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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戏曲曲电电影影作作为为中中国国独独有有的的电电影影类类型型，，既既是是传传统统戏戏曲曲的的
影影像像化化延延伸伸，，也也是是地地方方文文化化走走向向全全国国的的桥桥梁梁，，潍潍坊坊的的戏戏曲曲
传传统统亦亦为为电电影影创创作作提提供供了了养养分分，，吕吕剧剧、、茂茂腔腔等等地地方方戏戏质质朴朴
的的唱唱腔腔与与伦伦理理叙叙事事，，与与戏戏曲曲电电影影““寓寓教教于于乐乐””的的宗宗旨旨不不谋谋
而而合合，，潍潍坊坊成成为为戏戏曲曲和和电电影影文文化化交交融融的的见见证证者者与与参参与与者者。。

戏戏曲曲电电影影：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
是中国戏曲电影黄金时期。
“文化大革命”后期，山东有三
个地方戏曲到北京调演获得好
评，其中两部来自昌潍地区，
且都是吕剧，即《半边天》
《管得好》。长春电影制片厂
选中《半边天》，上海电影制
片厂赵焕章导演了《管得好》。
  1972年，郝湘榛根据临朐
县李家庄团支部的真实事迹，
创作快板剧《半边天》，剧中
妇女队长常金凤组织妇女插
秧，与满脑子封建思想的生产
队长展开博弈，最终以劳动实
效证明妇女能力。参加省会演
时被省吕剧团看中，改编成吕
剧，并在1975年由长春电影制
片厂搬上银幕，剧本作为单行
本发行，印数3.5万册。片头
出现的署名中“根据临朐县业
余创作组同名快板剧 山东省

吕剧团改编”字样，并不见郝
湘榛的名字，直到1979年平
反 ， 他 的 名 字 才 逐 渐 浮 出
水面。
  吕剧电影《管得好》，编
剧是平度县业余创作组，由辛
显令执笔，赵焕章导演，1976
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将其拍成
电影。影片讲述了“文化大革
命”中，联中老师李成文把自
己的孩子锁在家里读死书，参
加管理学校的贫下中农组长张
奶奶，坚持开门，鼓励孩子砸
锁，参加社会活动，并帮助李
成文纠正“智育第一”的认识
偏差。影片带有明显的时代局
限性，刚上映不久，又因“文
化大革命”结束而淡出人们的
视线，但其吕剧艺术值得珍
惜。同时，辛显令、赵焕章正
是因为此次合作，才有了后来
《喜盈门》的合作。

  吕剧在潍坊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潍坊为《半边天》《管得好》的诞
生提供了深厚的艺术滋养。
  《半边天》主演杨瑞卿（饰生产队长
刘建德）是从潍坊走出去的吕剧名家。他
1949年加入潍坊特别市文工团，后成为
山东省吕剧院元老，其浑厚的唱腔与质
朴的表演为角色注入了鲜活生命力。创
作过程亦浸润着潍坊地域特色，郝湘榛
在临朐县文化馆的茅棚中完成剧本初
稿，采风素材多来自潍坊农村的田间地
头。电影上映后风靡全国，和几部电影
样板戏“等量齐观”，“半边天”一词因
该剧风靡全国，最终被收入《现代汉语

大辞典》，成为妇女地位的代名词———
这一语言符号的诞生，正是潍坊乡土文
艺对中华文化的独特贡献。
  《管得好》影片中并未标注“昌
潍”字样，但唱词中的“胶莱河”又明
确交待了故事发生地。再细究其文化肌
理，也能发现与潍坊千丝万缕的关联。
在演员构成上，剧组特邀昌潍地区吕剧
团演员参与配唱，其特有的“潍县腔”
为唱腔注入别样韵味，“你怎么不动
弹”“正在为发言稿作憋子呢”“仰起
脖子横起腿”“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等
台词，恰是潍坊地区方言俗语的直接
移植。

  茂腔电影《红高粱》是中国首部以
潍坊地方戏茂腔作为载体的戏曲电影，
有浓浓的传统文化气息，歌颂了中华民
族同仇敌忾、勇于战胜一切侵略者的大
无畏精神，体现了高密人勇敢、淳朴、
善良的传统美德。影片将莫言的经典小
说《红高粱》与高密本土文化深度融
合，既是一次艺术创新，也是对地域文
化的现代化表达。
  《红高粱》的故事根植于高密东北
乡，莫言的原著小说以浓烈的乡土气息
和抗战叙事闻名。2014年，潍坊市率先
将这一题材搬上茂腔舞台，由莫言担任
编剧，创作了八场现代茂腔戏《红高
粱》，在第五届红高粱文化节首演并广
受好评。为进一步扩大影响力，高密艺
术剧院与央视合作拍摄戏曲电影版，于
2017年10月在高密红高粱影视城开机，
2018年5月19日在央视戏曲频道《九州大
戏台》成功首播。影片由国内著名戏曲
导演许玉琢担任导演，高密市艺术剧院
茂腔少年班毕业的青年演员担任主演，
别淑君饰演九儿，陈福涛、孙亚东分饰
余占鳌、刘罗汉。

  影片在内容上尊重原著，以茂腔唱
腔为核心，既保持高密茂腔曲调质朴自
然，唱腔委婉幽怨、通俗易懂等特点，
又在表现形式上大胆尝试，突破创新，
强化戏曲电影的趣味性和观赏性。例
如，高粱地野合一场戏中，九儿的唱段
既保留了茂腔的悲怆婉转，又通过蒙太
奇手法强化情感张力，传统戏曲与影像
语言由此创新结合。
  拍摄地选在高密东北乡的单家大院
及红高粱地，真实还原了原著中的场
景。剧组还邀请当地农民参与拍摄，如
颠轿、酿酒等民俗场景，通过镜头语言
展现高密的风土人情。此外，影片对
“十八里红”酒的酿造过程、婚丧嫁娶
的仪式细节等，均以写实手法呈现，强
化了文化真实性。
  “复仇烈火”一场中，九儿牺牲
前，高粱地边上号召乡亲抗日的场景，
独白以茂腔唱词“是中国人的端起碗，
喝了这碗高粱酒，哪怕他天塌地又陷”
呼应原著精神，既是对历史的致敬，也
是将个人悲剧升华为民族精神的集体
呐喊。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茂腔
长期面临观众流失的困境。茂腔电影
《红高粱》以高密的土地为纸、茂腔的
音符为墨，通过实景拍摄、电影剪辑等
现代视听表达，为传统戏曲在当代的突
围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影片在央视播出后，高密的红高
粱、单家大院、茂腔艺术等文化符号通
过银幕走向全国。别淑君、陈福涛等年
轻演员因演技精湛成为茂腔新生代代表
人物，推动了剧种的传承。

  正如莫言所言：“红高粱是土地的
象征，茂腔是土地的声音，两者的结合
让文化有了根。”这部戏曲电影不仅是
一部艺术作品，更是一场文化实验，证
明了地方文化唯有扎根乡土、拥抱创
新，方能生生不息。
  2025年4月，“京剧电影工程”展映
发布会举办。北京国际电影节已连续十
年举办“京剧电影工程”展映活动。两
个甲子的岁月轮回，戏曲电影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书写了新的时代注脚。

潍坊吕剧 特殊年代两度搬上银幕

潍坊元素 为两部影片提供艺术滋养

茂腔电影 红高粱彰显高密地域文化

戏曲传承 视听技术赋予唱腔新的生命力

吕剧电影《半边天》视频截图

吕剧电影《管得好》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