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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土壤 精神的家园

菏泽弦索乐：

东方的民间交响乐
本报记者 李德领 张园园

5月28日，菏泽弦索乐《乡
音和鸣》《碰八板》等节目将赴
枣庄参加第十届中国艺术节
中国民族器乐民间乐种组合
展演，而此前菏泽选送的弦索
乐《乡音和鸣》已顺利进入文
化部“群星奖”选拔赛。

菏泽弦索乐是国务院公
布的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之一，其历史悠久、风格
典雅，旋律音调柔美，和声浑
厚动听，古色古香中素有“雅
乐”之称。主要分布在菏泽郓
城、鄄城等县的乡村，通常由
筝、琵琶、扬琴、如意勾四种
丝弦乐器演奏，也可以只用
筝、扬琴二者合奏，或是筝与
扬琴、琵琶合奏，亦可加入软
弓胡、坠胡、二胡等合奏。乐
器组合灵活、搭配自由，可以
说是东方的民间交响乐。

美妙的乐曲，跳动的音符，激
情的演奏……近日，菏泽入围群星
奖精品节目展演在菏泽大剧院演
出，十余个节目让现场观众直呼过
瘾，而由菏泽市群众艺术馆带来的
弦索乐《乡音和鸣》，更是赢得掌声
不断。

当在座的市民还在讨论刚刚
结束的节目给他们带来的震撼时，
主持人缓缓走上舞台，“下面请欣
赏由菏泽市群众艺术馆带来的弦
索乐《乡音和鸣》，由苏本栋作曲，
胡化山、王振刚等演奏。”整个大剧
院瞬间变得寂静，在座观众立刻停
止了交谈。

“ 苏 本 栋 ！胡 化 山 ！王 振
刚！……单是他们一个人演奏的话
就已经够精彩了，他们合奏会是什
么样的效果？”一老者眼睛紧盯着
舞台，全然不顾身旁老伴的唠叨。

古筝、扬琴等被搬上舞台，接着
手持琵琶、二胡等乐器的演奏者依
次上台。开头轻缓缓的音乐声，却揪
住人的心，紧紧地。说不出的滋味，
却一下子入迷似要陷进去了。而结
尾，却又干净利索，不拖泥带水。听
到激越处，让人有种脱离座位站起
来，甚至舞一曲的冲动。

闭上眼睛，仔细听，仿佛有早
起老人的吟唱、鸟鸣鸡叫，甚至还
有炊烟袅袅，忙碌的一天开始了。
时而轻快调皮，时而典雅大方，各
种乐器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既紧凑
又有大开大合。

舞台上，演奏者忘情地演奏，
场下观众听得如痴如醉。此曲毕，
掌声在大剧院内回荡，久久不能平
息。

据菏泽市群众艺术馆馆长李
玉坤介绍，《乡音和鸣》是组织民乐

专家打造磨合，精心编创出一个传
统韵味浓厚又具有时代气息的新
曲目，在本曲目中，极具地方特色
的软弓京胡、坠琴、擂琴、古筝轮番

领奏，琵琶、扬琴、笙等协奏和鸣，
通过老艺人胡化山、王振刚等人的
精彩演绎，为人们营造出一个勃勃
生机的新农村和谐景象。

民乐经典，让人拍案叫绝

弦索乐是我国民族民间器
乐中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乐种，
是几件弹拨乐器和拉弦乐器结
合在一起的演奏形式。在菏泽，
弦索乐是民间艺人们自娱自乐
的一种演奏形式，他们大都会演
奏二、三种乐器，一旦在缺少人
手时能操起其他乐器演奏。艺人
们常利用赶庙会、过节或是冬闲
时期，在寺庙、家庭院落等处演

奏。
菏泽弦索乐通常有筝、琵琶、

扬琴、胡琴等丝弦乐器合乐演奏，
有时只有筝、扬琴二者合奏，或是
筝、琵琶合奏，亦有加入软弓胡、坠
胡、二胡等合奏的形式，乐器组合
灵活多样，演奏乐器可增可减。而
在菏泽弦索乐中，筝占有较突出的
位置；扬琴是弦索乐的主要乐器之
一，一直流传不衰。

据了解，菏泽弦索乐发展根植
于民间，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极
受人们欢迎，有深厚的民间性特
征；由于很多艺人本身就擅长演唱
柳子戏、两夹弦、山东琴书、坠子
等，因此，菏泽弦索乐既有自己独
特艺术风格的个性，又表现出和其
它民间音乐相融的共性，深受各阶
层人士的喜爱，表现出它雅俗共赏
的审美特征。

如今，在菏泽民间仍流传不
少手抄本的工尺谱，都是各种丝
弦乐器的分谱，以筝谱最多。鄄城
县古筝艺人张应易曾保存有一本
发黄的工尺谱，谱子是他师父张
念胜先生从他师爷王乐涌那里抄
来的，后传留给他。“这些古乐谱
并没有沉睡，像这次十艺节演出
的曲目，就有好几首是古乐谱。”
李玉坤说。

根植于民间，雅俗共赏

菏泽弦索乐历史悠久，影响深
远，有着较高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价
值。一些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均把
其作为教材。国家艺术科研重点项
目《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山
东卷》收录的4首弦索乐曲，有3首
是菏泽的弦索乐曲。

近几十年来，随着广播电视等
现代媒体的普及和各种形式文艺
演出的增多，人们生活习惯的改
变，弦索乐在广大乡村的展示平台
日益减少；一些颇有造诣的弦索艺
人年岁已高，相继谢世，致使很多

优秀的传统曲目和技艺难以得到
传承，大量的曲谱没有了踪迹，有
的乐器已经失传。

自2001年以来，为传承菏泽弦
索乐这一古老的传统艺术，菏泽市
政府及有关部门给予大力支持，每
年投入部分资金，专门用于传统弦
索乐的挖掘整理、资料收集、音像
录制等活动，并制定了具体保护计
划。后来，又建立起包括弦索乐在
内的“菏泽传统文化生态保护村”，
并对重点艺人进行保护；设立健全
有关赛事和奖励机制，以保证该项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地
保存、传承和发展。

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2011
年，菏泽弦索乐成功入选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对弦索乐
演奏者来说，行程并未止于此，他
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菏泽
弦索乐走向更大的舞台，让更多
的人了解菏泽弦索乐，分享音乐
的快乐。第十届中国艺术节，无疑
是这个过程中重要的一步，而为
了这关键的一步，他们也正在积极
准备着。

走向更大舞台，延续生命力

菏泽弦索乐乐器组合灵活、搭
配自由。本报记者 李德领 摄

▲带着感情演奏。 本报记者 李德领 摄

▲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李德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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