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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角

讲 述

郯马五大调，因流行于山东

省临沂市郯城县马头镇一带而得

名，又称“ 郯马调”“ 淮调”“ 五大

调”。它是一种古老的民间歌曲

演唱形式，其节奏平实徐缓、歌词

高雅隽永，多以叙事的形式发表

感 慨 或 讴 歌 自 然 风 光 和 人 间 真

情，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被当地

人誉为“老百姓的雅歌细曲”。

历经时代的变迁，郯马五大

调濒临失传的边缘。2008 年，临

沂市郯马五大调与日照市的满江

红合并为鲁南五大调入选第二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

日，笔者拜访了该项目的代表性

传承人杨新儒。

提茶倒水为学艺

今年 69 岁的杨新儒家住郯城

县马头镇建设街，是如今为数不

多的掌握郯马五大调唱法和伴奏

技艺的老艺人。谈起早年学习郯

马五大调的经历，他印象深刻。

上世纪 50 年代，山东临沂当

地 的 人 们 特 别 喜 欢 听 郯 马 五 大

调。那时无论春夏秋冬，只要不

刮风下雨，人们吃完晚饭就会跑

去听五大调。演唱五大调的艺人

们一般会在大树下或草棚里摆上

一个大方桌，放上小水壶和几个古

色古香的紫砂杯，泡上酽酽的马头

“大叶子茶”，便开始吹拉弹唱。自

幼酷爱音乐的杨新儒在这种氛围

的熏陶下，也对郯马五大调产生了

兴趣。他说，小时候总去离家不远

的胜利街李长义家门口听五大调

“演唱会”，那里常常聚集着许多五

大调的爱好者，他们敲碟、碗，拉二

胡、月琴等乐器，伴着优美的唱腔，

吸引着附近的乡邻。

有时候，杨新儒也学着艺人们

的样子哼哼几句，还有板有眼的，

艺人们都说他是个好苗子，如果好

好学一定能有所成。可是说归说，

刚开始却没有人教他。他只好想

着法子讨他们的欢喜，看谁的茶喝

得差不多了，就赶紧再给倒上，毕

恭毕敬地端到面前；家里有什么好

吃的，也偷偷地拿来给艺人们。时

间一长，一些艺人就开始教杨新儒

演唱五大调，等他上初中时，已经

学会了五大调的所有曲牌。

道具击打并不易

据杨新儒讲，郯马五大调包

括《淮调》、《大调》、《玲玲调》、《满

江红》和《大寄生草》共 5 个曲牌，

其中又包括了“五景”“五盼”“七

多”“七赞”“八恨”等曲目。他先

学的是《淮调》这个曲牌，其中《耕

读渔樵》是他最先接触到的也是

他最喜欢的曲目。说着他便哼唱

起这支曲子，很快陶醉其中：“春

光好，春光明媚艳阳天，游春人携

琴带酒过前川，但只见桃红梨白

开色艳，满荒郊百草排芽色色鲜，

一行行绿柳垂金线，野鸟叫破杏

花天……”一幅幅优美的画面仿

佛就展现在眼前。他说，目前大

部分曲目已经失传。

杨新儒介绍说，郯马五大调

的演唱形式主要分为坐唱和群唱

两 种 。 坐 唱 有 演 唱 者 一 人 或 二

人，与伴奏者围桌而坐，伴奏以三

弦为主，其他乐器如二胡、柳琴、

月琴等，可增可减。群唱有数人

至十数人不等，部分演唱者手持

乐器，边演唱边伴奏。郯马五大

调的伴奏乐器有吹管乐器类如笛

子、箫、笙等，也有弦索乐器类如

二胡、四胡等，还有敲击器具类如

酒盅、碟子、碗、筷子等。“道具击打

的是节奏，不是曲调旋律。碟、碗、

筷、盅，任选其中两样都能击打伴

奏。”杨新儒说，“别看道具很简单，

可要真正学会伴奏却很难。”

他还说，如果按一天练习两小

时计算，目前传唱的16首曲目的击

打伴奏法也得两三年才能学会，要

达到熟练程度则需要下更深的功

夫。“这些曲子的伴奏一路顺下来，

两只手到底需要多少动作我也没

算过，反正特别多。练到一定程

度，击打与曲调浑然一体，到哪个

曲调，手指自然顺势击出，这就是

要想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

杨新儒说，道具击打时肢体的

舞动要具备美感，要达到这一境

界，就算有悟性的人没有两三年功

夫也不可能做到。“我年轻那会儿刚

开始学习道具击打，经常手指练得

抽筋，碗筷掉到地上，脑袋懵懵的，

歌词全忘了！为了学几个手指的配

合，我要练到深更半夜。为了练好

每种击打技巧，经常废寝忘食。”

一片痴心在传承

马头镇坐落在沂河岸边，明

清时代是著名的商业重镇，商贾

众多，店铺林立。据杨新儒说，郯

马五大调的形成有可能是南方的

客商把江浙一代的民歌带到了马

头，并与当地的风俗文化相结合

才形成的。当时，郯马五大调受

到广泛欢迎，许多人自发成立了

玩友社、乐合班、同乐会等班社，

商家和士绅也经常举办堂会，各

种庆典时也请艺人们前去助兴。

尤其是一些文人也很关注郯马五

大调，喜好自创新词和艺人们一

起演唱，从而推动了五大调的创

新和发展。在鼎盛时期，传唱的

人遍及整个鲁东南，甚至传播到

鲁北广饶、日照、连云港和济宁等

地。“文革”期间，郯马五大调的传

承受到严重影响，辉煌不再，保存

下来的曲目只有 180 首，但据杨新

儒说现在传唱的只有 16 首。

随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的不断推进，郯马五大调

的传承也受到了重视。2009 年，

杨新儒召集一些五大调的爱好者

在马头镇文化中心成立了郯马五

大调传承班，成员最大的 68 岁，最

小的 46 岁。传承班每 5 天举行一

次演唱活动，由杨新儒亲自教授。

刚开始资金缺乏，他便自己掏腰包

购买伴奏乐器。现在，杨新儒经常

带领传承班的学员们深入中小学

和厂矿企业演出，每到一处，都受

到热烈欢迎。2011年，杨新儒受郯

城三中邀请，担任该校音乐班学生

的郯马五大调指导老师。他高兴

地说：“能够为五大调培养新的传

承人，我真是太高兴了！”

谈到传承的困难时，杨新儒说，

郯马五大调的进一步发掘、整理和

传承都需要资金支持，希望政府建

立长效机制，加大扶持和资金落实

力度，提供强有力的经济保障。

“原生态”究竟是什么意思
高小康

近日，江苏大学 20 多名学生走进江苏省涟水县红窑镇，开始为期一个月的暑期见习活动。学子们将在

当地云锦企业学习云锦工艺，开展调研，在假日实践中增长见识、锻炼才干。图为大学生们在江苏涟水云锦

基地的工作人员指导下学习云锦编织技艺。 （新华社发）

“耕读渔樵”尽在歌中
——记郯马五大调代表性传承人杨新儒

柴继田 徐秀玲 刘新梅

浙江安吉：村民自建“百艺馆”

各 地

本报讯 由浙江湖州安吉县

鄣 吴 镇 上 吴 村 村 民自发建立的

“百艺馆”日前开馆迎客。这里展

出的根雕、竹椅、火钳、花龙船、跳

马灯等都是当地民间传统的手艺。

据介绍，该馆由当地 72 岁的

村民王季平倡导建立。在安吉，

很多人都是外地移民的后代，不

同地方的移民带来了不同的文

化。王季平说，上吴村 2000 多名

村民的祖先大部分是从安徽移民

过来的，几乎每家都有手艺人，他

们 讨 生 活 的 足 迹 遍 及 大 江 南

北。 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民间

手艺渐渐消亡，上吴村原本 18 个

行 业 的 手 工 艺 ，现 在 已 消 失 一

半。“我觉得有些东西应该保留下

来。”出于这个目的，去年 7 月，王

季平开始搜集藏品。他的想法得

到了村民们的热烈响应：马德荣

拿出了全套的木匠工具，都是清

代制品；吴天喜从自家的阁楼里

拿出了全套桶匠工具，也是清代

制品……就这样，王季平一共搜

集了 300 多件展品。据介绍，这个

博物馆全靠当地村民管理。“我们

最希望中小学生来参观，了解祖

先曾经拥有过的文化，也希望外

地人来看看，分享我们这个村子

以往的历史。” （黄 宏）

2006 年 7 月，中央电视台举办

的第十二届青年歌手大奖赛个人

赛中增加了“原生态”唱法比赛，

这件事似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原生态”这个

概念引起的歧义和争论。以前涉

及乡土文化时，常用的是“民俗”

“民间”或“民族”之类比较专业的

概念，如民俗文化、民间文学、民族

唱法等。而在民间艺术之外另起

炉灶讲“原生态”艺术，不但与民俗

文化概念相混，而且关于什么是

“原生态”、什么不是“原生态”也很

难明确区分。因此使用这个概念

似有故弄玄虚、炒作概念之嫌。

但不管怎么样，“原生态”受

到了意想不到的欢迎。许多专家

和 观 众 对 央 视 青 歌 赛 上 侗 族 大

歌、羌族兄弟组合等表演的韵味

独特的多声部唱法赞赏不已，大

多数人对那些乡土气十足的民间

歌手以及他们的演唱表现出高度

的兴趣甚至惊讶。不过，许多电

视观众乃至一些专家评委对“原

生态”表演的反应可能多少有些

误读的意味。比如用“美”或“美

妙”之 类 的 形 容 词 表 达 对“ 原 生

态”演唱风格的赞美，对许多民歌

的特征而言就未必是个准确的表

述。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

中描述自己听到民歌的感受时说

“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

听”，可否理解为他对民间艺术的

偏见呢？其实他的感受可能是很

正常的。那些因未经文人或主流

艺术家修饰雅化而被称为“原生

态”的民间艺术并非以艺术风格

的精致完美为特色，在许多情况

下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这些艺术

的 原 始、稚 拙、粗 野 或 者 毋 宁 说

“土得掉渣”，才使得它们受到古

典和现代艺术的排斥和挤压。当

这些几乎在普通人的艺术经验中

完全不存在的东西突然出现在国

家级的演出舞台和荧屏上时，可能

人 们 更 多 的 反 应 是 惊 讶 甚 至 震

惊。震惊过后又有人会质疑：这些

从乡野走上舞台的演唱还能算是

“原生态”吗？当杨丽萍的《云南映

象》受到类似质疑时她曾辩解说，

那些演员都是乡民，他们的表演完

全和生活中一样。尽管如此，还是

无法消除这种疑问。的确，离开了

乡土文化的生态环境，“原生态”这

个 概 念 还 能 否 成 立 真 的 是 个 问

题。如果再寻根究底地问下去：如

今能够见到的任何一种民间艺术

难道不都已经过了无数演变吗？

“原生态”文化究竟应该追溯到哪

里才算真正的“原”？

这些质疑看起来的确难以回

答 。 但 这 些 其 实 并 非 真 正 的 问

题。“原生态”的概念真正的意义

不在民俗学或人类学方面，而在

于文化发展观。它的提出是对当

代人的审美趣味与文化价值观念

的挑战。

如果人们的赞赏只是因为得

到了一种不同于惯常经验的新鲜

感受，那么这些乡土文化遗产可

能如同新的考古发现一样，意义

无非是唤起人们对逝去世界的想

象回忆，制造另一种怀旧癖，却不

能因此证明传统文化具有了新的

活力和传承条件。其实在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初起时，许多人就

相信所有保护的努力可能无非都

是临终关怀——让那些过去时代

遗留的文化如回光返照般呈现，

而后便逐渐消亡，最终以某种数

字化记录保存的方式入殓。

但实际情况有时并不那么悲

观。这些歌手被称为“原生态”，并

非因为他们是最原始的歌手，而是

因为他们的独特唱法并非经过专

业培训，而是他们生活的环境中传

承 至 今 的 乡 土 生 活 情 趣 的 一 部

分。第一次原生态唱法大赛中有

一对获得铜奖的歌手特别引人注

目，就是由四川电视台选送的四川

阿坝州羌族歌手仁青、格洛兄弟组

合。他们演唱的二声部复调酒歌

不仅声腔奇妙，更因质朴率真而诙

谐的表演令人忍俊不禁。他们与

其说是在唱歌，不如说是在展演自

己家乡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歌声散

发着远离当代生活的乡土气息。

生活在那种封闭空间的人们

也希望改变他们的生活，希望走

出大山看到外面的世界，这似乎

证明了乡土文化的必然消亡。然

而当歌手们在外面取得成功后却

出现了一些变化，仁青和格洛成

了村里人的榜样，这里的年轻人

又开始爱上自己祖先的歌了。这

里好像出现了一个悖论：乡土文

化变成表演活动似乎意味着传统

文化生态的破坏，而恰恰又是这

种表演唤起了乡民对自己文化的

自豪。仁青和格洛看到外面五光

十色的世界后希望把自己的孩子

也带出去生活，但他们的成功也

影响了世界对传统乡土文化的认

知和评价。羌族多声部演唱在音

乐专家看来可能是一种独特的歌

唱技巧和美学风格，而对乡民来

说，这种评价意味着对自己文化

的价值和尊严的肯定。

原生态演唱只是非物质文化

遗产中的一类个案，但它对社会

以及对相关文化群体所产生的影

响表明，在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形态背后是由相关文化群体的

生活历史、观念和情感认同构成

的完整文化生态。尽管这种乡民

文化生态在现代化、城市化的冲击

下正在衰微和转型，但改革30年来

的历史已证明，那种消灭乡土文化

的城市化发展是不切实际的。农

村还有几亿人在坚守，进入都市的

农民工的归属感还在乡村，这个现

实决定了农村文化生态仍然有继

续存在的可能。更重要的是，人们

在现代化的危机中开始反思和回

顾，传统乡土文化的原生态活力所

具有的情感魅力在这种思潮背景

下逐渐呈现。乡民的传统民间艺

术和民俗活动被当代都市人重新

发现和欣赏，乡民们固然变成了被

凝视的对象，但同时也是他们从镜

像中重新发现乡土自我、重新寻求

身份认同的契机。

（作者系中山大学教授、中山

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

心副主任）

杨新儒在教授学员伴奏技巧

本报讯 近日，安徽省黄山市

徽州区的工艺美术大师俞日华将自

己精心编制的一款贡篮和两只精美

的竹编贡盘捐赠给安徽省博物馆。

据介绍，徽州竹编选料考究，

用高档油漆作胎，选用冬竹细丝精

编。“别看这么小的一个竹篮，一个

人要耗时三四个月才能完成。”

俞日华说，自己正在为这项古老

技艺寻找传人，也希望这些传统

工艺品能让走进博物馆的人感受

到它们的美。 （聂芊芊 王素英）

本报讯 第十届中国民间文

艺山花奖·民间艺术表演奖（民间

绝技绝艺）金银奖评奖活动暨国

际绝技绝艺展演近日在贵州省

松桃苗族自治县举行。来自我

国 16 个省市以及德国、南非等国

共 21 支 表 演 队 的 205 名 选 手 进

行了角逐。

此次活动内容包括“斜走大

刀”“枪尖舞蹈”“刀山降龙”“刀床

破石”“秤杆提米”等 50 多个惊、

险、奇绝技绝活，旨在展示民间技

艺魅力，推进民间文化资源开发，

促进民族文化旅游事业发展。

据介绍，贵州松桃县的苗族

群众自古以来就有练武强身的习

俗，后来逐渐形成被称为“绝技绝

活”的防身健体艺术。 （曾利明）

近日，“阳光皮影”——文化遗产保护教育亲子活动在北京什刹海

皮影主题酒店举行。“阳光皮影”是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推出的新一

期文化遗产保护教育亲子活动，通过家长与孩子们共同观看皮影戏、

亲身演绎皮影戏，来增加他们对民族传统艺术的热爱。图为一位家长

正和孩子一起体验演绎皮影戏。 新华社记者 肖 潇 摄

《青海地方曲艺探索》将出版
本报讯 学术文集《青海地

方曲艺探索》一书将于今年 9 月出

版。该书约 20 万字，收录了青海

省在地方曲艺方面近 20 年来取得

的学术成果，对青海地方曲艺进行

了梳理、辨析与整合，是一份宝贵

的民间文化资料，也是供曲艺界及

相关人士学习与参考的教科书。

据了解，青海地方曲艺种类繁

多。其中，青海平弦、青海越弦、西

宁贤孝已于 2008 年被列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王 紫）

“长江峡江号子”将唱响上海滩
本报讯 近日，湖北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有关负责人

透露，“长江峡江号子”已被选定

参演今年的上海国际艺术节，“十一”

期间，它将再次唱响上海滩。

今年的“文化遗产日”期间，长

江峡江号子和上海港码头号子、重

庆川江号子、澧水船工号子等共 9

支长江流域民歌号子一起在上海参

加节目展演，长江峡江号子获得优

秀节目展演奖，并被与会专家选定

为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节目。

长江峡江号子是湖北民歌号子

类中最富特色、最具代表性的歌种，

是在对生命极限的考验中产生的，是

船工群体劳作创造的生命乐章，其曲

牌丰富、旋律高亢，被称为“峡江的生

命”“纤夫的灵魂”。2008年，长江峡

江号子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明 江）

工艺美术大师捐赠徽州竹编工艺品

50余项民间绝艺绝技亮相贵州松桃

近年来，江苏省吴江市大力

构建综合保护、推陈出新、富有活

力、惠及全民的戏曲文化创新发

展体系，通过大力发展戏曲文化

事业，积极开展各类惠及百姓的

戏曲文化服务，探索地校合作培

育戏曲传承发展生态的互利机

制，合理利用戏曲文化资源，统筹

协调戏曲文化创新与经济社会发

展等措施，全面提升了戏曲活态

保护的质量。他们的做法给我们

很多启示。

首先，加强戏曲文化生态

保护的模式创新。吴

江市戏曲文化生态保

护采用全市范围、全

面覆盖、综合保护、融

入生活的模式，这种

模式不仅有利于戏曲

文化的历史人文内涵

的本真性、整体性保

护，而且有利于大范

围生态性、系统性保

护；不仅有利于戏曲

文化与城市经济社会

发展的深度融合，也

有利于与基层人民群

众的日常生活紧密关

联，可望成就一种活

态化、综合性的保护

模式创新。

其次，促进戏曲

文化事业发展的体制

创新。吴江市已经基

本形成党委重视、政

府指导、政策推动、资

金保障、责任落实、考

核评估等一整套“戏

曲文化生态综合保护

区”创建领导和推进体制。这

一体制极大地增强了全市戏曲

文 化 保 护 和 发 展 所 涉 及 的 政

策、资金、队伍、人才、信息、平

台的统筹能力，增强了对各种

戏曲文化保护和发展资源的协

调能力，增强了戏曲文化保护

和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群众

的服务能力，也增强了整合各

方力量、推动戏曲文化不断创

新的引领能力。

第三，优化戏曲文化人才

培育的机制创新。吴江市采取

“立体构建、多元集合”的办法，

运用“地校合作”机制，加强戏

曲文化人才培育工作，为吴江

戏曲文化长期持续发展创设了

可靠的人才保障机制。在与江

苏省戏剧学校的战略合作中，

引入该校的学科、专业、师资优

势，创设“江苏省戏剧学校吴江

培训基地”“吴江戏曲示范学校”

“吴江戏曲传习所”。此举既有

利于吴江的戏曲人才队伍建设，

也有利于改进传统的艺术教育

方式，改变了教学与实践、研究

与应用、学校与社会之间长期隔

离的状况。

第四，提高戏曲文化艺术

水平的措施创新。吴江市在戏

曲传承和培育过程中，采取了

“抓小养大”“以点带面”“站高

看 远 ”等 多 种 措 施 ，

达 到 全 市 戏 曲 水 平

整体的提高。“抓小”

就 是 平 常 所 说 的 从

娃娃抓起，要求全市

所 有 镇 区 都 有 一 所

戏曲普及示范学校，

普 及 门 类 达 十 余

种。“养大”就是培养

青少年戏曲骨干，以

解 决 当 前 戏 曲 人 才

青 黄 不 接 的“ 断

层”。“以点带面”，比

如 戏 曲 师 范 学 校 在

开 设 初 期，全 市 以 5

所学校试点，半年后

效果甚好，全市所有

镇 区 都 要 求 开 设 戏

曲班。同时，经过戏

曲 传 习 所 辅 导 后 的

骨 干 又 到 学 校 、社

区、乡镇带动其他戏

曲爱好者，出现了阶

梯 式 的 戏 曲 文 化 现

象。“站高看远”是指

培 育 辅 导 工 作 要 高

起点高要求，培训要求和计划

都要规范化。少儿培训是长效

机制，不仅要求高而且目标要

放远，各门类分设初、中、高三

个级别，以利循序渐进。这些

措施破解了区域特色鲜明、个

性化突出、群体范围偏小、艺术

形态较弱的非遗保护的难题。

另外，提升戏曲惠民服务的

能力创新。吴江市充分利用戏

曲文化资源，推出了服务中心，

创编戏曲精品力作，构筑戏曲活

动平台，巡演戏曲进村全覆盖，

在服务中得到提升，在提升中

优化服务。戏曲服务功能的彰

显和提升大大激发了城乡群众

的热情，许多观众加入到戏迷

和票友的队伍中，从而衍生出

健康良性的戏曲生态环境。

吴

江

的

策

略

董
志
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