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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出“婚丧嫁娶”中的悲喜人生
——国家级非遗“菠林喇叭”亮相中国艺术研究院

本报记者 胡克非

6 月 21 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研

究生院、音乐研究所主办的“非遗进

校园”系列活动迎来了一群特殊的艺

术家，他们来自安徽省的“周家班”，

是一群在民间“红白喜事”中以吹乐

为生的艺人，同时也是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菠林喇叭”的传承者。

《梵字调》《庆贺令》《雁落沙滩》

等一系列带有浓厚仪式感的原生态

民族音乐得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师

生的一致好评，以家族传承的方式开

展非遗保护的模式同样受到了观众

们的认可。

“ 周 家 班 ”班 主 周 本 鸣 是“ 周 家

班”的第五代传人。他告诉记者，从

第二代班主周文化开始，“周家班”由

苏北迁至皖北，至今生活在安徽省灵

璧 县 尹 集 乡 的 菠 林 村 。 上 个 世 纪 ，

“周家班”在灵璧县及周边的十几个

县 都 相 当 有 影 响 力 ，当 地 曾 流 传 着

“请不到‘周家班’，男不娶，女不嫁”

的说法。“周家班”演出中常用的乐

器除了不同型号的唢呐外，还有笙、

笛，自制的管子以及鼓、铙钹、镲、云

锣 等 ，以 器 乐 合 奏 加 即 兴 演 奏 为 表

演形式。

无论生死还是嫁娶，都是一场别

离和一场开始。“我们的工作是用乐

器奏出悲喜人生，关乎生死却又高于

生死。”周本鸣告诉记者，“周家班”从

创始至今一直活跃在农村，通过不断

吸收各地农村的音乐元素来丰富自

己的表演。仅他们家族中从事这一

行业的已逾百人，再加上他们带的徒

弟，人数超过 1000 人。同时，“周家

班”民间艺人也走得越来越远，在山

东、河南、浙江、江苏、辽宁等地都扎

下了根。

“我从小并未在农村生活过，但

是听到他们的音乐时，我的眼泪就止

不住，他们的音乐喜中带悲、悲中有

喜。这些音乐不仅在别离时能调节

情绪、表达祝福，同时还传达出中国

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在电台工作

的张欣一次偶然的机会听到了“周家

班”的演出，从此变成了他们的忠实

粉丝。张欣告诉记者，“很难形容他

们的音乐到底是怎样的，我只能用震

撼来形容了。”

同样把“震撼”两个字挂在嘴边

的还有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党

委书记、副院长李新风。“我自己听过

两次‘周家班’的演出，此次特意将他

们请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来演出，作为

我们‘非遗进校园’的首个活动，引进

这种接地气的非遗项目对于我们师

生平日的教学以及学术讨论有着非

常积极的意义。”李新风说。

2014 年，“菠林喇叭”入选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

展项目，这让周本鸣深受鼓舞，“我从

来没想过我们这样的民间艺人从事

的工作有一天会被国家认可。”随着

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不断增强，民

众对于非遗的了解渐渐加深，周本鸣

觉得现在到了传承发展这门艺术的

一个好时机。“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

看到我们、了解我们，不仅是了解这

门 艺 术 ，更 要 通 过 这 门 艺 术 了 解 中

国 农 村 多 年 来 的 风 俗 习 惯 ，这 本 身

的意义甚至超过了我们的吹打。”周

本鸣说。

但也有过这样一段时间，“周家

班”没了往日的辉煌，人们“婚丧嫁

娶 ”采 用 千 篇 一 律 的 文 艺 演 出 来 代

替。就像电影《百鸟朝凤》中演的那

样，吹打锣鼓班子在农村一段时间内

甚至竞争不过部分低俗的演出。“农

村的大部分青壮年离开土地去城市

打工，留下来的大都是老人和孩子，

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低俗的文化

环境里成长。”正是这样的担忧，让周

本鸣放弃了有着丰厚待遇的工作，选

择回到“周家班”，成为掌门人，带着

同门同族的兄弟们，重新拾起了已经

快丢下的唢呐。

这次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演出

的共有 9 名演员，有周本鸣的哥哥弟

弟，也有侄子孙子，最大的周本祥今

年已经 68 岁了，可谓三代同堂。周

本鸣告诉记者，自己的演出很难固定

演员，因为来城市演出 拿 到 的 演 出

费，连路费和吃住都不够，基本上是

赔 钱 演 ，很 多 人 为 了 生 活 就 放 弃

了 。 周 中 华 是 周 本 鸣 最 小的弟弟，

如今在安徽省马鞍山市歌舞团工作，

他告诉记者，自己虽然离开农村有了

铁饭碗，但看着哥哥为了这门艺术奔

波，觉得自己理应出一分力，即使不

赚钱，作为周家的传人，支持哥哥也

责无旁贷。

陈誉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

生 一 年 级 的 学 生 ，他 的 本 职 工 作 是

胶 州 茂 腔 秧 歌 传 承 保 护 中 心 的 鼓

师。演出过程中，他的掌声最热烈，

“我和他们算是同行，我们家乡也在

为保护我们的非遗传统艺术做着努

力，看着他们演出我感同身受，同时

也能体会到民间艺术家的坚持和执

着，很多在农村的艺术形式就是靠艺

人们的坚持在传承着。”陈誉伟告诉

记者，在中国艺术研究院 求 学 是 件

幸 福 的 事 ，很 多 演 出 和 讲 座 难 得 一

见，只要自己没有课都会过来学习，

这也是他选择进京求学最大的动力。

“我从未想过靠‘周家班’赚钱。”

周本鸣告诉记者，自己有两个心愿：

第一个就是把“周家班”传承发展下

去，让更多人了解民族音乐；第二个

是撰写一本《中国农村婚丧民俗调查

报 告》，希 望 能 把 这 份 民 俗 保 存 下

来 。 未 来 的 一 个 月 ，周 本 鸣 将 带 着

“周家班”远赴欧洲多国进行巡回演

出，把这中国农村土地上的“灵魂音

乐”献给西方观众，同时他与著名作

曲家瞿小松合作的民族管弦乐剧《中

国元气·八仙桌》也将在不久后推出。

演出结束后，热情的师生把周本

鸣 团 团 围 住 ，想 要 更 多 了 解 他 和 他

的“ 周 家 班 ”，这 让 周 本 鸣 很 感 动 。

他说：“在高等艺术学府的演出，让我

有了更强的信心和动力，我不会辜负

同学们的期待，也希望学习非遗专业

的同学们有机会能亲自到农村去看

一看，去体会一下民间艺人的状态，

也许会给你们不一样的感受。”

本报讯 （记 者 屈 菡）6 月 20

日，司徒乔家书暨夫人冯伊湄《劫

后行》手稿捐赠仪式在中国国家图

书馆举行。

本次捐赠的两种文献具有很

高的史料价值与文献价值，将入藏

中国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文库永

久保存。司徒乔家书长达 10 叶，是

难得一见的画家文字手稿。1950

年，司徒乔旅美治病期间给在香港

上学的女儿司徒圆写信，信中谈到了

自己的身世、情感，美国生活的残酷，

并期待每个家庭成员都能为新中国

作出自己的贡献。另一件是 1946年

冯伊湄陪同司徒乔赴粤、桂、湘、鄂、

豫五省进行战后灾情考察，以途中

见闻为素材创作的纪实文学作品

《劫后行》的手稿，该作品记录了战

后中国社会面貌与民间疾苦。

捐赠仪式现场还展示了司徒

乔 之 女 司 徒 双 女 士 提 供 的《义 民

图》《空室鬼影图》等司徒乔代表画

作的仿真复制件。与会嘉宾回顾

了司徒乔夫妇的艺术生涯，对司徒

乔夫妇的艺术创作和社会活动给

予了高度评价。

司徒乔（1902—1958）是中国现

代著名现实主义画家，1950 年后任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毕生致力于反

映社会现实与人民疾苦的绘画创

作。早期画作《五个警察一个〇》

《馒头店门前》为鲁迅先生珍藏，代

表 画 作 有《义 民 图》《放 下 你 的 鞭

子》《三 个 老 华 工》等 。 冯 伊 湄

（1908—1976）为画家、散文家，1931

年与司徒乔结为伉俪。

本报讯 （记 者 刘 茜）6 月 21

日、22 日，山东省青岛市京剧院携

原创新戏《清贫之方志敏》进京演

出，以一曲礼赞革命先驱用生命换

取祖国母亲喜笑颜开的颂歌，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96周年。

方志敏是我党的先驱，赣东北

苏区的主要缔造者，1935 年不幸被

俘入狱，坚贞不屈，写下了《可爱的

中国》等名著。他的英雄事迹广为

传颂，并被改编为戏曲、影视、歌剧

等多种形式文艺作品。本剧以展

现先烈“清贫”的崇高风范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主题，从

新的视角透视革命精神。剧中再

现了方志敏烈士的清贫：家人跟着

过艰苦朴素的生活，一只铜镯子是

方志敏夫妇的定情信物；老母亲只

能煮几块烂红薯为英雄儿子壮行；

被俘时穿着破旧棉袄，身无分文。

本 剧 由 贾 璐 编 剧 、徐 培 成 执

导、朱维英任音乐设计。在演员方

面，该剧注重培养本土京剧人才，

方志敏的扮演者是青岛市京剧院

老生演员苏旭。《清贫之方志敏》于

2015 年初开始策划，2016 年成为国

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今年 3 月首

演后，已经巡回演出 50 场，包括在

20 所高校演出 30 多场，观众达 3 万

余名。

今年 6 月 21 日是“二十四节气”申

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

功后第一个夏至日，在“天地之中”历史

建筑群世界文化遗产核心景区、中国

“二十四节气”核心传习基地——登封

观星台所在地河南省登封市，举办了

“二十四节气——夏至登封‘测日影’系

列传统文化活动”弘扬传统历法、节气，

使其有益的文化价值融入百姓生活。

本次活动由中国农业博物馆主办，

郑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和登封市

委、市政府联合承办，活动持续两天。

系列文化活动包括在观星台景区举行

了中国七十二候摄影展、二十四节气全

国作品征集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

演展示、诵读二十四节气歌、测日影、首

届二十四节气大讲堂等。

图为 100 名小朋友在观星台量天

尺前诵读二十四节气歌及农谚。

本报驻河南记者 张莹莹 摄

司徒乔家书捐赠国图

京剧《清贫之方志敏》让观众收获感动

（上接第一版）

集中学习后，学员们带着新知

识、新方法、新理念返回单位开展

业务实践，导师远程教学。“老师结

合自身的创作经验，深入分析如何

结合舞美表达戏剧动作、情绪、意

义，如何建立演员与观众之间的交

流关系；提醒我们要善于从其他学

科中汲取灵感，从其他艺术门类中

提升自我。这更让我明白，作为一

名优秀的服装设计师应该具备国

际化的视角。”舞美班学员蒋典说。

“为戏曲创作界
带来生机和希望”

这 段 学 习 让 同 学 们 收 获 良

多。学员徐孟珂与戏曲导演杨小

青联手执导了国家京剧院 2016 年

重点创作剧目——京剧现代戏《党

的女儿》。徐孟珂将高研班所学的

知识较好地运用到实践中来，边导

边学边实践。该剧于 2016年 9月首

演，反响热烈，入选了 2017 年国家

舞台艺术精品扶持工程重点扶持

剧目，是唯一的京剧剧目。此外，

由导演班学员执导的京剧《辛追》，

参加了第八届中国京剧艺术节，粤

剧《还金记》入选了 2017 年度国家

舞台艺术重点创作剧目名录。

编剧班学员有 9 部作品参加了

2016 年度“剧本扶持工程”申报，李

新华的《铁血道钉》、谭佩的《枫树

下的守望》、刘曼曼的《大唐乐工》、

李雪艳的《森林号子》（合作）4 部作

品入围。“这一年来，看到同学们为

写新戏殚精竭虑，一部部作品日臻

成熟，聪明才智得以发挥，既出了

戏 ，更 出 了 人 。 作 为 一 个 老 剧 作

家 ，我 由 衷 感 到 高 兴 。”高 研 班 老

师、剧作家习志淦说。

作曲班学员分别担任了京剧

《帝女花》、歌仔戏《陈嘉庚还乡记》

等 40 余 部 大 戏 或 小 戏 的 作 曲 工

作。舞美班学员分别担任了秦腔现

代戏《骆驼巷》、潮剧《牡丹亭》、花鼓

戏《桃花烟雨》、湘剧《护国》等30余部

大戏、小戏的服装、造型设计。

振兴戏曲 首重人才

本报讯 （实习记者张婧）6 月

24 日，受法国尼斯市政府、法中文

化艺术交流中心和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等邀请，由国家艺术基金资助

的舞蹈剧场《遇见大运河》将奔赴

欧洲开启世界巡演之旅。

据了解，舞蹈剧场《遇见大运

河》是国内首部文化遗产传播剧，

由杭州歌剧舞剧院历时 3 年创作而

成，在展现中国大运河历史风貌的

同时表达了剧组创作人员对文化

遗产现实命运的思考和判断。全

剧贯穿两个主角，男主角为创作剧

目《遇见大运河》的艺术家，他实际

代表着当下的社会大众。女主角

的形象则代表了中国大运河中留

存千年的一滴水，她见证了大运河

的发展史。从女主角的演绎中，观

众能够观看和体会到运河两岸经

济、政治、文化的兴衰枯荣。该剧

在呈现“开凿、繁荣、遗忘、又见运

河”这一发展脉络的同时，男女主

角的相知、相爱、相离，也寓意了人

与自然、社会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

之间的相互依存。

在 2014 年 6 月 中 国 大 运 河 申

遗期间，《遇见大运河》就启动了国

内巡演。此次即将开启的以“世界

运 河 遇 见 之 旅 ”为 主 题 的 世 界 巡

演，将在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埃

及、巴拿马等 10 多个国家进行演

出，“遇见”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

河、基尔运河等多条世界最著名的

运河。

《遇见大运河》世界巡演即将开启

曲艺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华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但 如

今，这种极具民族特点和民间意味的

表演艺术面临着人才断档、作品匮乏

等问题，正陷入传承发展的困境。

日前，在四川成都举办的第三届

全国高等院校曲艺教育峰会上，与会

专家普遍认为，应进一步完善曲艺人

才培养模式，这关乎曲艺发展的全局

和未来，是中国曲艺界应当关注的重

要课题。

学科与专业目录双重缺失

据本次会议主办方中国曲艺家

协会提供的数据，截至目前，全国有 8

所高等院校、8 所高职院校、16 所中专

学校正开展曲艺教育，包括北京大学

在内的 20 余所高校及科研机构开设

了曲艺鉴赏相关课程或已开展曲艺

研究。如，辽宁科技大学从 2004 年就

开始招收曲艺本科生，开曲艺本科教

育之先河；北京城市学院则从 2015 年

开始招收曲艺与社会文化类大学生，

学生毕业后可进入多种行业。

遗憾的是，由于曲艺在学科目录

和专业目录上的双重缺失，在招生考

试环节，曲艺只能作为表演、音乐等

艺 术 类 专 业 的 一 个 招 考 方 向 ，可 谓

“有实无名”，这导致很多有意愿、有

条件开展曲艺高等教育的院校得不

到足够支持，就此止步，一些院校甚

至 叫 停 了 开 展 多 年 的 曲 艺 高 等 教

育。河南省平顶山学院就正站在选

择的十字路口。“我们学院曲艺专业

开设了 5 年，可每年只能以音乐表演

专业的名义招生。这样一来，学生入

学一年后大多要求调专业，不再学习

曲艺。”平顶山学院党委副书记田建

伟说，学院曲艺专业学生的数量逐年

递减，今年“用一只手就能数过来”。

他说：“我们很困惑，不知道明年是否

还有开设曲艺专业的必要？”

这种情况不仅影响了对学生的

吸引力，也影响了教师及研究者的积

极性。山东聊城大学音乐学院讲师

贾振鑫说，曲艺理论研究成果在参与

各种学术评比的过程中，不仅学科归

属模糊，而且评委也非业界专家，这

让不少教师感到沮丧。

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谢柏

梁认为，曲艺艺术没有适当的位置，

已经是一个严重问题。最本土的、民

族的曲艺艺术一直未得到高等院校

的大力支持，没有实现学科的建立，

这是高等教育中民族文化不自信的

体现。

推出更多曲艺教材

一门艺术要想科学化、规范化、

系统化地发展，离不开专业教材，曲

艺也是如此。中国曲协副主席崔凯

指出，目前，曲艺理论研究落后于艺

术实践，学术成果好似零金碎玉，不

成体系，专业师资和教学科研队伍尚

未形成。“在这样的条件下编写曲艺

本科教材，有如沙漠里打井、高山上

盖楼，工程难度很大。”崔凯说。

记者了解到，为解决这个实际困

难，作为曲艺高等教育主要推动力量

的 中 国 曲 艺 家 协 会 ，投 入 了 大 量 人

力、物力与财力推进教材编写工作。

据中国曲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黄

群介绍，2014 年，中国曲协与辽宁科

技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举全国曲

艺界之力，整合各种有效资源，合作

开 发 编 写 高 等 院 校 曲 艺 本 科 教 材 。

经过 3 年努力，首批 12 本曲艺本科教

材的编写已全部启动。如今，《中国

曲艺发展简史》《中华曲艺书目内容

概览》《中华曲艺图书资料名录》3 本

教材已经面世，《中国曲艺艺术概论》

《相声表演艺术》《评书表演艺术》3 本

预计今年底出版。

据介绍，这套教材内容丰富，涉

及曲艺史论体系、曲种表演体系、曲

艺资料查询体系，建构了曲艺学的基

本框架，也吸取了其他姊妹艺术及学

科的理论研究成果，具有厚重的历史

感和新的时代气息，既可用作高等院

校曲艺专业教科书，也可供广大曲艺

工作者和爱好者作为参考书使用。

时代呼唤曲艺人才培养

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曲艺发展

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很多青年曲

艺人误以为，能赚大钱的就是曲艺界

的“大师”，原汁原味学传统不如抄近

道模仿网络红人。“为什么文艺创作有

‘高原’无‘高峰’，就是因为现在许多

艺术工作者都在追求短暂的利益，根

本不去想怎么传承和发展这门艺术，

曲艺界亦是如此。要知道，能挣大钱

的未必是大家。”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

元指出，当代曲艺从业者文化素养、职业

操守的塑造，离不开正规的高等教育。

上海评弹艺术传习所（上海评弹

团）团长秦建国指出，以前曲艺界能

出优秀人才和作品，少不了文人的支

撑。“但现在，大部分曲艺作品的艺术

水准难以保证。自身缺乏文化素养

的曲艺人，如何才能打动知识越来越

多的现代观众？”他说。

业界认为，曲艺高等教育的目标

不是培养职业艺人，而是造就高素质

的曲艺人才。“经过高校培养的曲艺

表演人才与职业艺人的区别在于，曲

艺 表 演 人 才 文 化 素 质 高 、艺 术 修 养

深、表现能力强，特别是具备创作和

创新能力，能够把传统曲艺的优秀基

因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

中国曲艺的传承发展担当重任。”辽

宁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赵海燕说。

本报讯 （记者赵凤兰）“笑佛

已西去，欢乐在人间”。著名相声

表演艺术家唐杰忠先生 6月 18日晚

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 85 岁。6 月

22 日，唐杰忠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

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

6 月 22 日当天，北京下起了淅

淅 沥 沥 的 小 雨 ，石 富 宽 、姜 昆 、冯

巩、陈佩斯、朱时茂、苗阜等曲艺界

人士，以及唐杰忠的徒弟李建华、

巩汉林等冒雨赶来送别。

唐杰忠，原籍山东黄县（今龙

口），出 生 于 北 京 ，是 相 声 表 演 艺

术家刘宝瑞的“入室弟子”。唐杰

忠的捧哏朴实憨厚，儒雅自然，幷

且能够根据不同合作伙伴的特点

及 时 调 整 表 演 风 格 ，在 业 内 颇 受

赞 誉 ，深 受 观 众 喜 爱 ，人 称“ 笑

佛”。唐杰忠曾先后与马季、郝爱

民 等 搭 档 ，合 作 演 出 了《友 谊 颂》

《彬彬有礼》等作品。1987 年中央

电 视 台 春 节 晚 会 上 ，唐 杰 忠 与 姜

昆合作表演的《虎口遐想》堪称新

相声经典。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唐杰忠遗体告别仪式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