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7月29日 星期一

编辑：赵旭 见习美编/组版：李冲 关注

千千面面锣锣里里寻寻出出一一面面““称称心心锣锣””
杭州方言节目“小热昏”形式独特，欢声笑语中了解新闻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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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关注十艺节

本报7月28日讯(记者 王晓霜
见习记者 谭正正) 28日晚，第

十届中国艺术节全国曲艺优秀节目
展演依旧如火如荼地上演，由杭州
滑稽艺术剧院演艺有限公司选送的
小热昏《卖鱼桥的传说》，以其独特
的语言形式引起了观众的关注。面
对眼下传统曲艺节目发展普遍存在
的瓶颈问题，演员金一戈说，“小热
昏”也在创新，不过是在保持传统基
本形式的基础上吸收一些现代元

素，但创新是一步一步，不能走样。
“‘小热昏’不像山东快板一样

能从字面上理解，很多人第一次听
说，更不知道它是什么。”金一戈说，

“小热昏”原为一种以唱新闻、宣传
商品广告的说唱，很多艺人自己熬
制梨膏糖，用这种说唱形式来推销。
后来清末民初，杜宝林等民间艺人
据其唱调采用隐晦曲折的手法，以

“说朝报”的形式，说唱时事新闻和
笑话故事，内容多讽喻当时社会黑

暗现象，当遭到逮捕时以热昏了头
为由推脱，故艺名为“小热昏”，后即
以“小热昏”为曲种名。“小热昏”这
种曲艺发展到现在，主要以逗笑的
形式反映新闻、时事等，叙事功能较
强，很多是对传奇故事的加工。

谈到传统曲艺的的发展问题，金
一戈说：“和其它传统曲艺节目相比，
小热昏同样存在市场狭小的问题。”
首先，小热昏的语言主要是属于吴语
系的杭州方言，具有强烈的地域性。

其次，一人一锣一锣片的单一表演形
式在追求快餐式节奏的当下受到巨
大冲击。最后，传统调音师越来越少，
锣的制作也有人工精制变为机器量
产。“在一千面锣里才能找到一面能
让自己称心如意。”金一戈说。

面对一系列的问题，小热昏也
在尝试创新，在保持原有传统形式
的基础上增加音乐伴奏，乐队也可
以用新式的流行乐器，增加现代背
景音乐。金一戈的老师周志华成立

不设任何门槛的“小热昏”学习班，
对那些有兴趣的业余爱好者进行免
费教学，其中有五年级的小学生，也
有大学生。

面对发达的网络，“小热昏”将
表演的视频上传网络，方便那些初
次欣赏却有兴趣的爱好者网上观看
学习。“我们不停地创新，培养新人，
但是创新首先必须要保持节目形式
原有的味道。其次节目的趣味性不
能变，这些是根本。”金一戈说。

足不出户看大戏

市民直呼过瘾

本报7月28日讯 (记者 赵树
行 ) 正在滨州展演的十艺节全
国曲艺优秀节目让滨州市民大呼
过瘾，他们足不出户就欣赏到了
最精彩的曲艺节目，为这个炎热
的夏天带来丝丝清凉。

在本次曲艺节目展演中，很
多节目内容贴近时代，注重传统
与现代相融合。来自滨州阳信的
相 声 演 员 林 涛 和 商 伟 的《 说 变
化》，反映了新农村建设取得的瞩
目成就和农民生活的大变化。安
徽两位小朋友孙欣悦和熊树豪的

《想不想长大》借助“穿越”手法，
以一大一小两个角色的转换，变
现了少儿现实生活中的烦恼和困
惑 ,用相声诙谐幽默的语言反映
社会进步，娱乐了群众，道出了变
化。这样的节目不仅中老年市民
爱看，还吸引了众多青少年观众
的目光。

“这次十艺节优秀曲目展演
在家门口举办，真长见识。很多曲
艺之前都没听说过，现在一看还
真不错。”退休干部刘女士说。足
不出户看全国的优秀曲艺节目，
不仅开阔了市民的眼界，而且荤
素搭配，让观众看得入神，听得陶
醉。青年市民赵先生平时并不经
常看曲艺节目，但这次他带着全
家一块来观看，“还在回味上一个
呢，下一个又开始了，精彩节目一
个接一个，目不暇接，真过瘾。”

这次的全国曲艺优秀节目展
演以反映社会主旋律的节目为
主，《太师训徒》、《孔子试徒》这
样的古代故事以理育人，放眼现
在也具有很高的教育价值。《家长
里短》、《乡嫂骂夫》等采编于日
常生活中的片段，反映了和谐社
会建设的点点滴滴。节目精彩，高
潮不断。吃过晚饭就来剧场，成为
这几天市民普遍的生活节奏，也
成为最近几天市民的最大牵挂。

山东快书名家李东风家乡谈快书发展

““有有再再现现当当年年辉辉煌煌的的契契机机””
本报7月28日讯(记者 王晓

霜 赵树行) “闲言碎语不要
讲，表一表英雄好汉鲁智深。”笔
直的腰板、洒脱的身段、威武的
神态、掷地有声的说唱……26
日，在十艺节全国曲艺优秀节目
展演第二场的舞台上，身着长
袍、手拿鸳鸯板的李东风老师将
山东快书的传统曲目《鲁达除
霸》表演得声情并茂，引来阵阵
掌声。

从事山东快书表演三十多
年的山东快书名家李东风师承
于孙镇业先生，他表演的山东快
书风格独特，人物刻画细腻，表
演潇洒灵秀，一招一式均显深厚
功底，曾经多次参加曲艺大赛并
获大奖。“山东快书是本次曲艺

展演中出现次数最多的，这说明
山东快书能发展至今有着深厚
的基础。”李东风说。

“灵活简便、易演易编是山
东快书最主要的特点，是它能
够流传至今的原因之一。”说起
山东快书200多年的发展历史，
李东风告诉记者，山东快书是
起源于山东、逐渐流行于全国
的一种传统曲艺形式，最初专
门说武松的故事，到后来扩展
到说水浒故事以及抗日战争故
事，以说唱为主，采用站唱形
式。道具方面，当初是借用的山
东落子里的大竹板、山东大鼓
的钢板，“当初，山东大鼓盛极
一时，里面有个牌子，近似半说
半唱的韵诵体，叫做‘窜钢腔’，

山东快书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

作为山东快书名家的李东
风与滨州有着不解之缘。事实
上，李东风来到滨州演出并不
是第一次，从3、4岁就开始接触
山东快书的他是滨州博兴人，
对滨州本地的曲艺胡集书会有
着深刻研究。在与他交谈过程
中，记者得知，近年来李东风每
年都会回滨州，来到惠民胡集
镇，走街串巷了解胡集书会的
发展历程。“胡集书会也是由民
间自发的曲艺集散而成的，是
滨州最有特色的曲艺表演形
式。”李东风说。

现在的山东快书艺术流派
主要分为高派(高元钧)、杨派

(杨立德)两大流派，以高派流传
最广、影响最大、门生最多、成就
最高，李东风就是高派的传人。

“山东快书门槛低，普通人一周
就可以学会，一个月就可以登台
演出。但要想成为一个名家就得
需要很长的时间。”说到现在山
东快书的发展，用李东风的话说
就是“想灭很难，想再出现当年
的辉煌也很难。”

“上世纪50年代是快书最辉
煌的时候，高元钧的快书《一车
高粱米》就像一车快书的种子一
样撒遍全国各地，现在随着社会
发展，已经不具备条件了。”李东
风说，不过借助十艺节，山东快
书事业会在发展中进步，“有再
现当年辉煌的契机。”

7月27日第三场演出，滨州市滨城区文化馆的演员们正在演出东路大鼓《太师训徒》。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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