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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剧《李二嫂改嫁》从1954年问世并在当
年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中获奖以来，到现在过
去了71年，依然站立在舞台上，成为吕剧经
典。这部戏如润花之春雨，溉稻之清渠，滋润
着人们（特别是妇女们）的心田。
  有人说，一部戏，救了一个剧种，此言
不虚。
  我看过郎咸芬版的李二嫂，看过郎咸芬弟
子高静版的李二嫂。2月22日晚，我又在山东
省吕剧院百花剧院看了高静弟子李佳欣版的李
二嫂。27岁的李佳欣身上明显有郎咸芬和高静
的影子，在表演风格上，她根据自己的理解和
感悟又有了新的呈现，让人耳目一新。
  这个“青春版”制作团队的耐心和从容，
让我感到欣喜。可以说，他们为观众带来了沉
浸式的观剧体验。除了扮演李二嫂的李佳欣，

还有扮演张小六的陈明、扮演天不怕的张启
腾、扮演李七的程栋梁、扮演张大娘的刘晓
雪、扮演妇救会主任的任婧、扮演刘大娘的李
佳蕾、扮演小青的孙淑媛等，都很在状态，一
招一式演得很到位。幕后的保障团队，也是精
益求精，舞台布景简洁而富有现代感，灯光音
响效果出色，服装设计既保留了传统吕剧的特
色，又融入了时尚元素，使舞台氛围更加接地
气，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生动。
  传承，是在演出状态上传承，在精气神上
传承，在细节上传承，在味道上传承。经典和
非经典，其实就差那么一点点。一个剧团、剧
院的风气，来自传承；一个剧团、剧院的底
气，也来自传承。传承如空气一样，是剧团的
生命。而要保持剧团的活力，就得让经典剧目
在好的风气熏陶下，始终耀人眼目。山东省吕
剧院启动青春版《李二嫂改嫁》排演工程，由
剧院青年演员担纲主演，由剧院优秀资深演员
口传心授保驾护航，是吕剧经典剧目传承、艺
术人才培养、梯队接续建设的重要实践。我为

之点赞。
  犹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和同事到郎咸芬家
采访。郎咸芬说，自己刚开始演李二嫂的时
候，是17岁，她从小在城里长大，没睡过火
炕，没见过碌碡，什么叫“打场”，什么叫
“上鞋”，一概不懂。更没谈过恋爱，要演寡
妇，那可真是个挑战。她主动提出到博兴县一
个寡妇家里体验生活，她讲了怎样帮着挑水、
做饭等等，慢慢走进了寡妇的精神世界，也就
靠近了“李二嫂”的角色。她讲到细节的事，
比如李二嫂为张小六做鞋纳鞋底的细节，针线
怎么走、手拿针的幅度多大，都得拿捏好。针
纳鞋底，纳两针要把针在头发上蹭一蹭，为啥
这样呢？是利用头发上的油脂来润滑针尖，减
少针与布料之间的摩擦，从而使针更容易穿透
布料，达到省时省力的效果。这都是从生活里
搬过来的细节。细节，往往容易忽略，戏，需
要细。她还讲，你演了一段，下台候着，不是
闲着，而是一直在台下跟着剧情演，看着台上
的剧情，等上台了就很自然，而不突兀。如果

你下了台，就走神，等再上台，角色也就跟着
走了神。这叫生活在角色中。郎咸芬一边说，
一边比划，一边唱，一个老艺术家对吕剧的深
情由此可鉴。
  经典如春雨，它不似夏雨的滂沱，也不似
秋雨的萧瑟，更不似冬雨的冷冽。细密的雨脚
让大地滋润，而细密的雨脚都是看似随意，却
滴滴到位的，润物无声，却滋养万物。如春雨
般的经典以其细腻、柔和而富有生命力的品性
渗透到人们的思想和情感深处，激发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换句话说，就是让文化
得以传承，让思想得以延续，让心灵得以丰
盈。比如《李二嫂改嫁》，虽然初创时启蒙妇
女的价值已淡去，但记录妇女解放的艰难历
程、挣脱束缚自由的枷锁、维护做人尊严的思
想等精神颗粒还在闪光，而且越来越有光泽。
  沉浸于一部戏中，是一种幸福，像迎接仰
面的雨丝。看着青年演员们在舞台上尽情表
演，一步不省，一腔不落，一丝不苟。我心生
敬意。

经典如润花之春雨
□ 逄春阶

与“忠魂碑”沆瀣一气

　　“奉纳”石与“忠魂碑”是沆瀣一气
的侵华物证。
　　1934 年，日本人在今槐荫公园附近为
纪念其侵占济南时丧命的157 名侵华日军修
建了“忠魂碑”。“忠魂碑”是一座四棱
尖顶的石质碑塔，与1916 年日军在青岛太
平山西麓建造的“忠魂碑”外形相似，同
属欧洲直线派建筑造型。

　　在日本，神社和寺庙里常常可以见到
刻有“奉纳”二字的碑刻，表示此物是为
善男信女祭祀而设。有些地方放着凿如盆
状的石头，内中盛水，供祭祀前净手。一
到重大节日，日本侨民、军人便到“忠魂
碑”前参拜。济南的“忠魂碑”在抗战胜
利后被民众重修为“中国抗战阵亡将士纪
念塔”，后在1949 年改造公园时被拆除。
而这块“奉纳”石，则在数次迁移中，得
以保存。
　　日本人为何要为侵华丧命的157 名日军
立碑？根源是他们认可侵略的正当性。实
际上，这类纪念碑的存在与设立，是基于
扭曲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即通过美化侵略
行为以及将参战人员神圣化来为其军事行
动正名。
　　为何日军自觉“师出有名”？这还得
从时局入手分析。
　　1928 年，奉系军阀张宗昌盘踞济南。
济南作为扼守京津南大门的重镇，同时也
是南京和天津之间的最大城市，在政治上
和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凸显出来。
　　济南开埠后，中外商民来济南经营者
越来越多，工商贸易日趋发达，德、日、
英、美、意等国都有人来从事贸易活动。
其中，在济南的日侨约有2000 人，日本在
济南还设有领事馆。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施新大陆政策，
不想让国民党军队染指东北三省，以保住
日本侵略者从北洋军阀手中取得的巨大权
益，并进一步胁迫张作霖、张宗昌等旧军
阀，以便从他们手中谋取更多、更大的权
益。所以，日本继1914年第一次出兵山东
后，决定再次出兵山东，抢占济南，阻止
国民革命军北伐。
　　1928 年 4 月 19 日，日军第六师团5000
人打着“保护帝国臣民”的旗号在青岛
登陆。
　　此时，张宗昌见蒋介石率北伐军来攻
山东，便派参谋长金寿良到青岛请日本快
发救兵。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进占青
岛后，正愁没有进兵济南的借口，见张宗
昌前来求援，便满口答应驱赶北伐军，扰
乱革命军的后方，但要求将青岛、济南、
龙口、烟台等地都交日军负责“防守”。
张宗昌眼看地盘不保，便答应日军的要
求。日军 4 月 2 5 日派先头部队向济南
进发。
　　日本侵略军被张宗昌引入济南，占领
了济南医院等地，并用沙袋筑起堡垒，设

置活动电网，不许华人接近。 4 月 30 日
晚，日本驻济南领事西田耕一和另一日本
军人，分乘插有日本太阳旗的两辆小汽车
到督办公署。午夜后，张宗昌及其亲信分
乘汽车十余辆，最前一辆插有日本太阳旗
开路，后随卫兵大卡车数辆，由督办公署
出济南西门驰向津浦车站，乘铁甲车过黄
河后，把黄河铁桥炸毁，即向天津方向
逃去。

罄竹难书的罪行

　　1928 年，日军在济南死
亡157人，而这与我方血淋淋
的伤亡相比，其侵略行径可

谓罄竹难书。
　　5月1日，北伐军进入济南，方振武被
任命为济南卫戍司令。此时，早已做好准
备的日军四处寻衅，随意捕捉北伐军的
士兵。
　　5月2日上午，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
十三团营长阮济民等人在经五路被日军堵
截后全部杀害。
  5 月 3 日，日军还将国民党交涉署包
围，强行收缴交涉署枪械。晚9时，又将战
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兼特派山东交涉
员蔡公时及署内职员共18 人捆绑毒打。蔡
公时据理向日军提出抗议，怒斥日军暴
行，竟被日军惨无人道地将耳鼻割去，继
又挖去舌头眼睛。日军将18 人剥光衣服，
鞭打后用机枪扫射，除一人侥幸逃出外，
蔡公时等 17 人惨遭杀害。从 5 月 3 日夜开
始，日军大举出动以搜索北伐军和便衣队
为名，沿街洗劫，疯狂屠杀中国军民。当
天，日军在商埠制造事端，残杀中国军民
1000余人。
　　5月4日，北伐军抓获13名走私鸦片的日
本毒贩，按照中国法律将他们处死。日本
陆军中将酒井隆借机再次给日本陆军省和
参谋本部拍电报，夸大事实，宣称日本无
辜侨民被杀害，并将人数扩大了20多倍。
之后，国民党军陆续撤出商埠区。日军得
寸进尺，继续扩大事态，不断增兵济南。5
月5日，除李延年、邓殷藩两团留守济南
外，其余国民党军队全部撤出济南。
　　 5 月 7 日，日方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
牒：(一)惩办华方反日高级将领；(二)立即
解除济南方面华军的全部武装；(三)维护中
日亲善邦交，禁止华方反日、排日及有伤
两国睦谊的一切宣传活动；(四)胶济铁路沿
线两侧与济南城关商埠在20 华里以内，不
准中国军队驻扎；(五)立即将辛庄、张庄兵
营全部让出，作为缓冲，便于严密监视华
军行动，并观察华方有无和平诚意。

护城河清水染赤

  有人会问，为何日军以较少伤亡拿下
济南城？其实在敌人向济南城发起总攻
时，守军遵令不予还击，敌人因此更加肆
无忌惮，曾采用恐吓手段，企图迫使守军
缴枪遣散。守军严词拒绝，挫败敌人多次
冲锋。

　　5 月 9 日下午1 点，日军向济南城发动
围攻，守军未予还击。傍晚，敌以炮火，
猛击南圩子门、杆石桥、林祥门、普利
门、柴家巷、迎仙桥、苇闸桥等多地。晚9
点，守军不得已，退入城内驻守。敌人跟
踪进入圩子墙及城关一带，并在顺河街西
城根各街放火，特别是西城根一条街全被
焚烧。这条街上的居民被杀死、烧死，无
一幸存。事后以这一条街受害最大，死人
最多最惨，全部建筑尽成焦土为由，改名
“五三街”，以志沉痛国耻。
　　5 月 10 日，日军选择城西北角攻城，
敌机大肆轰炸，西、南、北城门楼全被炸
塌，电线全被炸断。城里数处起火，军民
死伤遍地，自晨至午，飞机、大炮、机

枪、炸弹如狂风骤雨一般，凌
空而下，喊杀连天，一座美丽

的泉水之都，变作日本
帝 国 主 义 的

屠场。

　　城里守军九连连长郭德芳，排长宁桂
春、赵玉柱，机枪连长周长义，排长许增
杰、王克俭，炮兵排长程居安等，临时举
行简短的会议后，集合两个连及一个炮兵
排的全体士兵约三百人作战前动员———
　　“弟兄们，我们天天吃饭时唱的吃饭
歌‘这些饮食，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
民努力’。弟兄们，我们生为军人，死当
卫国。今天的事，日本人逼到我们实在忍
不下去，为国家为人民，正是我们牺牲报
国的时候了。我们不忍心，也不愿意亲眼
看到祖国河山破碎，我们束手就擒。本着
‘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精神和决心，
把父母生我的血肉之躯，与敌人拼一个你
死我活。”
　　讲话以后，全体官兵饱含热泪，走上
战场，以散兵战术，对付敌人的立体战
术，勇敢杀敌，无不一以当百。我方以机
枪构成交叉火网，以城西北角一个通心炮
楼的旧建筑物为依托，发挥大炮的威力，
击退敌人十次波浪式的冲锋，敌人伤亡颇
众。自5月8日到10日，相持三昼夜，城墙
工事虽然全被敌炮火毁坏，守军阵地仍坚
固如初。
　　 5 月 11 日，国民党守军奉命放弃济
南。李延年、邓殷藩的两个团分别由老东
门、新东门退出，向仲宫山地转移。日军
对突围部队进行围攻袭击，李延年团担任
后卫的排长杨冠英率全排士兵为掩护部队
突围，与日军展开白刃战，重创日军，东
门一带的护城河清水染赤。
　　此后，日军占领济南，开始抢劫财
物，焚毁建筑，强奸妇女，枪杀战俘，屠
戮百姓。而那些来不及撤出的北伐军伤病
员，也遭日军杀戮。据济南惨案被难家属
联合会的调查结果，中国平民死亡 6123
人，伤1701 人，财产损失难以估计。济南
惨案是日军全面侵华的一个前奏。史料
中，制造济南惨案的不少日军侵略者，也
参与了南京大屠杀。
  为巩固战局，日本海军以3艘巡洋舰、
2 艘驱逐舰和1 艘航母布局于青岛内外港，
将860 人的陆战队布置于青岛市区与四方、
沧口，还在芝罘、龙口、海州等口岸分别
配置战舰。
　　如此悲剧下，那块“奉纳”石犹如一
块永不愈合的伤疤，静静诉说着日本侵华
的深重罪孽与历史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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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卢卢昱昱

  在山东省立医院南门，曾

有一块呈浴盆状的黑色石头，

约一米半长、半米多高，其一

侧刻着繁体红字——— 奉纳。十

多年前，有专家考证其为日本

侵华的物证，认为这块石头曾

立在“忠魂碑”旁。

　　而今，本报记者发现一张

拍摄于1938年前后的照片，其

中“奉纳”石在“忠魂碑”前

方一侧立着。2月25日，记者

去山东省立医院实地探访时，

却寻觅不到这块石头的踪影。

这块见证日本鲸吞中国的“反

面教材”，不知何时能浮出

水面。

文旅演艺

与传统舞台之“界”
  据人民日报，春节期间，由张艺谋总导演的大
型驻场演出《无界·长安》改版启幕。此次重启历
经2年打磨、多次改版，主打中国元素与现代舞台
技术的融合。
  舞台上，秦腔、行鼓、霓裳羽衣舞、华阴老
腔、杖头木偶、面塑、兵马俑等文化遗产，与前
沿科技碰撞出震撼的视觉奇观；逼真的历史场景
快速切换，让观众化身“时空穿越者”，在不同
的场景中自由穿梭；戏曲、舞蹈、音乐、杂技、
民俗、武术等多种元素交相辉映，展现一个传统
又现代的长安城。可以看出，创作团队借助技术
深入传统文化与民俗宝库，再以当代审美重新编
码，当兵马俑在数字宇宙中起舞，当皮影戏穿透
幕布，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地域文化的光彩，更是
文化传承的活力。
  但围绕《无界·长安》也有一些争议，有人
认为其过于追求形式创新和技术展示，主题浮于
表面，缺乏艺术深度。这背后其实潜藏着对文旅
演艺与传统舞台艺术差异性的思索。当演艺从传
统的镜框式舞台走向与自然景观、人文古迹深度
融合的更大舞台，当表现形式从昔日的唱念做打
走向跨界融合，走向全息投影、虚拟现实带来的
沉浸，当观众从文艺爱好者变为更广泛的社会大
众，必将带来许多演艺新课题，包括但不限于技
术与艺术的平衡、视听效果与主题内涵的融合
等。技术的发展，审美的变化，改变着艺术的形
式，也改变着对艺术的评论。

以影载道

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据光明网，2025年电影春节档，刷新了中国影
史春节档票房和观影人次纪录。影片《哪吒之魔童
闹海》票房更是创历史新高。
　　电影是文化产业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化传
播的重要载体，承载着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对观
众思想观念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相对于短视频，
电影在作品精度和表达深度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优
势。好电影对内能凝聚合力，引导观众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对外是扩大文化影
响力、树立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
　　一直以来，电影都是一个国家对外文化输出的
重要媒介。中国电影应再接再厉，在创作上拓展题
材内容、丰富创作角度、深挖主题思想，创作出更
具中国精神的作品，肩负起承载中华文化走出去的
历史使命。要重视和引导现实题材作品的创作，把
当代中国人勤劳、坚韧、不屈不挠的品质展现出
来，把当代中国社会和谐、包容、充满勃勃生机的
面貌展示出去。中国电影要以影载道讲好中国故
事，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展示中国繁荣发展、民
主进步、文明开放的国家形象。

数字化

助推文化遗产“出圈”
  据中新网，走进古迹遍布的广东省中山市沙溪
镇圣狮村，坐落在惠来街的“阮家旧宅”“圣狮民
俗馆”“圣狮村史展览馆”等楼馆内，数字化的
“寻·展古村落”展厅吸引着八方来客，成为游客
的热门“打卡地”。
  “我们借助机器扫描和高清图片拍摄等技术，
对‘非遗凤舞’的表演细节特征进行全方位记录，
运用3D建模技术构建凤凰形象，设计开发凤舞的
文创产品。”相关负责人阿丽莎介绍，精心打造以
凤舞为原型的“凤凤”IP和以游客身份出现的“昱
昱”IP形象，通过这两个IP人物展开生动有趣的圣
狮村研学故事线。
  “在口述史采集、老照片数字化修复过程中，
村民们主动分享家族记忆，年轻一代通过短视频传
播村落故事，文化认同感在代际间自然传递。”阿
丽莎表示，数字化为圣狮古村落文化提供“云端备
份”，可视化则通过文旅融合、线上展览等形式，
推动侨乡文化遗产走向海外。

浙江“文化+”

如何融合发展
  据中国新闻网，在浙江，如何以“文化+”的
改革创新理念和方法，推动文化与科技、旅游、民
生融合发展？
  从2024年的“悟空一棒”到2025年的“哪吒闹
海”，这些充满创意与科技感的文化作品，不仅展
示了浙江文化产业的创新实力，也预示着“文化+
科技”的无限潜力。
  中国美术学院动画与游戏学院副院长宣学君受
访时表示，随着AI技术的进步，动画与游戏等文
化产业的制作效率和质量有望进一步提升，如何在
保持传统文化内核的同时，融入现代科技与全球化
元素，将是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核心课题。
  十余年前，位于浙江省之江文化产业带核心的
艺创小镇正式成立。除了《黑神话：悟空》外，动
画电影《长安三万里》《白蛇：浮生》等优秀作品
都诞生于此。
  如今，艺创小镇聚集了追光动画、时光坐标等
3000余家文创企业，构筑起了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
高地。
  而这，只是浙江“文化+科技”发展的剪影。
  随着数字化与智能化的快速发展，浙江积极探
索“文化+民生”的新模式，让文化成果更好地惠
及广大民众。
             （□ 卢昱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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