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菏泽弦索乐传承人王玉珍：

““要要挖挖掘掘更更多多好好苗苗子子””
她，出身艺术世家，父亲是著名山东琴书老艺

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王振刚。“一听到古筝的声
音就被吸引”的她，12岁开始跟随山东琴书省级代
表性传承人胡化山学习，并于1990年考取中国北
方曲艺学校。1993年，她在菏泽办起了古筝培训
班，20年间先后培养了近千名优秀学生。

她，就是菏泽弦索乐传承人王玉珍。

出生于艺术世家的王玉
珍可以说是听着曲艺长大
的。爷爷是戏剧演员，父亲是
山东琴书老艺人，家住在曲
艺队家属院的王玉珍经常能
听到其他人吹拉弹唱，慢慢
地自己也产生了兴趣。

5岁时，王玉珍家和古筝
艺术家韩庭贵家离得很近，
每天晚上都能听到他弹奏古
筝。“每次一听到这个声音就

会被它吸引，当时胆小不敢
去 他 家 ，只 能 在 院 子 外 面
听。”王玉珍笑着说，此后她常
常放学后迅速写完作业，然后
去韩老师家院子外面听他弹
奏古筝，这种“偷听”的状态一
直持续了近5年。

王玉珍9岁时，曲艺队正
在排练山东琴书《断桥》。“《断
桥》排练了一年多，我在曲艺
队听了一年多，对里面的唱词

都很熟悉。”王玉珍说，2008年
她参加中国曲艺牡丹奖时就
是演唱的《断桥》，并据此获得
了“新人入围奖”。

抚筝而坐，手指从古筝
弦划过，动听的音符在指尖
流动，这种美妙的意境更加
坚定了王玉珍学习古筝的想
法。12岁时，她开始跟随省级
山东琴书代表性传承人胡化
山学习古筝。

5岁时，“一听到古筝的声音就被它吸引”

本报记者 李德领

屡获殊荣，学习古筝的脚步不能停

1990年，王玉珍考取中
国北方曲艺学校学习山东琴
书专业，当时学校在山东只
招4人，成绩出来后“自己都
不敢相信”。

虽然专业是山东琴书，
王玉珍仍没有丢掉古筝，“不
能耽误专业课，但古筝不舍
得丢，只能挤时间练习。”从
此，每天5点多其他同学还在
睡觉时，王玉珍已在功房练
习古筝。此外，她还找了古筝

老师，周末别人休息或者去
逛街时，王玉珍都在学习，

“太喜欢古筝，苦点累点也无
所谓。”

1993年毕业后，王玉珍
回到家乡办起了古筝培训
班，并时常参与一些大型演
出，20年间先后培养了近千
名优秀学生，“虽然在外能
找到很好的工作，但还是想
回家，用自己所学为家乡曲
艺事业增光。”

从1 9 9 7年获得中国大
风杯古筝邀请赛青年组三
等奖，到如今参与的弦索乐

《乡音和鸣》，王玉珍不仅入
围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群星
奖”决赛，还获得了中国民
族器乐民间乐种组合展演
非职业组“优秀演奏奖”。期
间，她一直坚持练习，更从
2 0 0 6年开始跟随著名古筝
艺术家赵登山学习，提高自
己的水平。

责任更重，要“让弦索乐发扬光大”

弦索乐是我国民族民间器乐中一
种历史悠久的传统乐种，是几件弹拨
乐器和拉弦乐器合奏的音乐，通常有
筝、琵琶、扬琴、胡琴等丝弦乐器合乐
演奏，乐器组合灵活多样，演奏乐器可
增可减。而在菏泽弦索乐中，筝始终占
有突出位置。

在王玉珍去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上
学时，父亲王振刚曾给她一本有近200
个山东琴书曲牌的书籍。这本书王玉

珍一直珍藏着，并经常拿出来练习。
“这不仅是父亲对我的期望，更是对曲
艺传承的期望。”

日前，菏泽公布了第三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王
玉珍被评为菏泽弦索乐传承人。“以前
感觉将学生教好就可以，现在被评为
了传承人，感觉肩上担子重了很多，以
后还要挖掘更多好苗子，让弦索乐发
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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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文化的土壤 精神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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