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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剧名家林建华寄语新收弟子：

““任任何何时时候候都都要要对对得得起起观观众众””
本报记者 黄体军

11月24日，著名吕剧表演
艺术家林建华先生在济南喜收
三名弟子：孔令兰、刘淑娟、李
霄雯。加上2011年收下的第一
批弟子韩美、王淑芝、郭青青，
林先生已收徒六名。林建华先
生语重心长地寄语诸位弟子：

“任何时候都要把观众放在心
里，都要对得起观众！”

林建华1931年生于山东
省文登市，1953年调入山东
省吕剧团专攻青衣、老旦，现
为国家一级演员，吕剧经典
剧目《李二嫂改嫁》第一代李
二嫂扮演者，被誉为“吕剧三
杰”之一。她从艺60余年，演
出了约百出剧目，代表作有

《井台会》《借年》《庵堂认母》
《小姑贤》《鸿雁传书》《红嫂》

等。她不仅嗓音圆润，唱腔优
美，且在声乐技巧上造诣颇
深，是山东吕剧泰斗级人物。

济南市吕剧院优秀青衣演
员、曾获2007年中国戏曲“红梅
金花”称号的李霄雯，在谈到和
林建华先生的缘分时说，1991
年她以吕剧《井台会》参加全省
大中专院校戏曲大赛时，她的
父亲、著名吕剧表演艺术家李
岱江就专门带着她找林先生指
导，后来《搬窑》《鸿雁传书》等
剧目也都是林先生手把手教
的，“今天的拜师终于满足了我
多年的夙愿！”

弟子刘淑娟和孔令兰也
称拜师是一次“圆梦之旅”。
来 自 潍 坊 艺 术 剧 院 的 刘 淑
娟，于1991年林建华去潍坊
授课时跟着学了《三拉房》，
从此迷上了林派唱腔，一发

而不可收。2004年以林派《鸿
雁传书》参加全省戏曲大赛
获一等奖。来自滨州市吕剧
院的孔令兰，1978年偶然在

吕剧电影《姊妹易嫁》中听到
了林先生的配音，“我一下子
就迷上了吕剧！这次拜师可
以说圆了我40年的梦。”

在收徒弟过程中林建华先
生几度流下眼泪。“我感觉尽到
了一种责任，这是为吕剧后继
有人而流下的高兴的泪。”她结
合自身成长的经历，特别嘱咐
三位弟子，艺不压身，一定要多
学点东西。“1953年进省吕剧团
之前，我在部队文工团曾拉过
二胡，学唱过山东琴书、评剧、
豫剧、京韵大鼓等，给我唱吕剧
打下了基础。所以，学吕剧不能
限于吕剧，还要善于学习其他
剧种优秀的东西，丰富自己的
唱腔艺术。”

三位弟子表示，这次拜
师是一个新的起点。“林建华
先生是一位德艺双馨的老艺
术家，我们不但要传承好林
派唱腔艺术，而且要好好学
习她的为人和对艺术的至高
尊重态度！”

甲甲骨骨文文成成功功入入选选《世世界界记记忆忆名名录录》
本报讯 日前，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网站发布消息，我国
申报的甲骨文顺利通过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
咨询委员会的评审，成功入选

《世界记忆名录》。
《世界记忆名录》是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的旗舰项目，创建于

1997年，目的是对世界范围内正
在逐渐老化、损毁、消失的文献
记录进行抢救，并加强保护和利
用，提高全世界对文献遗产及其
重要性的认识。该项目每两年评
审一次，我国上一次申报的《南
京大屠杀档案》于2015年入选。截
止到2015年，中国已有十份文献

遗产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甲骨文是我国发现最早的

文献记录，出土于河南安阳殷
墟遗址，是距今三千多年的商
代后期用于占卜祈祷的文字。
由于有了从甲骨文一脉相承发
展到今天的汉字，才使中华文
明发展至今没有中断。甲骨文

既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
产，也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一般认为，到目前为止，已发现
的甲骨文不重复的单字为4500
至5000字（因未全识读，故无确切
数），而已公认解读的1000字左
右。如今还余下约3000个甲骨文
单字待破译。甲骨文成功入选

《世界记忆名录》，标志着世界对
甲骨文的重要文化价值及其历
史意义的高度认可，对于国际社
会了解和认识甲骨文及博大精
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
要推动作用；对于增强中华民族
自豪感，提升文化自信具有重
要促进作用。（汤诗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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