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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山东大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前不久前不久，，山东快书山东快书、、苏州苏州评弹评弹、、四川清音四川清音、、京韵大鼓等南京韵大鼓等南

北曲艺精品北曲艺精品，，亮相滨州市举行的亮相滨州市举行的““十艺节十艺节””全国曲艺优秀节目全国曲艺优秀节目

展演展演，，为观众带来了一场难得一见的曲艺盛宴为观众带来了一场难得一见的曲艺盛宴。。然而然而，，此次此次

展演中展演中，，号称号称““北方大鼓之鼻祖北方大鼓之鼻祖””的山东大鼓却缺席了的山东大鼓却缺席了。。为进为进

一步了解这门历史悠久的山东代表性曲艺鼓书的历史和现一步了解这门历史悠久的山东代表性曲艺鼓书的历史和现

状状，，记者访问了山东省艺术研究所专家记者访问了山东省艺术研究所专家。。

近年来，山东大鼓和其他曲艺形式一

样得到了新生与发展。2006 年，山东大

鼓 入 选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

2008 年，谢大玉的弟子左玉华被评为山

东大鼓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传承人。

作为山东大鼓的责任保护单位，山东

省艺术研究所一方面着手修复所藏的山

东大鼓多位传人的音像资料和抄本等，陆

续编纂出版《山东大鼓大全》。另一方面

积极物色年轻传承人，并在各种媒体推介

宣传山东大鼓，并对全省山东大鼓遗产进

行了全面的调研和挖掘。

为了使濒危的山东大鼓后继有人，山

东省艺术研究所与济南市曲艺团、济南艺

校、山东管理学院等单位合作，建立了所

属项目传承基地，选取有潜力的学生进行

培养，目前已培养出了闫雯、金雪、曲元芳

等多位有实力的传承人。其中，青年演员

闫雯、胡娜正式拜左玉华为师。此外，山

东省艺术研究所和济南市曲艺团等保护

单位也尽量创造机会让年轻演员登台，比

如参加全运会、世博会·山东周、赴港澳台

演出，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等。同时也借

机让更多人了解山东大鼓，扩大山东大鼓

的影响力。

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山东大鼓的传

承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与山

东琴书、山东快书相比，山东大鼓的保护

效果仍有差距。

郭学东认为，这是因为山东快书等

曲种大都在新中国成立后有过一段繁

盛期，有许多作品和演员的积累。而山

东 大 鼓 在 20 世 纪 30 年 代 已 由 盛 转 衰 ，

后成为抢救保护对象，但十年“文革”又

给它以致命打击。80 年代，山东大鼓已

经濒于死亡。

“目前只有属于南口梨花调的左玉华

一位国家级传承人，其他流派传人缺失，

而且琴师匮乏，青年爱好者少。除济南曲

艺团外，基本没有专业演出团体。相对琴

书和快书，学者对大鼓的关注度较低。如

今年轻一代传承人能够演唱的段子仍屈

指可数，艺术上也欠成熟，还难以担当起

传承这一古老曲种的重任。以上种种影

响了山东大鼓的传承发展。作为保护单

位，艺研所还有艰难的路要走，还要付出

更多的努力。”郭学东说。

相关链接：

山东大鼓为北方鼓曲中最早的一种，有着 350多年的历史，它直接起源

于中华民族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农耕，是从鲁北、冀南农村“敲击犁铧碎片

唱农歌”形态发展而来，其产生初始未受其他艺术品种，尤其是其他成熟曲艺

品种影响，是独立、自然发生、发展的曲种，具有原发性特征，具有重要的艺术

研究价值。

在长久的发展历史中，山东大鼓唱腔伴奏、演唱技艺、曲目书目、演出形

式、艺人组织等曲种各因素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到繁，从粗到精，逐渐完

善的过程，并于清末民初达到了相当成熟和完备的高度。山东大鼓的发展史

在北方鼓曲艺术中很有代表性。它有清晰的渊源脉络，完整的音乐衍变轨

迹，其音乐形式、演唱技艺达到了相当高度，并有完备的艺人组织，成熟的演

出形式，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众多著名艺人，不同风格特点等都具典型意义。

山东大鼓的曲目发展水平也很高，中篇书目结构严谨，形象鲜明，书扣儿紧凑

合理，情节生动，生活趣味浓郁。短篇曲目更是数量多、题材广，词句华丽规

整，文字水平高，有许多原创曲目，极具文学价值。

山东大鼓是极具地方性的曲种，其一表现在曲种音乐方面，由鲁北[秧歌

调]发展起来的山东大鼓唱腔，有着挺拔刚劲，形象鲜明的音乐特色，配合顿

挫有力的鲁北方言，发展出一套吐字发声技巧，以及韵味规范，因此地方色彩

鲜明浓郁。山东大鼓主要演出书目《响马传》、《刘公案》等均以山东人为艺术

形象基础，情节设置也多在山东，富于生活趣味。虽然山东大鼓流布范围很

广，但一直保持了鲜明的山东地方特色。

山东大鼓直接间接地促生或影响了很多曲种的发生发展。如山东快书

即是山东大鼓艺人傅汉章，在北口捽缰调基础上发展而成。山东大鼓还对东

路大鼓、乔派河南坠子、西河大鼓鲁冀相交的分支等产生了重大影响。山东

大鼓曲目被大量移植于其他曲种中，京韵大鼓里著名的《箭阁闻铃》等，即来

自于山东大鼓。而且山东大鼓的演唱、念白技艺、润腔方法，更是对其他曲种

影响重大。另外，山东大鼓成熟的演出形式、班社组织都对其他曲种影响深

远，因而，山东大鼓又具有母体性特征。山东大鼓对于今天还有地方品牌价

值，民俗旅游价值，乡土文化价值等许多现实意义。

创 新 是 曲 艺 的 永 恒 主 题
孙洪师

在济南市芙蓉街街头，有一处名为

“老残听曲”的铜像，再现的是清末《老

残游记》的作者刘鄂在济南明湖居听书

的情景。刘鹗在《老残游记》中对黑妞

白妞唱大鼓的情形进行了细致入微的

描写，这段精彩生动的描述也是大多数

人对山东大鼓的印象所在。

山东大鼓最初因伴奏乐器为犁铧

碎片，被称为犁铧大鼓。后自《老残游

记》始改称为梨花大鼓。刘鹗在《老残

游记·明湖湖边美人绝调》叙述白妞王

小玉姐妹说书时，写到它“本是山东乡

下土调，用一面鼓，两片梨花简，名叫山

东大鼓。”可见最晚在光绪年间已为山

东大鼓定名。

相 关 文 献 记 载 ，白 妞 原 名 叫 王 小

玉，是老济南城里声名远播的大鼓艺

人。她和她的干姊妹黑妞可以说是山

东大鼓和济南风土人情的代言人。《老

残游记》中写 道 ：“他（白 妞）十 三 岁 时

就学会了这说书的本事，他却嫌这乡

下的调儿没什么出奇，他就常到戏园

里看戏，所有什么西皮、二黄、梆子腔

等 唱 ，一 听 就 会 ，什 么 余 三 胜 、程 长

庚、张二奎等人的调子，他一听也就会

唱……他都拿来装在这大鼓书的调儿

里面。不过二三年功夫，创出这个调

儿，竟至无论南北高下的人，听了他唱

书，无不神魂颠倒。”这段叙述真实生

动地道出了南口梨花调的新发展。王

小玉的贡献是杰出的，她的成功使得

南口梨花调，作为山东大鼓的代表在省

城济南站稳脚跟，并陆续传至济宁、开

封等城市。

《老残游记》与山东大鼓

山东省艺术研究所非物质文化遗

产研究中心主任 郭 学 东 介 绍 ，自 黑 妞

白妞开始，山东大鼓出现了重大的转

折与发展。其标志是南口梨花调突破

了一向由男性艺人演唱的惯例，出现

了女演员，并把过去男性演员所唱曲

调改变成为适应于女演员演唱的曲调

性强、长于抒情、唱腔俏皮的新曲调，

促进了艺术改革，逐渐进入了济南等

大城市。

白 妞 黑 妞 之 后 ，相 继 出 现 了 上 半

截（姬兴居妻）、下半截（庞兴山妻）、盖

山东董连枝、白菜心杜婉君、响三省郭

彩云、大抓髻傅金华、徐翠兰、徐翠红，

谢、李、赵、孙“四大玉”，以及被选为“鼓

界皇后”的鹿巧玲，专唱红楼故事号称

“杜派”的杜大桂等，可谓名家荟萃，演

出范围日益扩大。

山东大鼓走进城市之后，主要于书

馆 、茶 馆 、并 兼 应“ 堂 会 ”演 唱 ，主 要

听 众 是 当 时 社 会 的 中 上 层 人 士 及 知

识分子。艺人们为了适应这一需要，

尽量发挥女腔演唱特长，渐由原大鼓

的 淳 朴 明 快 有 力 ，转 向 缓 慢 、委 婉 抒

情，曲调愈来愈加华丽。女艺人的演

唱侧重韵味，极少念白，中篇书唱白相

间，功力并重的特色渐形退化、演唱内

容方面变化尤为 明 显 ，舍 弃 中 篇 书 而

专演唱段儿书。同时，为适应较高文

化层次欣赏需要，反映农村生活及民

间清趣的唱段减少，而取材古典小说

《三国演义》、《红楼梦》以及其他历史故

事增多。

19 世纪 30 年代前后，谢大玉、李大

玉、赵大玉、筱艳芳等都在上海灌了唱

片，发行大江南北，使得山东大鼓发展

成为一个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曲种，进入

了它发展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白妞”代代相传

由于听众欣赏要求不断提高，时代

环境不断变化，保守的山东大鼓显露出

与时代脱节的迹象。有些艺人如孙大

玉、鹿巧玲等，也尝试吸收时尚音调进

行改革，但收效甚微。而农村中的老北

口、南口艺人也难与新兴的“趟口”说书

竞争，山东大鼓遂逐渐为其他新兴曲种

所取代。至 20世纪 40年代初，山东境内

已经很难听到山东大鼓演唱了。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山东大鼓濒于

绝响的状况，为抢救挖掘这一古老曲

种，山东省曲艺工作改进协会筹备委员

会主任陶钝，数次登门拜访谢大玉、孙

大玉等著名老艺人，请他们出山参加抗

美援朝等街头宣传，一度消失的山东大

鼓重现济南街头。

1957 年 6 月，山东省第一届曲艺会

演，为抢救挖掘曲艺遗产，动员谢大玉、

关丽芳等各地山东大鼓老艺人积极参

加。在省会演基础上，山东省文化局特

意挑选谢大玉、王长志参加 1958 年全国

首届曲艺会演。谢大玉演出的《草船借

箭》、王长志演出的新段《降龙记》，受到

重视与好评。但是好景不长，十年动乱

使山东大鼓的抢救工作被迫停止。

“到 80年代，山东境内虽偶有山东大

鼓的业余演出，但基本上已经绝响。仅山

东省艺术研究所珍藏有谢大玉、鹿巧玲、

王长志等著名艺人的完整唱段录音。以

及大量山东大鼓手抄本。”郭学东称。

几度坎坷濒临绝响

艰难前行重整大鼓

本报驻山东记者 宁昊然 通讯员 赵艳喜

著名山东大鼓艺人谢大玉演出剧照（资料图）

山东大鼓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左玉华（左）演出剧照（资料图）

苏州评弹团弹词选段《雷雨·留萍》 徐志强 摄 滨州市滨城区文化馆演出东路大鼓《太师训徒》 张 滨 摄



7 月底，全国曲艺优秀节目展演在

山东省滨州市举行，展演期间，笔者与

曲艺名家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聆听他

们对曲艺发展的真知灼见，以及在曲艺

工作和表演中的思考感悟。

现代音乐的使用

50多个曲艺节目中，有不少节目在

编排中加入了现代音乐元素。济宁市

文广新局刘凤来告诉笔者，传统渔鼓演

出形式简单，用渔鼓、简板伴奏，唱白自

由，语言通俗，曲调适于述说，几近吟

诵。为了更好地符合现代人的欣赏习

惯，在保持原有渔鼓表演的基础上，山

东渔鼓《孔子试徒》增加了一个乐队，变

传统的两人合唱为一人独唱，并添加了

4 个女孩的伴唱，最终形成了独唱加四

女声伴唱的形式，这是对传统表演的一

种大胆革新，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天琴的传说》表演者苏永良告诉

笔者，为了更好地适应现在观众的欣赏

需要，壮族的天琴在保持原来风格的基

础上，演奏时又增加了另一种乐器——

蜂鼓，使得整个音乐更有节奏感，节目

更有感染力，能更好地吸引年轻人。

作为滨州当地曲艺的代表，东路大

鼓《太师训徒》参演。演出现场，舞台一

侧的乐队成为了该节目的一大亮点。

“东路大鼓传统乐器是三弦、鼓、月牙

板，而这次表演加入了二胡、扬琴、阮、

大提琴等乐器。”导演张博祥说，改良后

的音乐让整个节目更容易被现代人所

接受，演出现场掌声、喝彩声不不断。

现代形式的包装

福州具有代表性的十番伬是将福

州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伬艺和十番音

乐两种艺术形式完美融合而产生的伬

艺分支形式。福州市曲艺团带来的十

番伬《秦楼月·春回坊巷》中七位美女身

穿飘逸的服装，手持花样众多的乐器，

自弹自唱，让人仿佛回到了盛唐乐坊，

如痴如醉，沉迷其中。据福州市曲艺团

团长陈晓岚介绍，经过抢救性的挖掘，

消失近半个世纪的十番伬表演得以重

现，创作中，又注入时尚元素，既有古朴

典雅的“唐宋范儿”，又让观众感到一股

时尚风。题材内容按照今天福州人的

文化传承进行了重新设计，演出几百

场，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除了“现挂”之外，时下热点事件和

网络热词的嵌用是一些曲艺的拿手戏，

如数来宝《登陆上海滩》中“富二代”“表

哥”“神马都是浮云”等网络热词被表演

者用来推动故事发展，活跃了现场气

氛。同样，很多曲目也都借用了这种形

式，贴近观众、贴近现实、贴近生活，收

到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是传统曲艺

和现代语言结合的一种成功探索。

吴侬软语的弹词表演，虽然能够体

现女子的柔美灵秀，男子的儒雅倜傥，

但对于北方观众，碍于语言，对于整个

节目还存在理解上的不全面。为此，表

演者有意识地进行了重新包装。上海

评弹团的徐惠新一开场就用普通话介

绍剧情。苏州市评弹团的吴伟东则不

断用普通话插科打诨，解说《雷雨·留

萍》剧情的进展情况，这些都有利于评

弹这种艺术形式在北方的传播和认可。

题材的开拓创新

在传统的评弹中，评话内容多为金

戈铁马的历史演义和叱咤风云的侠义

豪杰，弹词内容多为儿女情长的传奇

小说和民间故事。苏州市评弹团的弹

词选段《雷雨·留萍》即为改编经典话

剧。

苏州评弹团的一级艺术监督周明

华告诉笔者，改编经典是有着很大难

度的，为了做好改编工作，他们和苏州

大学的学者合作，将《雷雨》的研究成

果用在了弹词的创作中，最新的研究

成果加上传统的曲艺形式，是以前没

有尝试过的大胆创新。尤其是评弹这

种艺术形式，素以分析人物、刻画人物

见长，可以借助经典的故事框架，将经

典中没有表现出来的东西在表演中给

予展示。改编后的《雷雨》走进一些高

校进行巡演，掀起了一股高雅文化进

校园的旋风。

同为评弹，上海评弹团的徐惠新、

周红表演的短篇弹词《梁祝·梳妆》也

在 经 典 基 础 上 进 行 了 创 新 。 徐 惠 新

说，梁祝的故事家喻户晓，梳妆只是借

助这个“外壳”，进行了全新的创作，借

助这个剧种的特点，刻画了祝英台的内

心世界，揭露了祝英台内心的悲摧，唱

哭很多人。

继承曲艺的精髓

“创新不能改 变本质。”陈晓岚强

调，演出方式的灵活不能代替本质的东

西。所以，十番伬在乐谱上严格遵循古

曲不做改变，以保持它音乐上的灵魂不

变，词作严格按谱填制，以保持词与乐

谱的规整，更好地呈现它的历史原貌。

现场呈现给观众的就是创新中依然保

持原汁原味的十番伬，这也是令观众

如痴如醉的原因。

四 川 扬 琴《船 会》的 表 演 者 唐 瑜

蔓说，曲目需要传承和发展，先把最基

本的形式继承下来，然后再根据市场的

审美需求进行发展。

刘凤来说，曲艺是几千年传承下来

的一种得到时间和观众检验的艺术形

式，要保持这种形式，决不能让它屈从

于音乐化。山东渔鼓加一个现代化的

乐队是可以的，但绝对不能让它喧宾夺

主。只有保持了渔鼓的独特特性，渔鼓

才可以在继承中有所创新并发展。

上海滑稽剧团副团长钱程告诉笔

者，曲艺创新要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

创新，要注意把握“度”。步子太大了，

有可能会成为一种背叛，步子太小了，

又容易看不到改变，关键是合适，最重

要的是要把曲艺的精髓继承下来，要

融入它，创新它，要把当下的时代精神

融入进去，创作的思路要以观众为原

点，毕竟，曲艺和观众的交流很多，距

离很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