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0月1日 星期二A06 关注

编辑：马纯潇 美编：马秀霞 组版：刘淼

“微”名四海传播
全凭精雕细刻

王天明：让济南微雕技艺走出国门

都说人生如戏
他说戏即人生

梁广斌：坚守75年只为传承王皮戏

记者 李静 王开智 济南报道

王皮戏的种子

我已经唱了一辈子。4岁时，母亲去
世，父亲把我们兄弟俩拉扯长大。小时候，
生活枯燥，总是盼着过年期间能听表舅刘
德奎唱王皮戏。虽然听不懂，但觉得很好
玩。这是王皮戏给我最初的启蒙。

王皮戏因代表剧目《十八大姐逗王
皮》得名，讲的是主角王皮在元宵节与

他的十八个老婆上街观灯斗嘴的故事。
王皮戏在开唱之前，还有一段跑灯表
演，共有伞灯8盏、“顽童一人”。“顽童”
手执拂尘穿插其间，翻滚腾跃，把人气
聚集起来。

表舅告诉我，王皮戏已经有300多年
历史，是流行于平阴、东阿、冠县、茌平
等地的民间小戏，在齐鲁民间艺苑中颇
有影响。每当春节闹元宵时，除在本村
表演，还在邻村巡回演出。村里长期流
传着一句歌谣：“郭柳沟真热闹，大人孩
子王皮调。”

1976年，我27岁，正式开始学习王皮
戏，师从王皮戏第四代传人、刘德奎的得
意门生赵书凤，从跑灯开始学起，逐渐担
演角色。

王皮戏又“活”了

王皮戏之所以难学，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缺少文本载体。

刘德奎文化程度不高，但台词背得滚
瓜烂熟。由于王皮戏过去没有文本记载，
很多传统曲目都是通过刘德奎口述，再由
村里的文化人记录在册。

后来，赵书凤按照手抄本来教我。当
时，赵书凤已经70多岁，唱戏很吃力，但是
他觉得我很有天分，所以倾囊相授。

从学习到登台表演，我只用了一年多
时间。那时没有麦克风，但是我的嗓音能
传很远。老百姓感慨，王皮戏又“活”了。

两年后，赵书凤离世。我始终记得他
的嘱托。老师说“我会的都教给你了，你得
传下去。”这些年，我不敢有丝毫懈怠。

在唱戏的同时，我对王皮戏进行系
统性整理。过去，王皮戏一直处于“板腔
时代”，没有乐器伴奏。我就找到专业人
士进行配乐，多了二胡、琵琶等乐器来
伴奏。

2006年，王皮戏被列入山东省首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我获评为省
级非遗王皮戏代表性传承人。

老调新唱

为了让王皮戏经久不息，我开始寻找
愿意学戏的传承人。但很长一段时间，没
有人愿意学戏。后来，我就找到老伴，希望
她能学戏，以带动周边的人学戏。最初老
伴不同意，但是看到我对王皮戏如此执
着，最终同意了。

我对艺术的要求很高，老伴有一个调
唱得不对也要反复给她纠正。在老伴的带
动下，有很多年轻人也开始跟着学戏。

2018年，我才正式开始收徒，到目前
为止，共收了6个徒弟。

大徒弟杨广忠今年59岁。他最初学的
是女角，腔调难，不好学。我现在年纪大
了，已经无法再登台唱戏，主要精力放在
剧本创作上。杨广忠每次出去表演的时
候，我总要跟着去看看。

过去，老百姓很难接受这样的戏曲。
现在，我们用旧曲唱新词，老百姓越来越
认可。

对我来说，王皮戏意味着我的第二条
生命。老师传给我了，我要是没传下去，我
就对不起老师。我希望王皮戏后继有人，
一直唱下去。

通讯员 庞聪 吴波静 菏泽报道

9月29日上午，菏泽市烈士陵园隆重
举行了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标识牌挂牌
仪式，旨在进一步发挥烈士纪念设施的
宣传教育功能，推动烈士纪念设施管护
工作提质增效。菏泽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王爱华和陵园主任
王海鸥共同为市烈士陵园国家级烈士纪
念设施标识牌揭牌并悬挂。

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标志整体为纪
念碑造型，主体为金色，包括红星、“永
垂不朽”题词、纪念碑和阶梯等元素。
使用统一规范的保护标志和标识牌，
让社会公众更加直观地了解到烈士纪
念设施的名称、保护级别、批准设立单
位等基本信息，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英
烈的尊崇、褒扬和纪念，让烈士们的伟
大理想和崇高信念永续传承。

谈起王皮戏，75岁的梁广斌忍不住又唱了几句。
梁广斌是省级非遗项目王皮戏的第五代传承人。他出生于济南市平阴县孔村镇郭柳沟

村，这里也是王皮戏传唱300多年的地方。如何让这个地方稀有剧种唱得响、唱得远、唱得
久，一直是梁广斌的执念。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这75年，也记录了梁广斌的唱戏之路
和传承之路，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他只为这一出好戏。以下是梁广斌的自述。

菏泽举行国家级烈士

纪念设施标识牌挂牌仪式

陈晨 冯沛然 济南报道

上山下乡，从洋房到马厩

我叫王天明，今年75岁。退休前我在山
东教委系统工作，业余有一项爱好，就是微
雕，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项目。

我出生在上海。1949年5月底上海解
放，我出生在6月初，所以取名为“天明”。

父亲是商人，母亲是京剧大师张春
秋，所以我的童年过得比较幸福。读高
中那年，也就是1968年，社会上掀起了

“上山下乡”的热潮。当时家里成分不
好，我就到了青岛农村的一个养马场，
养了两年马。

两年后我被调到了一个军工厂，当了
一名钳工。钳工可以说是万能的，什么都
能修，这也为我日后做微雕打下了基础。

我从小喜欢写写画画，喜欢文艺。那
个年代文艺比较贫乏，因为我有这个爱
好，也加入了宣传队。

1974年，我被调到了济南，成为山东
教学仪器厂（后改名为山东省教育印务中
心）供销科的一名科员。后来在办公室、工
会、政工科、展销部都任过职，直到2009年
退休。

工作之余，我的书画爱好都没放弃。
我还会修手表，当年一块手表得一两百块
钱，那些年单位200多个同事，我得给100
多人修过表。

修表是个精细活。有同事对我说，你
喜欢字画，又会修东西，心也细，听说现在
有一门技术叫微雕，是在很小的东西上刻
字画，你不如去尝试一下。

申遗成功，微雕后半生

1990年前后，我开始接触微雕。
刚开始学习微雕时资料特别少，最初

靠自己钻研。后来有人给我推荐了山东工
艺美术大师杨瑞生，我就去拜访他。

在那个年代，微雕属于一项谋生手
段，一般是不愿外传的。好在杨瑞生大师
接待了我，教给了我一个字：练。他是我的

“一字之师”。
第一个比较成功的作品是在一个两

平方厘米的石头上，刻了300多字的《兰亭
序》。一个朋友看了我的微雕作品，说你不
能光往里投钱，也得让它产生经济效益。

他把我的作品拿到齐鲁宾馆的文物
店外宾柜台，一个日本人看中了一件，我
赚到了300块钱。当时很高兴，那时候一个
月的工资才七八十块钱。

后来省领导要去瑞士访问，去文物店
淘礼品，看中了我的作品。外国人认为这
些微雕作品是机器刻的，领导就说下次把
我也带出去，当面给他们刻一个。

从1994年开始，我跟着访问团去了好
多国家，甚至还去过北极圈内的冰岛。当
时出国的活动都是孔子文化展，除了微
雕，还有剪纸、面塑、书画等，一个项目选
了一个代表人。

2011年，国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济南微雕的代表
性传承人就是我。

2017年，在政府的帮助下，我开始办
班，第一批招了20个学生，去年第二次开

班，又收了12个学生。
在这30多个学生中，有10人收为了徒

弟。其中一个徒弟叫董光庆，他是山东博
物馆的一名保安，前两年他还成了“网
红”，被网友称为“扫地僧”。

现在有两个徒弟又收了徒弟，加上我
的师傅杨瑞生，济南微雕一共传承四代
了。

以前微雕是我的爱好，现在身上多了
一份责任。我是济南微雕的代表性传承
人，我要把济南微雕传下去，发扬光大，让
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好好延续下去。

1949年6月出生在上海一个优渥家庭的王天明，有一个幸福的童年。青年时赶上上
山下乡的时代浪潮，来到山东，从养马工人到钳工，再到任职教育系统，济南成了他的第
二故乡。中年时因兴趣接触微雕，从此微雕贯穿他的下半生。

如今已是济南微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天明，回顾起自己伴随共和国一起成长
的75年人生，有苦有甜，感慨万千。以下是王天明的自述。

济广高速改扩建工程
郓巨河特大桥合龙

通讯员 辛立平 侯伟 菏泽报道

2024年9月30日凌晨，由中交建筑集
团有限公司负责施工的济广高速公路济
南至菏泽段改扩建工程施工九标郓巨河
特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合龙施工于9月29
日晚上开始，经过3个小时紧张有序的施
工完成。

该项目由山东高速集团旗下上市公
司齐鲁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
设。济广高速公路济南至菏泽段改扩建
工程项目总投资 1 8 6 . 1 4亿元、全线
152 . 758公里，将由双向四车道改扩建为
双向八车道。郓巨河特大桥为中交建筑
集团有限公司济菏改扩建施工九标控制
性工程，大桥合龙标志着该项目完全进
入路面施工阶段，为年底的全线通车打
下坚实基础。项目通车运营后将进一步
畅通山东南北交通“大动脉”，加速与中
原经济区的快速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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