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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唱响响端端公公腔腔
渔渔家家格格外外亲亲

文/图 本报记者 汪
泷 张晓科 通讯员 樊云
松 李富荣

3日，济宁梁济运河畔，
一艘大型货船高耸的桅杆上
悬挂着两面长幡，船内时不
时传出羊皮鼓声，苏姓家族
正在举行10年一遇的祭祖仪
式，苏家老老少少都来听久
违的端公腔。

在船舱里，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端公腔传承人杨成兴
正带着他的徒弟表演端公腔。
台下坐着苏家的老老少少。

这是一个近百年来(三
代人)都与水打交道的大家
族，每10年举行一次大型祭
祖仪式，端公腔是必不可少

的一环。
这次赶上10年一遇的大

祭祀，他们专程从微山请来
了杨成兴，“要从初二唱到初
四。”

微山湖端公腔又称“端
鼓腔”，是微山湖渔家独特的
艺术表现形式。杨家世世代
代传唱端公腔，“我6岁跟着爷
爷学艺，12岁登台演出。”除了
表演，船上挂得长幡、门吊，甚
至服装都是自己制作的。

“端公腔唱的都是神戏，
像《刘文龙赶考》、《魏征斩
龙》、《唐王许愿》等，都是从
唐代便流传下来，只有渔家
人赶上祭祖等大事时才会
唱。

桅杆上挂起长幡。

杨成兴(左)表演端公腔。

身着特色服装演唱。

敲起羊皮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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