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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农民拍了30部戏曲电影

解码一个乡村剧团的复兴之路
记者 李静 刘志坤 徐宁 济南报道

20岁小伙辞职回村
当乡村剧团团长

采访当天，记者正赶上蟠龙梆子剧团
一次特别的演出。韩克穿着一件白褂子，脚
上蹬着一双布鞋，对演出的孩子们反复叮
嘱。当10岁的小侯扮上妆，戴上白胡子，登
台唱起戏时，韩克似乎看到了年少时的自
己。

1987年，韩克出生于济南市钢城区辛
庄镇下陈村，这里是蟠龙梆子传唱的土壤。
每逢年节，剧团下乡演出时，他就去看戏，
然后钻到剧团里学着拉弦子。在这个农民
剧团里，流传着“定定弦学三年”的说法，因
为拉弦的人不识谱，全靠口口相传。

2002年，韩克开始跟着老团长学唱戏。
剧团缺演员，尤其是女演员，韩克个子矮，
于是唱戏之路便从女角开始了。他回忆起
来，学戏似乎也是“土”办法。

2004年，老团长的岳父生病，没有时间
组织演出，就让剧团最年轻的韩克当代理
团长。“说是代理团长，其实主要是跑腿，当
时没有电话，要挨家挨户去叫人。”

剧团要生存，钱是摆在面前最要紧的
现实难题。困难的时候，村里老人卖葱卖
蒜，捐钱给剧团。还有演员拿出卖猪的1600
元钱，帮剧团渡过难关。

2007年，剧团只剩下11个人，收入没有
保障，剧团濒临散伙。当时韩克在外地打
工，逢年过节回村组织演出，但难以为继。
老演员伤心落泪，“你要是不干了，这个团
就真没有希望了。”思量再三，韩克放不下，
决定辞职回村，接下剧团。

对于韩克的决定，母亲是第一个反对
者。父亲去世早，母亲希望韩克有体面的工
作，而韩克回来意味着投入一个希望渺茫
的行业。要想让剧团活下去，在所有人看
来，这都不可能。

养牛的、养羊的农民
陆续成了“角儿”

其实，韩克作出这个决定并非一时冲
动。他知道，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吸收新
人，如何创造收入，如何让剧团活下去。

2007年，韩克决定举办第一届农民歌
手大赛，以此吸引年轻人加入剧团。办活
动，钱是最大的难题。他认为，必须打造一
种模式，否则很难长久维持下去。韩克想到
了拉赞助。由于剧团知名度不高，他年纪又
轻，没人愿意信任他，跑了一个月才拉到
5000元赞助。

第一届农民歌手大赛举办时，附近有
百十号村民参与其中。开小卖部的李凤芹
挤上舞台，获得优秀奖。从那以后，她进入
剧团，一直到现在仍在演出。农民歌手大赛
的成功给了韩克很大的信心。“一方面，我
们探索了一种新模式，以冠名的形式解决
活动资金需求。另一方面，吸引了很多年轻
人参与。”

后来，养牛的、养羊的、种地的农民陆
续走进这个乡村剧团。

刘二宝今年40岁，是开拖拉机的一把
好手。2009年，他加入剧团。刚开始他在剧
团干力气活，搭建舞台、调音响，后来在幕
后跟着台上的演员学唱戏。即便农忙的时
候，遇到剧团突然要演出，他也会放下拖拉
机赶过去，“救戏如救火”。有时外出演出，
二十个人一盆菜。刘二宝说：“难得干不下
去的时候，就想改革创新，探索一条适合我
们这伙农民走的路。”

吸纳年轻人之后，拍戏曲影视剧是韩
克要走的第二步。他做过市场调查，很多影
视剧都以光盘的形式出现在农村大集上，
所以他想把蟠龙梆子变成影视剧，走向市

场。当时，韩克身边的声音不断。“一帮农
民，又得导又得演又得拍，还得剪辑，还想
形成作品，走向市场。这完全是天方夜谭，
绝对不可能。”

一群农民自编自导
自演戏曲影视剧

要拍戏曲影视剧，在技术方面，韩克并
不发愁。“我过去干测绘工作，能熟练操作
电脑，所以我觉得剪辑调色都可以完成。”

为了解决配乐问题，韩克想尝试电子
音乐。面对全英文的教程，他边查边学。片
子拍完，韩克到音像店打广告，去大集卖光
盘。他告诉老乡，这是一群农民自编自导自
演的影视剧，但没人愿意相信他。于是，韩
克开着车，拉着电视机，在大集上放映。最
终，第一部戏曲影视剧取得的反响不错，剧
团收入5万元。

在这个过程中，一群农民逐渐成长为
演员。韩克说：“很多人排练的时候表现很
好，但面对镜头就打怵，说话都变味儿了。
所以我就让他们适应，适应到忘掉镜头的
程度。”

韩克说，有时发了剧本，演员们背过台
词之后反而会生硬。后来，他干脆只写故事
梗概，让大家理解剧情，理解角色，创造台
词。

第一次演戏的时候，刘二宝一句台词
拍了一下午。后来，他学着去模仿，去领会。
剧团拍摄电视连续剧《二妮的山村梦》时，
刘二宝当上了主角。这部剧总共17集，拍了
11个月。刘二宝读书少，有的字不认识，所
以在片场时，常常看到他带着新华字典逐
字查询。演戏演上瘾了，2019年，刘二宝干
脆关了自己的婚庆店，成了剧团全职演员。

“只要是热爱，一切皆有可能。”
随着影响力的提升，剧团信心在增加，

演出机会在增加，收入也在增加，有时一年
能演出600多场。与此同时，压力也在增加。
韩克开始卷入舆论风波。“很多人说我们是
跳梁小丑，难登大雅之堂，要想走上大舞
台，不可能。”

制作30部“龙标”电影
踏上国际舞台

韩克说：“我想让大家知道，农民一样
可以有追求，一样可以有梦想，一样可以干
大事。”

剧团面临转型的情况下，2017年，这群
农民开始研究微电影的拍摄制作，后来又
尝试拍摄戏曲大电影。

今年28岁的李嵘伟，家里养着4头牛，
平时在工厂上班，有空就跑到剧团演出。他
从跑龙套变成主角，有时还会演一些丑角。

“上班是生活，演戏是梦想。”就这样，一群
农民走上电影之路。现在剧团全职演员有
十几人，参演过的老乡有上万人。过去，剧
团拍戏，会有一群人围观。现在拍戏，在村
里已经不是稀罕事儿。放羊的老人遇到剧
团拍戏，会先把羊赶过去，怕镜头穿帮。

其实，戏曲电影的剧本创作难度大，排
练难度大，拍摄周期长，收入还少。韩克坦
言，“戏曲电影属于冷门，市场有限，但是还
要坚持，因为热爱。”

到现在为止，剧团已经拍摄制作完成
30部国家电影局公映许可的（龙标）电影。
这个乡村剧团，获得多次国内奖项，戏曲电
影《崖上人》甚至走出国门，获得国际大奖。
韩克说：“我们挺直了腰杆，没有人能小看
这帮没学过电影的农民。”

目前，剧团正在打造两创性标杆作品，
并探索山东梆子、吕剧戏曲电影的生产。下
一步，还将继续创作，真正走向全国，唱响
世界。

对于未来，韩克觉得乡村剧团还有更
多可能。

韩克和他的乡
村剧团，经历过N
次不可能，又创造
了N+1次可能。

在济南市钢城
区蟠龙梆子剧团面
临解散之时，韩克

和一众养牛的、养羊的、开拖拉机的农
民白手起家，“救活”蟠龙梆子。

带着对这个农民乡村剧团的
好奇，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蹲
点蟠龙梆子剧团，解码剧团的“出
圈”之路。

▲蟠龙梆子剧团的演员们正在准备拍戏。

▲剧团团长韩克带领一群农民自编自导自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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