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磁村花鼓省级传承人李慎濂：

““要要让让磁磁村村花花鼓鼓
后后继继有有人人””

年逾古稀的李慎濂是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磁村花鼓的传承人，老人至今
还住在古朴的农村小院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证书一直摆在客厅的桌子上，老
人视其为珍宝。虽然老人已经许久不摸鼓了，但今年春节，中央民族大学的大四
学生张庆梓和她的朋友们一起前来拜师学习磁村花鼓的打法，能有年轻人学习
打鼓，这让老人很欣慰。“一定要让磁村花鼓后继有人。”这是老人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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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濂正在教孩子们打花鼓
（图片由被访者提供）。

对于李慎濂来说，非遗的证书更多
意味着传承磁村花鼓的责任。

李慎濂抱起熟悉的花鼓乐得合不拢嘴。

李慎濂年轻时钟爱文
艺活动，1958年，20多岁的
他找到八旬花鼓传人陆克
信，恳请老人传授技艺。当
时陆克信已无法下床，不
能表演，只能以口述加比
划的方式传授，陆克信老
人就这样一点点地把花鼓
的唱词、打法全部传授给
了李慎濂。

1959年秋，李慎濂率花
鼓队代表淄川参加淄博市
群众文化调演，获得优秀
节目奖。1960年，淄博市艺
术馆与山东省艺术馆、济
南军区前卫歌剧团的文艺
工作者，三下磁村与李慎
濂切磋花鼓艺术，并将这
项表演艺术正式命名为

“磁村花鼓”。
“文革”期间，磁村花

鼓一度沉寂。直到1986年，
心里放不下这门艺术的李
慎濂再次“出山”，成立了

“磁村民间艺术团”，在全
乡文艺汇演中，磁村花鼓
的演出又夺得头彩，很受
群众欢迎。艺术团坚持了3

年，但终因不能适应市场
经济的大环境，不得不再
度暂停。

2006年磁村花鼓戏被
列为山东省第一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同时民间艺术
家李慎濂也被批准为磁村
花鼓的代表性传承人，那
年李慎濂70岁，身体不适
外加年事已高已经不允许

他再背起鼓跳了。村里的
花鼓队在他的指导下每逢
过节都会在村里为当地老
百姓们表演。当记者问老
人能否敲两下鼓时，老人
露出了为难的神情，说家
里已经没有鼓了。

以前，老人用非遗补
助资金给徒弟们买了花鼓
和衣服，而自己却没有留
下一个鼓。在记者的请求
下，村民们从老人的徒弟
那里借了一个鼓。见到鼓
后，李慎濂的神情立马变
得愉悦起来。他高兴地抱
起鼓，轻轻敲打起来。“又
看到我的宝贝了，每次打
鼓都感到很亲切，我也要
尽自己的能力传承好。”

李慎濂经常在自家电脑上回放磁村花鼓队演出的视频。

虽经历了大病的折磨，但李慎濂气
色依然很好。

李慎濂一跟记者谈起花鼓就有说不
完的故事。


	Y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