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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传承800年

发源于宋朝曲艺说浑话

4日上午，记者赶到胡集镇书会
路时，180余档说书艺人已经扎起行
头，支起大鼓、摆出艺摊，拿出木板、
琴书、大鼓、春锣、渔鼓等拿手绝活，
开始说古唱今，登台献艺。大街小巷
琴鼓争鸣、声腔委婉动人。镇上的、
村里的人们还有来自周边各市县的
游 客 闻 声 而 至 ，听 书 、看 戏 、赶
集……里三层外三层地把每个艺人
的摊子围得水泄不通，尽情享受这
一场场视听盛宴。

胡集镇位于惠民县东部，自古
就是惠民东南部的商贸重镇。胡集
书会始于元，盛于明清，距今已有
800年的历史。胡集镇文化站站长胡
同利一直称自己是书会的“打工
人”，每年书会请来的艺人几乎都是
他的朋友。作为胡集土生土长的人，
胡同利从小就痴迷听书，做了文化
站站长后一直为书会忙碌，堪称胡
集书会的活字典。

胡集书会有着“中国民间艺术活
化石”的美誉，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针对书会的起
源，胡同利告诉记者，根据镇上老人
的口口相传以及他多年的考证，可
以确定最早追溯到宋朝。“当时宋朝
北方民间流传着一种音乐与唱词相
结合的说唱艺术——— 说浑话，到宋
朝末年，又流行起鼓子词。”胡同利
说，当时惠民城里每年都有书会，艺
人们聚在一起切磋技艺、交流书目。

胡同利说，到元初兵乱时期，胡
集因为商业发达成为方圆百余里最
大的集镇，书会逐渐从惠民城转移
到胡集镇。“正月十二是春节后的第
一个大集，周围群众为欢度元宵节，
蜂拥前往胡集置办元宵节用品。每
年元宵节前后，各地的说书艺人利
用这个机会，从四面八方赶到胡集，
登场献艺，说书卖场经年不衰，场面
逐年扩大，逐步形成盛大的胡集书
会。”此后艺人们年年聚会，世代相

传，规模逐渐增大，来此说书的艺人
有济南、潍坊、淄博的，后来，河北、
河南、辽宁、黑龙江等省的艺人也赶
到这里献艺。

◎几经兴衰

十多年前书会难见说书人

相比一般的书会，胡集书会非常
讲究。据胡同利介绍，整个书会由“前
节”、“正节”、“偏节”组成，“前节”是在
正月十二胡集大集以前，距离较远的
艺人们为了不误会期，提前几天来到
胡集，在周围的村中演唱，行称“前
节”。自正月十二到十七这六天是书会
的高峰盛期，书价最高，行定“正节”。
正月十八至廿一的四天，书价略低，堪
称“偏节”。

“胡集书会从产生到现在，经历
了多次兴衰，远的已经无法考证。”
胡同利说，日本侵华后民不聊生，书
会出现近代最大一次萧条，但是一
直没有中断。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
代初书会再次迎来兴盛高峰，每年
都有四面八方的艺人赶来，听书的
人挤满整个镇子，有些年轻人甚至
要爬到猪圈上和大树上听书。

上世纪90年代，由于群众的文化
生活日益丰富多彩，电视广播等新的
文化传媒对书会造成了冲击，书会盛
况不再。说起前几年书会的情况，胡同
利连连摇头。“尤其是2000年前后，说
书艺人及听众人数都在减少，很多村
子出现了中断请书的习惯，书会出
现了衰落的趋势。”胡同利给记者展
示了他的日记本，解放前每年来胡
集的艺人有250多档，上世纪50年
代初还达到200档以上。1987年，在
册登记的艺人有173档。可是到了
1994年，仅仅来了13档。此后几年，
每年胡集书会来的艺人都在十几档
子，最少的年份只有五六档。“当时
有些爱说书的老年人仍来赶集，可
是满街上却找不着一个说书的。”

鲁北大鼓传人谢宝华的弟子朱
延安已经年近七旬，从十五六岁就
跟着师傅来赶胡集书会，此后一年

也没落下。“虽然坚持说，但是到了
十几年前艺人来得越来越少，又没
大有雇的，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政府买单

送书进村重拾书会盛况

传承了几百年的胡集书会面临着
消失的危险，由于时代发展，书会的传
承很难再单纯依靠自然的力量。胡集
镇政府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很多
艺人长途跋涉来胡集书会，过去跟老
师或师兄到村里说书“搭伙吃饭”的传
统也没有了，卖下场还好，一旦卖不下
去，路费饮食都无着落。了解到这种情
况，从2000年开始，镇委镇政府对参
加书会的艺人进行登记，凡来参加
者每人补助100元。“艺人们卖下场
更好，卖不下场也能有返程路费。”

随着物价上涨，到了2003年100元
对于路程较远的艺人已经不够了，从
2004年开始镇里将补助增加到200元，
同时由胡集书会组委会向来参加书会
的艺人颁发优秀演员荣誉证书。经过
多年摸索，从2007年开始，政府开始实
行“群众听书，政府买单”的方法，镇政
府将请书费用全部承担，对镇内36个
村报销请书费用。为了避免个别艺人
浑水摸鱼应付了事，书价由专门的评
委会评定，根据艺人演出水平高低，直
接给艺人定价。

“定价小组有八人，经过多次评
定考核，书价分为3000元、2000元、
1800元、1600元、1200元、1000元和
800元。”胡同利说，经过这些扶持措
施，从2007年开始，胡集书会又渐渐
恢复往日的盛况。“今年的书会又来
了200余档艺人，几乎赶上了历史上
的最高值。”请来的说书艺人下到36个
村里，政府负责报销书价，村里负责进
村艺人的食宿。“村里向对待亲戚一样
款待进村艺人，我们每天上午和晚上
说两场书，每场两三个小时，照顾得很
周全。”艺人白曰华说，每年都为政府
和群众的热情所感动，胡集书会的盛
况也在激励着艺人们将传统的曲艺
形式传承发展下去。

“一日能看千台戏，四天可读万卷书”。2月3日上午，一年一度的曲艺盛会胡集书会
在滨州市惠民县胡集镇热闹开场，来自全国的200余档艺人前来说书，30余种曲艺形式
齐聚书会。胡集书会从元代兴起，至清初极盛，一直沿袭至今历经800年。虽然几经兴
衰，但依然坚守着对传统曲艺的挚爱，为说书人保留了一块温暖的净土。

全国200余档艺人前来说书

胡胡胡集集集再再再现现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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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书人吸引来大批的听众，人山人海，场面火爆。

说书人又说又唱很投入。

说书艺人生动的表演让人们听得入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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