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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传统曲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艺术形式。在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如何让传统曲艺“老树发新

芽”，更好地为时代、为人民服务，让更多人喜欢与热爱，是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籍薇始终思考并身体力行的事情。籍薇还是

梅花大鼓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多年来致力于传统曲艺的保护、传承与

发展。在本报记者的专访中，籍薇结合其曲艺创作与实践，就传统曲艺的

现代性转化与创新等话题娓娓道来……

文静典雅 文人气象
刘万鸣

守文化之重 创时代之新
吕逸涛

水龙吟
陈洪武

高黎贡观鸟记（上）

陈应松

让曲艺之花永绽光华
籍薇（口述） 本报记者 张丽（采访整理）

■记者手记：

采访籍薇委员时，是在某天晚上 9
点，她正在批改天津音乐学院大二某班学
生的期末考卷并核算考分。而今年，已经
是她给天津音乐学院戏剧影视系本科生上
课的第 17 个年头。这期间，风雨无阻，
在疫情防控期间，她也坚持每周在网上给
学生们授课。除此之外，她还在多所高校
的艺术学院任教。不光大学，中学、小学
甚至幼儿园她都授过课。

籍薇说，在她女儿小的时候，有一次
给女儿的一本音乐教科书包书皮时，不经
意间发现书的封底印有一张她在大百科全
书上所刊载过的个人剧照。但翻阅这本书
时却发现，书中有关传统曲艺的介绍只有
照片、缺少内容。于是，让曲艺真正进入
教科书，走进孩子内心，成为她的心愿；
在年轻一代中普及传统曲艺，挖掘曲艺传
承人，培养曲艺小观众，也成为她这些年
来认真关注并全身心投入的一件大事。

在每年两会的提案中，她都会提出有
关曲艺传承特别是人才培养的相关建议。
比如她认为曲艺人才培养应该从娃娃抓
起，建议建立幼儿训练班，开展曲艺文化
教育，在训练过程中发现人才、培养人

才、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借此筑牢曲艺
文化根基；还可定向培养曲艺小演员，并
具体列出了选苗计划、育苗计划、助苗计
划、造星计划的四个步骤。又如她建议

“曲艺进校园”，让传统曲艺成为青少年的
喜爱与时尚追求，也为青少年搭建一个展
示民族文化的良好平台。她还建议，把曲
艺教学正式纳入日常学习之中，成为必修
课，强化训练并纳入必考科目。

当然，她还关注与探索曲艺院团年轻
演员的培养。要做好曲艺艺术培养，需花
费大量人力、物力、时间成本，建议给予
政策、制度、项目、资金扶持，从多个方
面解决培养工作的后顾之忧，使曲艺艺术
传承之路更广更长。在籍薇看来，推动传
统文化与传统曲艺的传承与发展，需充分
发挥曲艺团队的主体作用，大力培养曲艺
艺术后起之秀，扩大年轻曲艺专业力量。

籍薇说，她是一个停不住的人。她期
待，在建成文化强国的时候，自己依旧在
舞台上演出，身边是梅花大鼓的后起之
秀；她展望，传统曲艺在薪火相传中推陈
出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一脉相承中绚
烂绽放。

薪火相传“停不住”
本报记者 张丽

质沿古意与文变今情
刘思凯

▲籍薇在舞台上表演梅花大鼓

荐书三则
陈建功

悠悠运河
王维婷

新疆采风诗纪
熊召政

一

时光如梭，从1973年报考天津市曲艺团
至今，我从事曲艺工作已将近半个世纪了，而
我也已年过六旬，历经千锤百炼后，成为一名
始终坚守在曲艺战线上的老兵。

与梅花大鼓结缘，则始于1976年。那年
天津市曲艺团恢复推出梅花大鼓以及新人新
作，要选拔一名青年演员专门学唱梅花大鼓，
我有幸被选中。其时，我正在跟随京韵大家小
岚云学唱刘派京韵大鼓，改唱梅花大鼓，等于
从头再来。但我毅然接下这一任务，并下决心
一定要学好唱好。于是，在那段时间里，勤学
苦练成为我的不二选择。

还清晰地记得，为了让我更快更好地入门
梅花大鼓，赵学义与韩宝利伉俪特意为我设计
了一段根据样板戏改编的梅花大鼓《海港》。
那时没有手机，也没有录音机，全靠自己琢磨
苦背，于是我开始了在排练场中练唱练鼓、在
路上练唱腔、在家里练敲鼓点儿，就连睡觉前
都要敲枕头、打被子、敲大腿唱上一段的难忘
生涯。功夫不负有心人，短短几个月后，我就
能登台演出了。

从最初的《海港》《壮志凌云》，到后来的
《二泉映月》《睡美人》《黛玉葬花》，再到新时
代的《永远跟党走》《红船新篇》《携手克时
艰》等，我始终与梅花大鼓相伴，不断创作与
演绎，见证它的传承与发展。而梅花大鼓，也
督促着我不断成长与进步。

在我的曲艺成长道路中，小岚云、骆玉
笙、小映霞、赵学义、韩宝利、花小宝、花五
宝等多位先生对我倾囊相授，教我学艺，也教
我立德。如今看来，我真是幸运的。因为我在
大师身边长大，从他们身上汲取了那么多珍贵
的营养，一开始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
此，我始终怀有感恩之心。

这种感恩，也辐射到了观众身上。观众是
曲艺发展的生命线。一个曲种或剧种之所以能
够经久不衰、生生不息，不仅在于一代代曲艺
名家和一部部经典名作，还在于一代代热爱曲
艺的观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数十年
来，我几乎每年都会随中国文联、中国曲协文
艺志愿者服务团下基层，在农村、在社区、在
工地……通过曲艺表演、传授鼓曲艺术等方
式，把欢乐与艺术送到基层群众中。

其实，扎根基层一直是传统曲艺的优良传
统。曲艺工作者不仅给基层观众送去欢声笑
语，也是在艺术实践中接受群众检验，通过观
众的反响与反馈，不断打磨作品、提高技艺，
在精益求精中推出精品力作。

梅花大鼓，主要靠唱与演来呈现。我时常
在思考，什么是好演员，如何成为好演员？在
我看来，一名优秀的曲艺演员，不仅要有好嗓
子，还要有真感情，要把自己的血肉灵魂与作
品的血肉灵魂紧密融合在一起，心系祖国与人
民，才能创造出有声、有容、有情、有灵的优
秀作品，才能在作品演绎中真正拨动观众的心
弦，与观众共情共鸣。

二

梅花大鼓是2014年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的。作为这一项目
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我时刻感到使命在肩。
这种使命感，不仅局限于梅花大鼓，而是整个
传统曲艺。

我是天津人。作为全国著名曲艺之乡的天
津，曲种繁多、人才济济，单是我所在的天津
市曲艺团，就不乏花小宝、花五宝、骆玉笙、
马三立、王毓宝、李润杰、小岚云等老一辈艺
术大家。他们开宗立派、言传身教，使天津曲
坛繁花似锦、人才辈出。但随着时光的流逝，

许多老艺术家已年至高龄，有的甚至已作古，
面临着表演技艺与影像资料失传的困境，急需

“活态保护”与抢救性记录整理。
我曾有幸多次看过天津时调创始人王毓宝

先生传业授课，每次都能看到当时已年过九旬
的她，跟学生一个字一个字地抠怎么唱、怎样
念的情景。遗憾的是，王毓宝先生已于2021
年去世。而像王毓宝先生这样的曲艺大师，在
其在世时，就应该加大活态保护的力度，因为
后辈光是听录音、看录像，只是学会了形似，
不可能唱出天津时调的丰富内涵与华美神韵。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天津市曲艺团秉承前
辈艺术家的德艺与夙愿，致力于曲艺文化保护
与发展，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推
动了旨在培养曲艺新苗的春雨计划。

在曲艺成长路上，我扎实与传承了传统曲
艺的基础与精髓，作为传承人，更有义务与职
责，将传统曲艺的基础与精髓传给后来者。承
上而启下，只要年轻人喜欢，我就特别欣慰；
只要有人愿意学，我就不厌其烦地教。不管是
作为文艺工作者，还是作为非遗传承人，唯有
不忘初心、坚守理想，方能不辱使命，更好地
推动传统曲艺的传承与弘扬。而我，愿意为此
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我也常常通过一些公益讲座等形式，来指
导一些梅花大鼓的爱好者。每当看到他们认真
学习、执着表演的场景时，我都心生感动。因
为在这里，我看到了梅花大鼓的“遍地花
开”，看到了他们在学唱梅花大鼓过程中所呈
现的美与自信。我愿身体力行，将梅花大鼓的
乐音敲得响亮，敲得深远，让梅花大鼓在年轻
一代的心中生根发芽，在民族艺术的百花园中
永绽光华。

三

传统曲艺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艺术形式，结
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传统文化，需要
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
转化创新，也是一个曲种或剧种持续发展的重
要手段。

对曲艺来说，传统从来不是僵化的程式，
而是前人生动的艺术实践经验。许多前辈艺术
家就是通过改革唱腔和形体表演来推动曲种发
展的，他们根据各自的素质和特点，在原有唱
腔基调上融旧化新、兼收并蓄，从而创造出不
同的风格流派。在我看来，曲艺的转化创新，
就是把传统当作源泉活水进行再创造、再完
善、再提高。

站在时代高度，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对梅

花大鼓进行改革与创新，是我始终在探索的事
情，融入时代精神与审美，融进其他音乐元素
与技艺，既不使其消失，亦不使其变异，专注
于腔调丰富性改革。比如在我演唱的《二泉映
月》中，韩宝利、赵学义伉俪在作曲中穿插二
胡曲和江南小曲；在我演唱的《睡美人》中，
我和乐队弦师在作曲中融入西洋乐曲音调……

当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媒介在
变、观众在变，曲艺的演绎方式与传播手段不
可能不变，唯有适应时代之变，才能得到更好
地发展。就像 20 世纪 80 年代，电视媒介兴
起，骆玉笙先生为电视剧《四世同堂》演唱的
主题曲《重整河山待后生》，让京韵大鼓迅速
家喻户晓。在信息化时代，如何用好互联网的
传播效力，让曲艺得到蓬勃发展，则成为我们
曲艺工作者要探索与实践的课题。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白衣天使逆向
而行，为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阶段性的伟大胜
利，付出了汗水甚至生命。而我作为一名曲艺
工作者，虽然上不了前线，但要做“文艺轻骑
兵”，在第一时间创作出作品以鼓舞士气、振奋
人心。

互联网成为“抗疫”文艺作品宣传传播的重
要媒介。比如在“津门战‘疫’”期间，除夕夜我让
女儿在家用手机帮助录音，创作并演唱了梅花
大鼓《携手克时艰》《天使颂》，第二天正月初一
就在中国曲艺网、津云等平台播出，为逆向而行
的医护人员鼓劲加油。随后带领学生共同演唱
《道是无情胜有情》，为抗击疫情录制各种宣传
片，同时应新加坡作家孙喜邀请隔空录音，和
26国人士共同演绎抗疫MV《爱的力量》等。后来
我又参加了中国曲艺家协会携众艺术家声援意
大利的演出，在《世界中国》杂志的社交媒体平
台播出以后，仅十几个小时就吸引了2.5万名
意大利观众观看，而正在赶排的梅花大鼓《银雁
飞向罗马》，将会为传播中国声音和促进中意人
民的相互理解发挥重要作用。

现在，我和很多曲艺工作者都在尝试利用
直播等多种手段为观众演出。作为传统曲艺工
作者，作为梅花大鼓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我
愿意去尝试新的传播渠道和方式，来更好地传
承、发展与创新曲艺艺术，这是我应该做的，
也是我喜欢做的，更是我必须做的。唯有如
此，才能同人民一道，感受时代脉搏，引领时
代风尚，在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曲艺事业的繁
荣发展，用曲艺谱写出人民美好生活的新
篇章。

▲籍薇

第7版 悦读·连载

第6版 艺文·荟萃

籍薇给小朋友和学生传授梅花大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