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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初，记者到沾化找
到了渔鼓戏的传承者，沾化
县渔鼓戏剧团。剧团艺术指
导、国家一级演员王增旭说，
对于渔鼓戏的历史，恐怕没
几个人比他更清楚。

据王增旭介绍，古时候，
道士们念经或者化缘会敲打
一种乐器，有的道士用的就
是渔鼓。清朝年间，在沾化县
富 国 镇 胡 家 营 村 有 一 个 道
观，有道士走到这里留了下
来，他们每天诵经化缘都要
用渔鼓边敲边唱，时间一长，
村 民 听 得 多 了 也 会 唱 上 几

句。有一年村民大丰收，为了
庆祝，村民就化妆穿好衣服
上了台，用道士们边敲边唱
的形式来表达内心的喜悦，
这也是渔鼓戏第一次上台。
此后，随着演唱内容及任务
行当的扩充，逐渐衍化、发展
成为大型的戏曲艺术。

据《沾化县志》《山东艺
术志》《中国戏曲志·山东卷》
记 载 ：“ 1 7 2 3 年 ( 清 雍 正 元
年 )，胡家营村重修道观时，
有道士来此说唱，村民学会
其强调，并逐渐予以衍化，把
说唱形式的渔鼓发展成为行

当 齐 全 、文 武 兼 备 的 渔 鼓
戏。”每逢九月香火会，戏班
便在道观前搭台专唱戏会，
春节期间登台演出，直出正
月。当地盛传：“扔下牲口撇
下筐，庄里传出渔鼓腔。”“不
娶老婆不睡觉，就是落不下
渔鼓调。”直到 1 9 5 7 年，受自
然灾害和历史原因影响，业
余戏班相继撤销，大规模演
出活动由此中断，渔鼓戏逐
渐 没 落 甚 至 濒 临 灭 绝 。到
2 0 0 6 年，会表演渔鼓戏的老
艺人只剩下包括 65岁刘尊禄
在内的四个人。

会表演渔鼓戏的艺人曾只剩下四人

癌盎

栏目寄语：

夜听窗外雨打芭蕉，油灯燃尽岁月斑驳。一座城市像一个人。
是灯红酒绿的张扬还是独守寂寥的淡然？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性格，它像一杯醇酒，需要慢慢品味。无论是生于斯长长于斯的本地人，

还是客居异乡的漂流族，无不在创造这座城市的时候被这座城市的气息感染着。
文化是一种力量，也是一座城市的脊梁。当繁华褪尽，人们还能在热闹过后找到精神归属，这是一座幸运的城市，也是是一座城市的幸运。
本报特推出“文化寻踪”栏目，深度挖掘和剖析滨州这座城市的点点滴滴，将这座城市鲜为人知的一面翔实而优雅地展展现在您的眼前。

沾化渔鼓戏———

从濒临灭绝
到名声大噪
文/片 本报通讯员 陈方明 高鹏 本报记者 杨玉龙

“没有渔鼓戏就没有我们
剧团的今天，同样，如果没有我
们剧团，渔鼓戏也不会起死回
生。”王增旭说，“就是因为抓住
了一次机会，才实现了双赢。”

现在的“沾化渔鼓戏剧团”
此前主要以唱吕剧为主，“到了
06年，想参加博兴小戏节拿个
奖，剧本就是《审衙役》，但当时
滨州市吕剧团国家一级作曲家
王永昌说省吕剧团和市吕剧团
高手如云，一个县级剧团想通
过唱吕剧拿奖太难，提议唱沾
化特色的渔鼓戏。”王增旭说，

“当时整个剧团甚至都不知道
渔鼓戏是什么、在哪里。”

2006年3月，沾化县组织
有关戏曲专家与县剧团人员
深入胡营村，与仅存的四位渔
鼓戏传人同吃同住，将老艺人
所 能 记 忆 的《 二 度 》、《 高 老
庄》、《出家》等多个剧目整理
完毕，并发现了当年演出时的
服装、道具、乐器和道观原址。

继续深入渔鼓戏和渔鼓
曲艺流行区域，对尚未掌握的
剧目、曲牌进行深入挖掘，将
已搜集的剧本、曲谱进行整
理，并陆续印刷出版，对民间
健在的老艺人进行抢救性录
音、录像，同时对已搜集的资
料逐步制作音像资料。以县吕
剧团和冬枣之乡艺术团为基
础成立沾化渔鼓戏剧团。

排练中，滨州市吕剧团国
家一级作曲家王永昌将原吕
剧剧本《审衙役》改编成渔鼓
戏。在《审衙役》中伴奏乐器三
大件改渔鼓、简板和越胡，另
外还加上了三弦。原来的渔鼓
戏都是男戏、男腔，伴唱也是
男腔，这次伴唱改为女腔，唱
腔丰富了。

在2006年4月举行的第四
届中国滨州博兴小戏艺术节
上，沾化渔鼓戏《审衙役》以其
鲜明的地方特色与较强的艺
术感染力，首次亮相，便从 40

多个参赛剧目中脱颖而出，荣
获最高奖——— 最佳推荐剧目
奖等七项大奖。此后，沾化渔
鼓戏名声大噪。

2011年11月，沾化渔鼓戏
《打板桥》，再次夺得“中国戏
剧奖·小戏小品奖优秀剧目
奖”，并位居获奖剧目榜首，沾
化渔鼓戏剧团已连续三届夺
得该奖榜首。

渔鼓戏火了，名不见经传
的小剧团也变得红火起来。
2006年前，拥有20多名演职人
员的沾化县吕剧团，每年的演
出仅有不到30场，收入二、三万
元，自身“生计”都难以维持。近
几年来，演出范围逐渐扩大到
周边的阳信、滨城、博兴以及东
营、黄骅等地，演出剧目也由单
纯的演出渔鼓戏剧目，发展到
以渔鼓戏剧为主，辅以相关主
题的综艺节目，使传统戏曲艺
术焕发了勃勃生机，满足了不
同观众的个性需求。

在第四界博兴小戏节上，渔鼓戏一炮走红

渔鼓戏与沾化县东路梆
子、渤海大鼓、鸳鸯嫁老雕等特
色戏曲以及书法、绘画、剪纸等
传统艺术的整理发掘，成为推
动该县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突
破口，成为该县实施“文化兴
县”战略的重要举措。

沾化县委书记贾善银说：
“这种具有浓厚特色的地方戏

曲是非常难得的宝贵文化资
源，继承和弘扬好沾化渔鼓戏，
不但能够保护好民族文化遗
产，引领农村先进文化方向，而
且能够以这一文化凝聚人心、
聚集人气，成为建设和谐县域、
富足县域的重要基础力量。”

沾化县不但把推进文化发
展繁荣作为兴县之策，而且具体

到把渔鼓戏的传承与发展，作为
社会联动工程，让渔鼓戏的传承
从娃娃抓起，推进“渔鼓戏进课
堂”与“进剧团学渔鼓戏”，把渔
鼓戏作为中小学课余选学课程，
目前已在3处中小学进行试点，
并选拔14名13-15岁的中学生，
利用课余和节假日时间进入渔
鼓戏剧团学习渔鼓戏。

目前有3所中小学把渔鼓戏当作选学课

说起渔鼓戏，2 0 0 6年前还是鲜为人知，甚至曾经濒临

灭绝。2 0 0 6年经一个濒临破产的地方剧团抢救挖掘整理，

在博兴小戏艺术节上，勇夺七项大奖，使渔鼓戏重放异

彩，并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剧团起死回生，渔

鼓戏名声大噪，一个濒临灭绝剧种与一个濒临破产剧团

实现了互救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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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龙缸演出剧照。

张家港演出审衙役剧照。

张家港演出审衙役剧照。

张家港演出审衙役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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