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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曲艺曾入低谷

多亏国家重视支持

这次曲艺类非遗项目专场
登上市民大舞台，不仅展示了
济宁曲艺项目的独特魅力，检
验了全市非遗保护工作开展以
来取得的成果，同时也借助市
民大舞台这一有利平台，丰富
了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

不管是刘世福还是张青
敏，他们都坦承这些传统曲艺
都曾进入过低谷，“现在的年轻
人崇尚快节奏，缓慢叙事的传
统曲艺，难以抵抗住花样繁多
的娱乐方式。”但随着国家大力
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
多的地方传统文化艺术，在几
近失传的时刻，又再次有机会
焕发新的生机。在山东省委宣
传部的组织下，有十位非遗传
承人现场招收十名徒弟；而张
青敏的山东落子也正在申请国
家级非遗项目，这些都体现了
非遗项目获得了国家越来越多
的重视。

济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办
公室主任樊云松告诉记者，济
宁市现在也在大力推广非遗项
目多多走出来，不仅通过多样
的表现形式让百姓记住，更是
为了让其绽放出自身独特的魅
力，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队伍当中，

“在不久的将来，不仅仅曲艺
类，包括舞蹈类、戏剧类、手工
技艺类，都会登上舞台或者展
馆，走进人们的视野当中。”

本报记者 汪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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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10月31日讯(记者
汪泷 通讯员 樊云松) 山东
落子《养儿难》、对口渔鼓《孔子试
徒》，这些曾经淡出人们视线的地
方传统曲艺，在8位国家、省、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精彩演
绎下，集体亮相市民大舞台，博得
台下市民的阵阵欢呼。

10月31日下午，济宁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曲艺类专场演出在文
化广场市民大舞台开演，这是市
民大舞台自举办以来，首次以济
宁市非遗曲艺类节目组成的专场
演出。登台表演的10个节目中，包
括一名已公示的国家级非遗传承
人，一名省级传承人，和六名市级
传承人。其中不少传承人还师徒
齐上阵，既有《武松赶会》、《姜子
牙卖面》等传统曲目，也有《会亲
家》、《女孩不比男孩差》等一批新
编曲目。

演出一开始，市级非遗传承
人王明霞带来了山东快书《武
松赶会》，她铿锵有力的表演方
式，引得台下观众大声喊好，掌
声络绎不绝。刚刚被评定为省
级非遗传承人的，他师承“山东
落子王”戴永庆。只见张青敏穿
着青布长褂，右手毛竹快板，左
手铁镲，底气十足地献上了一
曲《姜子牙卖面》。在他的边唱
边说下，姜太公神仙一般的光
环被褪去，变得亲切而有趣，引
得台下发出阵阵笑声。记者看
到，张青敏手中的镲仅用左手

拇指顶住，在敲的时候，完全依
靠 常 年 积 累 的 经 验 来 保 持 平
衡。张青敏告诉记者，山东落子
演变于隋末唐初的佛教念经，
到 唐 朝 后 期 逐 渐 趋 向 于 艺 术
化，谈及山东落子的历史，张青
敏指着手里的快板说：“我家里
还放着一副我师爷传下来的快

板，足足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在所有的表演者中，山东琴

书的传人刘世福成为了济宁市
第三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也
是今年济宁地区唯一入选的，
目前传承人名单已经进行了公
示。他和自己的徒弟董槿钰带
来的《相亲会》，是山东南路琴

书中的经典段子，二人一个站
着，一个坐着，用手中的扬琴、
坠琴，说唱出了一曲老百姓之
间最喜庆的段子。对于有着300
多年历史的山东琴书，刘世福
每每提起都十分自豪，“凭着咱
的琴书，我可是多次走上中央
电视台啊。”

表演现场。

济宁举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类专场演出

琴书落子登上大雅之堂
地方传统曲艺再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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