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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大金鼎狂热年中庆女装免单风暴第一期抽奖霸气登场

开开心心免免单单！！轻轻松松hhoolldd住住潮潮流流！！
谁说好运砸不到你头上？天天有

机会！日日有机缘！7月8日百大金鼎狂
热年中庆女装免单风暴第一期抽奖活
动霸气登场！在聊城电视台、交通广播
电台、音乐广播电台、《齐鲁晚报》、《聊
城晚报》、《山东商报》、《城市周刊》等
聊城各大媒体的见证下，邀请顾客现
场摇奖，抽取第一期中奖品牌和免单
日期。金鼎商厦中奖品牌为2015年7月
3日购买的宝丝露女装，金鼎购物中心
中奖品牌为2015年7月7日购买的蕾朵
女装。

据了解，在这场名为“金鼎女装免
单日”的活动中，百大金鼎品牌女装倾
情参与，如金鼎购物中心新引进品牌
菀草壹、碧淑黛芙、马天奴、路逸沙美、

之禾、CK JEANS、凡释、蓝地、拉度
拉、玛斯菲尔?素、墨蒂珂等全线参加，
为广大顾客朋友带来超值的夏日巨惠
大餐。

活动现场人气火爆，吸引了众多
消费者前来围观。在记者采访中，现场
帮助抽奖的顾客王女士说，此类活动
以前没有见过，感觉新颖，而且现在孩
子也放暑假了，带着孩子也经常来这
里玩，不管是麦当劳还是必胜客、DQ
啊，孩子都喜欢。王女士表示还要参加
第二期的女装免单购物活动。

狂热七月女装免单风暴疯狂升
级！今天没有你，别灰心别气馁，还有
更多美好的东西在后面排着队等着
你。此次免单活动真是实惠到没朋友

了，潮女们快出动啦，不要被幸福砸
晕哦！应广大顾客的强烈要求，为全
面答谢广大消费者朋友们，百大金鼎
女装免单风暴第2期活动全面升级
啦，力度全面扩大！凡是2015年7月8-
12日在百大金鼎购物的美女们，不管
您哪天买、买哪个女装品牌，都会有
机会中大奖哦！免单品牌在免单日的
消费全额返还！当然这次有更大的惊
喜等你！7月13日百大金鼎女装将增
加为三个品牌等你来抽！什么？三个
品牌？您心动了吗？Omygad...这是天
上要掉馅饼吗？心动不如行动，小伙
伴们一起来吧！详情请关注LCBDJD
官方微信。

刘雯雯

71岁聊城曲艺人刘恩水：

5555年年创创作作各各类类手手稿稿224400余余万万字字

由八一制片厂著名导演韦廉执导的30集电视
连续剧《铁血将军》正在热拍，刘恩水在剧中饰演
了一位以山东琴书为业的盲人。而这是71岁的刘
恩水从事曲艺这一行当的第55个年头。这期间，他
从舞台表演，到书案间锤炼创作，几乎用尽一生心
力去修一门叫做“传统曲艺”的课程。如今，240余
万字的手稿和厚厚的证书静静地搁置于他的书
房，见证着他55年来对于曲艺的积累和传承。

文/片 本报记者 凌文秀 通讯员 王伟

有编有演

军旅表演曾受国家领导人接见
刘恩水自幼酷爱文艺，14岁被

选送至山东省高唐县业余文工团
学习评戏、四根弦。17岁应征入伍，
便开始了文艺的表演与创作，小吕
剧《探家记》、故事《潍河激浪》等便
是其初期作品，那时多是自编自
演，在军营里引起了不小反响。20
岁表演的小演唱《两个快乐的炊事
员》、对口词《解放军是个大学校》，
荣获济南军区战士文艺会演一等
奖。

1965年，因才艺出众，他先后
被借调至济南军区司令部战士演
出队、济南军区前卫话剧团参加歌
颂王杰的演出活动。组剧《青春红
似火》分为三个独幕话剧和一个小
吕剧，刘恩水在小吕剧《去接王杰
的枪》中饰演李学英，后由八一电
影制片厂、王平执导拍摄成舞台
艺术片。组剧《青春红似火》的演
出备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

曾一度在驻京各部、首都人民剧
院、人民大会堂演出，22岁的他有
幸与剧组一起受到了朱德、周恩
来、刘少奇、邓小平、李先念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深受
鼓励。

匆匆告别八年军旅生活，刘
恩水25岁被安排在山东省高唐县
文化馆工作，恰赶上文化大革命
的特殊历史背景，他的工作近乎
天天演出，此间十年他做了一名
专业演员。难忘李新学作曲的歌
舞剧《青泉碧野》，刘恩水从中饰
演主角盐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张洪
亮，该剧目不仅参加了省、市级的
文艺汇演，而且演遍了高唐县城
镇与公社。从部队到地方，刘恩水
以18年的时光演活了民间传统文
艺，包括小演唱、对口词、吕剧、故
事等多种艺术形式，他把自己大部
分青春奉献给了舞台艺术。

搭台兴业

苦心调演解救濒临失传老曲艺
1979年，刘恩水被调入聊城地

区群众艺术馆，当时艺术馆分为音
乐、舞蹈、戏剧和曲艺等多个业务
科室，时年35岁的他毅然选择了自
己最为钟情的曲艺。从前台转到幕
后，曲艺创作和研究自此成为他的
主业。

刘恩水正式接管聊城地区曲
艺工作是在1979年10月，恰逢改革
开放前夕，举国上下刚历经了十年
动乱，积累下许多严重的政治问
题和社会问题，经济和文化教育
事业也遭到严重破坏，当时面对
的是一个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
局面。为重整聊城地区的曲艺事
业，他组织召开了聊城地区曲艺
工作动员会，准备通过汇演来挖
掘民间曲艺资源。

1980年至1983年，聊城地区曲
艺汇演成功地举办了三届，并明
确要求各县要有代表本县特色的
曲艺曲种参赛，这不仅丰富了演
出的形式，而且从根本上解救了

几近流失的曲艺资源。三次汇演
当时开创了山东省民间曲艺资源
系统抢救的先河，堪称山东省曲
艺界的大事纪。阳谷谷山调、东阿
落子、高唐四平调等10余种曲艺
形式在汇演后迎来了新生，其中
聊城八角鼓、临清时调等今天已
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如果说三次曲艺汇演为聊城
曲艺资源的保护借来了东风，那
么刘恩水于1983年5月组织召开的
聊城地区首届曲艺作品研讨会给
聊城地区曲艺创作和研究送去了
整个春天。会上山东省曲艺界的
部分专家和本地区的曲艺工作者
欢聚一堂，对日后聊城地区曲艺工
作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高唐四
平调《春风送暖》、唱词《小林摔
鸡》、《找县长》、快板书《抓娃娃》等
一大批反映现实生活的曲艺作品
应运而生，也为聊城曲艺界培养了
一支年轻而有实力的创作研究人
才。

不畏艰辛三易书稿 十年著成“闯王女”
长篇章回体小说《闯王之

女》于1999年3月出版，长达150
万字。这部书与中国古典名著

《水浒》有相近的创作规律，着
力赞美了明末战乱背景下三
位巾帼英雄。刘恩水编著小说
本身就是个传奇，因为他的研
究方向是曲艺，《闯王之女》原
是鲁西木板大鼓的“口头文
学”，而这部书却是通俗小说。

在几乎不识字的鲁西木
板大鼓艺人李同生口中把故
事整理出来，这是此书的“第
一稿”，而“如何挖出来的”在
邻居与同行的心里至今仍一
直是个谜。自1980年曲艺调演
中结识艺人李同生，记录这
长篇民间文学便成了刘恩水
的心事。“因为像李同生这样
的民间艺人，已经越来越少，

只有尽量完整而客观地记录
他们身上的才艺，才能对得
住肩上的使命”，刘恩水现在
回忆起来，语气仍是那么沉
重。经协商，李同生在办公室
住了小半年。刘恩水把自己
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这件
事上，晚饭后、星期天、节假
日，刘恩水大半年以李同生
为伴，专心听故事。刘恩水
说，那一年的春节，他在正月
初三就悄悄地溜出家门，与
李同生在办公室约上了。这
本书的初稿以鲁西木板大鼓
的文体完成，是遵照了艺人李
同生的口头创作形成的唱本，
但由于其可读性受限，不得不
对体裁进行调整。第二稿中刘
恩水剔除了唱本中大量冗繁
的唱词，以章回体手法使用了

通俗易懂的口头语言。
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

着鞭自奋蹄。刘恩水不畏艰
辛三易其稿，在反复推敲、细
细雕琢中历时 12年终于完
成。他尽量保留艺人讲演的
特色，以传奇大书独特的结
构方法和悬念组织的艺术技
法，使作品具备出奇制胜的
巧妙情节和强烈的故事魅
力。一本书倾注了他中年时
代的心血，再一次印证了他
对曲艺事业的挚爱，从撰稿
到出版，书里书外一页页溢
流着聊城木板大鼓的发展历
程，它是艺人李同生从艺50年
在心中积蓄的无字唱本，而字
字句句、点点滴滴又无不是李
同生与刘恩水两位老曲艺人
的匠心共建。

编曲创词、听音记谱 为传承不遗余力
刘恩水接管聊城地区曲

艺工作的时期，正是我国曲艺
事业的重建时期，他一方面重
视传统曲艺资源的挖掘整理，
一方面潜心于曲艺作品的创
作与理论研究。他依据家乡的
抗日将领张自忠、女性楷模张
海迪、优秀共产党员孔繁森等
人物创作了作品《将军泪》、《顽
强的姑娘》、《母子惜别》等，依
据身边百姓事他作了作品《奇
遇“棉仙”》、《张三万看病》等，
内容的曲艺形式丰富多样，包
括快板、山东快书、故事、评书、
相声、小品等10余种。

刘恩水特别选取了自己
多年的曲艺作品汇集成册，编
入《大运河文集》结成曲艺作
品专辑《曲苑拾贝》、《曲苑拾
贝续集》，分别于1997年和2005

年相续出版。书中百余篇作品
半数在省以上文艺会演、曲艺
比赛中获奖，部分作品在《曲
艺》等国家级杂志发表。现在
读来，字里行间流露的是作者
对真善美的追求，而篇章之中
洋溢的满满都是鲁西民间朴
实而传统的乡情乡音。

《曲苑拾贝》续集出版时，
刘恩水已经61岁，而他对曲艺
的热爱却因年龄的增长而递
增。退休了，身上的责任感与
使命感反而变得愈加强烈。刘
恩水说，在聊城市政协退休的
几位老朋友特别关心曲艺事
业的发展，每每提及唱腔的传
习，大家都深感叹息曲调的

“变味”。如何保持传统曲艺原
汁原味的传承，以期让后代曲
艺学习者聆听传统的经典唱

法并准确地把握曲调成为核
心问题，“创作蓝本，曲谱还
原”，大家一拍即合。于是，他们
集合了散居在民间的老艺人、
曲艺文化传人，结合工作多年
积累的录音、手抄稿等资料开
始了对聊城现有曲种曲牌的整
理。为保证百年民间曲艺经典
还原的准确性，刘恩水一方面
组织艺人座谈互动，一方面聘
请了专业的乐队伴奏记谱，完
成了18个曲种、近百个曲牌的
系统整理，尤其后期音乐专家
的加入，为这些传统名作名段
的完整性与精准度提供了有
效的保障。此书便是2011年出
版的《聊城百年民间说唱窥
览》，它是介绍地方民间说唱
的专集，较为广泛地应用于聊
城地方曲种的研究与教学。

退休后，刘恩水依然坚持为曲艺传承尽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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