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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剧照当年剧照

① 茌平区和美邻里城市书房内，一名年轻妈妈正和孩子一起阅读。■ 于新贵
② 位于柳园南路的海源书房叁叁加店一隅。■ 吴建正
③ 海源书房叁叁加店的饮品操作台。■ 吴建正

②②

①①

③③

■ 本报记者 于新贵

11月5日上午，茌平和美邻里城市书房里，
老师正在讲解绘本故事《海的女儿》，30多名小
朋友听得津津有味。6 岁的璇璇是这里的“常
客”，每到周末，她总是在妈妈的陪伴下来到这
里参加读书活动。“现在璇璇是一个会讲故事的
孩子，并且养成了爱读书、爱学习的好习惯。”璇
璇的妈妈说。

和美邻里城市书房位于和美邻里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二楼，面积150平方米，1万余册图书
整齐地排列在书架上。这里能同时容纳 50 多
位小朋友同时阅读。该城市书房是集阅读推
广、读书沙龙、创意手工、咖啡书吧等多元业态
于一体的复合式文化体验空间，已组织开展青
少年阅读指导、公益阅读引领、经典诵读、文学
读书会、国学大讲堂、阅读“马拉松”等公益文化
活动 160 多场，很好地满足了群众多样化的精
神文化需求。

在和美邻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楼的大屏
幕上，即时显示着城市书房的人流量。和美邻
里城市书房负责人介绍，和美邻里城市书房所

在的振兴街道复兴社区常住人口 15556 人，学
龄前儿童（3岁以下）1262人，小学生（6—12岁）
2198人，占比22.24%。孩子们是来城市书房读
书的主体。每到周末，前来城市书房参加读书
活动的市民络绎不绝，平时每天流量有几百人
次，一到周末流量多达1500人次。

“我们这个城市书房全天候免费开放，积极
开展各类文化活动，受到市民的一致好评。”该
城市书房负责人说。

茌平区积极倡树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促进
文明素养提升，试点“和美邻里”建设，根据做强
队伍、丰富活动、打造特色的工作标准，因地制
宜开展工作，按照凝聚群众、引导群众要求，建
成 2400 多平方米的“和美邻里”新时代文明实
践综合体。该区通过建设城市书房，为周边居
民提供集生活、健康、文化、体育、心理、志愿服
务等于一体的公共服务与个性化服务，打造了
友好和谐、共生发展、相互促进的志愿服务“15
分钟生活圈”。

让公共阅读融入百姓生活，让生活中多几
分书卷气、文化味，成为茌平社区居民生活新时
尚。

阅读成为生活新时尚

11月4日，茌平“董庄中堂画”第十三代传承人董友环（中）正在指导学员
练习绘画。茌平“董庄中堂画”已传承400余年，该画技法以工笔为主，擅浓墨
重彩，色调鲜艳，画幅适中，在我国北方民间有较大的影响力。2016年3月，茌
平“董庄中堂画”被正式列入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 马林文

■ 朱士法

朱玉臣，是我在聊城地区纪委工
作时的老领导。1928年8月出生，1946
年参加工作，194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90年12月离休，离休前任原聊城
地区纪委委员。

早就听说，朱玉臣同志曾有一段
在聊城评剧团工作的经历。他长期从
事党务工作，从未接触过文艺，也没有
文艺的特长，怎么阴差阳错地在文艺
界工作了几年呢？带着这个疑问，近
日我对他进行了“采访”。

9月2日上午，我敲开了朱玉臣同
志的房门，一进屋，坐在沙发上的朱玉
臣急忙站起来迎接。没想到 95 岁的
他，身体仍很硬朗，除了视力稍差以
外，耳不聋、口齿清楚、大脑反应灵敏，
说起话来思路清晰。

坐定后，我说明了来意，他笑着
说：“这都是50年前的事了，具体情节
已记不清楚，只能说个大概。”于是他
打开了话匣子，谈起了他在评剧团的
那段日子。

1970年10月，朱玉臣同志从聊城
地革委政治部调到聊城大笛子剧团任
党建领导小组组长。那个年代强调突
出政治，实行“外行管内行”，加强党对
文艺团体的领导。可是他只待了两个
月，大笛子剧团就解散了，他又被调到
聊城地区评剧团，任党支部副书记。

聊 城 地 区
评剧团，其前身
是天津宝记评
剧社，后改称大
众 评 剧 团 。

1955年聊城专署与天津市协商，将剧团
划归聊城，称聊城专区实验评剧团。
1963年，评剧团进京演出《八一风暴》，
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成了
聊城评剧团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朱玉臣同志说，1971 年正月初六
正式到评剧团上班后，接到一个外出
学习的任务。他带领几名业务骨干，
去北京学习中国评剧院演出的《智取
威虎山》。他们除了现场观摩看戏以
外，还与中国评剧院有关人员进行座
谈，进行具体的交流学习。从北京回
来后，全团就投入到紧张的唱腔设计
和排练中去。

评剧，流传于中国北方，是由民间
小戏发展起来的，它反映社会现实，演
唱形式简单，通俗易懂，深受老百姓的
喜爱。但武戏剧目很少，评剧团缺少
武打演员。因此，他们就从已解散的
大笛子剧团招来几名武功好的演员。
经过四个多月的紧张排练，于当年5月
在聊城正式演出。

《智取威虎山》在聊城演了近半年
的时间，后来剧场上座率越来越低，因
移植的样板戏，唱腔是参照现代京剧
改编的，按照文艺创作“三突出”的原
则，改编后的评剧“老味”少了，有的地
方还带点京戏味，唱起来有点“四不
像”，再加上观众都熟悉了样板戏的唱
腔，对改革后的评剧不好接受。这样
下去，大家觉得没有前途。在一次赴
德州演出时，听说山东省话剧团正在

济南机床二厂演出《南征北战》，于是
朱玉臣赶紧带人前去观看。看后，他
问随行人员：“你们说这出戏咱们能排
吗？”大家说：“能排。”于是他们就托关
系弄来了剧本，开始排评剧《南征北
战》，演出后，效果不错。

1972 年元旦期间，地区民政局要
到济南慰问在聊下乡的知青家属，剧
团应邀到济南演了一场。在济南期
间，山东吕剧团正在演《杜泉山》，评剧
团派人去看，看后觉得这出戏不错，可

以排。可没剧本怎么排？那时，剧团
演出的剧本一般不会往外传，他们就
托关系找到吕剧团乐队的一位同志，
偷偷借来剧本，几个同志分工整整抄
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将剧本送还。

从济南回来后，剧团立刻投入到
编排《杜泉山》的工作中。因快到春节
了，经剧团研究，春节前排好，春节放
假。那时剧团演出任务重，剧团的工
作特点是越过节越忙，很少放假。大
家听说今年能跟家人过个团圆年了，

很是高兴，排新戏的劲头更足了。
朱玉臣同志回忆说，那时排戏，剧

中唱腔先由演员自己设计，再由导演
组审定。记得杜妈妈“摆伤疤”一段，
导演对演员的设计不满意，认为现代
戏还是老腔老调不合适，得改。为此，
双方发生争执。朱玉臣说，你们别争
了，先排着，看看观众反应再说。1972
年3月，评剧《杜泉山》在聊城新华舞台
正式演出。没想到，这一唱段演出效
果最好，观众掌声一片。朱玉臣深有
体会地说，评价一出戏的好坏，关键要
看老百姓的喜爱程度。

朱玉臣说，聊城评剧团的剧目之
所以观众爱看，不得不提到台柱子筱
佩珠。筱佩珠，原名翟惠贞，9岁学戏，
14岁挑大梁，擅长青衣、花旦。她扮相
俊美靓丽，唱腔细腻委婉，韵正味足，
表演以情带形，玲珑传神。在几十年
的艺术实践中，她凭着扎实的基本功
和不断积累的艺术修养，广收并蓄，勇
于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在京津冀鲁大地久负盛名，在聊城更
是家喻户晓。

朱玉臣说，在临清演出期间，有一
天晚上，发现这一场的观众与往常不
一样，大家不专注看戏，而是不断低头
写着什么。后来一打听，原来是河北
省的四个剧团结伴来学戏。

《不平静的海滨》是聊城评剧团那
几年排练最成功、演出效果最好的一
出戏，几乎是场场爆满，追着要票的更

是络绎不绝。有的人已经看过两三遍
了，还会跟着挤场子。那段时间成为
聊城评剧团又一“辉煌”时期。

朱玉臣同志回忆说，那个年代剧
团的演出条件很差，演员非常辛苦。
不管春夏秋冬，演职人员都睡在剧场
里，冬天没暖气，夏天没风扇，自己做
饭吃。运输的车辆是从汽运公司租来
的大货车，底下放盛演出服装、道具的
箱子，上面是大家的被褥行李，在上面
坐人，再加上那时的公路路况不好，很
不安全。在剧场演出，三九天，台下观
众穿着棉衣还冷，台上演员因剧情需
要穿着单衣，有时冻得发抖，下了场马
上披上棉衣。夏天演出，本来天气就
热，再加上灯光的照射，舞台上温度更
高。特别是演《智取威虎山》时，扮演
杨子荣的演员穿着皮大衣，一场戏下
来，内衣全湿透了。还有平时的基本
功训练，每天早上很早就要起床喊嗓
子，回来后练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点不假，
就是这样。舞台上，演员们的精彩表
演令台下的观众奉上阵阵掌声，是因
为背后付出过无数汗水、经历过常人
难以想象的辛苦。

朱玉臣说：“1973年8月，由于落实
政策，我被调回聊城地革委政治部组
织组任副组长。1979年地委纪委恢复
成立，任地纪委委员兼审理科科长，直
到离休。”

朱玉臣同志共在评剧团待了3年
多的时间，在人生的长河中，虽时间不
长，但那段日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如今已95岁高龄的他，谈起来仍历
历在目，如数家珍，他的记忆力实在让
人佩服！

朱玉臣：我在聊城评剧团的那几年

11月7日，在高新区文轩中学“双减”课堂上，同学们正在跟老师学习啦啦
队舞蹈。自“双减”政策实施以来，我市中小学积极开展各类社团活动，拓展学
生知识面，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真正实现“五育并举”。 ■ 吴建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