人才还是比较缺
乏。省艺校培养出的柳腔专业人才，
将助力即墨柳腔重现繁荣景象。

记者了解到，柳腔是形成于即墨西
部大沽河流域、流行于山东半岛地区的
地方戏曲。它和山东的五音戏、柳琴戏
以及苏北的淮海小戏等剧种有一定的
近缘关系，与茂腔有亲缘关系，被称为

“姊妹花”，共同被誉为“胶东之花”。
2008年，即墨柳腔被列入国家第二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进校园培养“小戏迷”

近10年来，即墨柳腔在传承之路上
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上一个台阶。

“柳腔进学校就是传承优秀文化的一
个很实用的抓手，培养出了一批小‘戏曲
迷’，在孩子们心中种下戏曲文化的基因，
这很关键。要将柳腔发扬光大，还需要不
断提高剧种的艺术水平。”对于从艺近半
个世纪的袁玲来说，即墨柳腔文化早已渗
透到她的血液之中。在成为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后，保护和

传承柳腔就成为她一生的追求。在袁玲
看来，作为地方小剧种，柳腔缺少自己的
导演、编剧和舞美等专业人员。在未来，
柳腔剧团将努力将全国的优秀戏剧人才
请进来，把优秀青年演员送出去，通过艺
术院校培养更多的地方戏曲专业人才。
袁玲告诉记者，自己每周都会拿出两天时
间送戏进校园，手把手教孩子们表演柳
腔，这个习惯已经坚持了许多年。

即墨区柳腔艺术中心负责人告诉记
者，为保护传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早在10多年前，柳腔剧团就和即墨实验
四小等学校联合举办“即墨柳腔走进校
园活动”，剧团每周派专人到学校传授柳
腔的唱腔和身段。2010 年 9 月，即墨招
考了 20 名有艺术特长且爱好戏曲的中
小学学生，组建了即墨柳腔学员班，采用
定向培养的方式，斥专资到烟台艺校委
培。2013 年 7 月，即墨柳腔剧团在烟台
艺术学校培养的20名学员正式毕业，并
在烟台市文化中心烟台京剧院剧场内，
举行了学习成果汇报演出。汇报演出内
容包括柳腔折子戏《打焦赞》和大戏《寻
儿记》，得到了相关专家的好评和肯定。
几位柳腔艺术家和传承人感叹不已：柳
腔终于有了接班人。

今年，山东省文化艺术学校正式将
即墨柳腔列入招生计划，未来柳腔的表
演队伍将更加壮大。

柳腔纳入校本课程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司马光砸

缸》……即墨第四实验小学改编的柳
腔戏曲新唱，成为学校的一张名片。
学校选取具有教育意义的经典曲目，
改编为现代正能量新剧目，并用柳腔
的唱腔演唱唐诗等。为了让每个学
生都能参与到柳腔传承中来，做到人
人演唱家乡戏、人人喜欢家乡戏，学
校还鼓励教师带领学生挖掘各类题
材进行创编，在共同排练的过程中开
动脑筋，对柳腔的剧情和表现形式进
行创作和加工。如今，学校柳腔课程
达到 40 余个剧目，其中三分之一是师
生们新开发的。

即墨区第四实验小学还在开设柳
腔社团的基础上，成立了即墨柳腔少
儿 培 训 基 地 ，并 将 柳 腔 纳 入 校 本 课
程，根据学生特点编写了《即墨柳腔》
校本教材，内容涵盖柳腔的起源、特
点、唱腔、表演、创作及有思想教育意
义的柳腔故事等，根据低中高年级分
学段学习。

“小戏骨”们轮番登台表演，即墨
柳腔艺术中心的青年演员们现场教学
唱、念、做、打等戏曲基本功，激发学生
对传统戏曲艺术的兴趣爱好和文化认
同。在即墨区柳腔艺术中心指导下，
小演员们的柳腔作品《新墙头记》摘得
第 23 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集
体节目金奖，《新柜中缘》获青岛市第
八届“海燕奖”群众文艺原创作品大赛

（戏剧、曲艺类）三等奖，即墨区第四实
验小学被推选为“全国优秀文化传承
学校”。

即墨柳腔：地方戏唱进“学院派”
今年首次列入省艺校招生计划 这一传承200多年的地方优秀戏曲表演队伍将进一步壮大

在青岛市即墨区柳腔
艺术中心，伴随着悠长的
唱腔，柳腔剧团又开始了
新一天的训练。柳腔是胶
东地区独有的地方剧种，
它始于清乾隆年间，是在
山东境内广泛流传的“本
肘鼓”的基础上演变而来
的，至今已有 200 多年历
史。柳腔初期的演唱形
式简单，所用的乐器只有
手锣、手鼓和竹板。后来
受“四弦小调”影响，开始
采用四弦胡琴伴奏。初
用弦乐时，拉与唱不能完
全协调，琴师和演员只能
互相配合着往上“溜”，因
此被戏称为“溜腔”。后来
艺人们借用同音字，定名
为“柳腔”。

柳腔剧目内容多是老
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间故
事，对白运用即墨方言，曲
调有欢调、悲调、垛板、慢
板、数板、南锣、娃娃腔等
板式。唱腔委婉细腻，曲
调朗朗上口，语言通俗易
懂而又风趣幽默，表演朴
实，有着浓厚的地方色彩
和乡土生活气息，深受人
民群众喜爱。表演时，在
四弦胡琴的伴奏下，唱出
了柳腔特有的向上翻高 8
度或 6 度的尾音，被称为

“勾勾腔”。
早在 1956 年，即墨就

成立了专业的即墨县柳腔
剧团，从此，柳腔艺术进入
了发展的鼎盛时期。1992
年，因即墨柳腔剧团是该
剧种全国唯一的专业表演
剧团，被文化部列入“天下
第一团”的行列。即墨当
地还有 70 多个业余柳腔
剧团，此外，众多业余柳腔
爱好者成立起“戏民俱乐
部”，每周一组织活动。

日前，山东省文化
艺术学校发布 2023 年
招生计划，名列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的即墨柳腔，
首次被列入招生计划。
这标志着即墨柳腔这一
传承200多年的地方优
秀戏曲种类，正式成为
省级公办艺术学校的专
业课程。昨日，早报记
者从即墨柳腔艺术中心
了解到，具体招生细节
还在制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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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墨柳腔

袁玲（中）亲身示范，向中小学生传授柳腔技艺。

即墨柳腔剧团排演的现代戏《泉海谣》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