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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高铁

济铁·故事

部队表现优秀，曾

被人偷了“快板”

李建华小时候就十分热爱
文艺，尤其喜欢绕口令、三句半、
对口词等传统曲艺，甚至达到了
痴迷的程度。1970年，14岁的年
纪，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的人生
轨迹开始走向了艺术的方向。

“1970年，那时候全国都在普及
样板戏，也只能唱样板戏。一次
跟着大人去外面演出，我就饰演
了一个反派角色‘鸠山’，因为表
演得还行，加上年纪又小，被路
过听戏的部队首长看中，就把我
招进了部队，让我好好练习。”李
建华告诉记者。

刚入伍时，因为表现优秀，
加上当时有京剧的功底，李建华
就有很多登台的机会，演出时唱
的京剧也很受部队战友们的欢
迎。“但是，我自己的内心还是最
喜欢传统曲艺，想在台上给大家
表演的不仅仅是京剧，也想表演
一些相声、快板等。”李建华说。
三年后，他终于等来了机会，可
以在台上表演相声，登台的前一
天晚上，激动得一夜没睡。

当时部队的文艺演出特别
多，在一次全军文艺汇演的时
候，小有名气的李建华就想把自
己的拿手戏——— 四页板拿出来
演出，让队友愉悦一下身心。“但
是，到快上场的时候发现，我的
四页板被人拿走了，好多人帮着
找，但是怎么也找不到，幸亏我
还留了一套备用的。当时在部
队，这也是一段‘佳话’。”李建华
说。自此之后，他就养成了只要
出去参加表演就一定要拿着两
套四页板的习惯。

1980年，李建华从部队复
员，来到了济南铁路局车辆段做
了一名检车员。工作之余，他经
常拿起自己的四页板给工友们
来一段，只要他的板声响起，10
分钟之内必有很多人围观。“很
喜欢李老师的表演，不仅我们
看，附近很多群众有时候也过来
听听，给大家的生活带来很多的
快乐。”李建华的同事告诉记者。

学 艺 之 路 两 度 拜

师，花甲之年仍坚持

进入部队的李建华当时才
14岁，虽然小小年纪就从事了自
己喜欢的工作，但在他的内心深
处还是放不下对传统曲艺的热
爱和向往。“我相对来说更喜欢
传统曲艺，因为这门艺术能够更
好地反映和表达现实生活。”李
建华告诉记者。生活充满了很多
未知的因素，正当他想学习传统
曲艺的时候，遇见了对他影响一
生的启蒙老师宋新民。“一次在
潍坊的汇报演出，我认识了从前
卫歌舞团曲艺队复员的艺术家
宋新民老师，他的竹板快书的表
演风格深深吸引了我，我就主动
拜师，跟他学习四页板这门艺
术。”李建华这样回忆自己四页
板的学习之路。

但学习四页板远没有李建
华想的那么简单，打起快板来嘴
和手的配合需要高度统一。练板
有个讲究，叫做“四扇膀儿”，意

思是头、肩、腰、臀要贴在墙上
练。“每次练完板，墙上都能留下

‘汗影子’，汗水里带盐，所以人
走了影子半天消失不了。”李建
华说，“这样练出来的板，身形大
器，观赏性强。”

快书界流传这么一句话：高
派的架，杨派的口，于派的词。从
部队复员后，李建华为了能够学
习到正宗的四页板艺术，刻苦练

习、勤奋努力，竹板快书的技巧
也日渐精湛。最终认祖归宗、拜
在了“于派”传人王振鲁的名下，
成为四页板竹板快书的第四代
传人。

人们常说，大师必定是孤独
的。曲艺的学习之路需要日积月
累和一定的生活阅历，在这么一
个浮躁的社会，坚持下来的人少
之又少。看着身边一块学习的师

兄弟慢慢放弃四页板的练习，转
向其他领域，年近花甲的李建民
却依然孤独地坚持在四页板的
道路上。“就算中间经历过很长
时间的艰苦岁月，我也没有任何
悲观的想法，没有想过放弃，只
是觉着要把这门艺术学好、学
精。”李建华说道。

正如和李建华当时一块学板
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唐爱国所说，一
起学板的人倒是很多，但是坚持到
最后的只有李建华一人。

上过央视春晚，演

过电影男二号

除工作间隙表演之外，济南
铁路局的所有大小文艺演出活
动也都有他的身影，快板、相声
等各种段子信手拈来。“我觉得
老李特有才，把我们日常工作的
小事和各种时事政策都能编成
段子，特别棒，我们也很尊重
他。”和李建华一块工作的队友
告诉记者。

1996年是李建华记忆深刻
的一年，这一年他参加了央视春
晚的演出。当时是山东省推荐的
节目，山东16名快书尖子一起表
演了一个节目《35个敬礼》，也就
是这个节目把山东交警推到全
国观众面前，让全国人民熟知济
南交警的精神面貌和状态。“这
也圆了我的一个表演梦，觉得特
别荣幸。当时参加演出挺紧张
的，在家练习了很长时间，毕竟
是央视春晚，还是直播节目。”李
建华告诉记者。

李建华虽然乐观、随和，但
有一件事还是让他有些许遗憾。

《唐槐梦》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
一次参加演出的电影，由倪萍做
制片人，讲述的是杂技之乡吴桥
的艺人生活，通过他们的演艺生
活反映新旧社会的两重天。李建
华在这部电影中是男二号，饰演
一名文化部部长。花费很长时间
拍摄，最终效果也特别好，只是
这一部电影最终因为各种因素
没有播出。“有很多遗憾，特别是
觉着埋没了很多曲艺人士和各
种民间才艺，很可惜，可能很多
东西现在都已经失传了。”李建
华惋惜地说。

参加过这么多演出，李建华

也获得了很多的奖项和荣誉，但
是在参观李建华家时，记者发现
没有奖杯、奖状摆放在桌子上或
者家里显眼的地方。“我们都不
是注重名誉的人，老李更是淡泊
名利。获奖的奖杯都送人放东
西，或者随手一扔、不知道丢到
什么地方。”李建华的妻子微笑
着说道。

悟性高、品行好、能

吃苦，是第五代传人的

标准

作为“于派”四页板第四代
传人的李建华，一直致力于快板
艺术的传播，他免费向前来学习
四页板的孩子传授这门非物质
文化遗产。不过，虽然教了很多
学生，但至今还没找到四页板的
入室弟子。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他也更加心急。

李建华表示，现在的孩子学
习压力太大，还要上各种辅导
班，本就分身乏术。加上四页板
的学习还是非常辛苦的，并且要
有很高的悟性，所以能找到合适
的传人非常不容易。“如果这么
好的艺术形式在我的手中失传，
将成为我人生中非常大的遗
憾。”李建华告诉记者。

如今，李建华最大的愿望就
是尽快找到山东快书四页板的
第五代传人，把自己的说唱技艺
全部传授给他，让这门传统艺术
表现形式后继有人、发扬光大。
在谈到入室弟子的标准时，李建
华说“没有什么年龄限制，只要
悟性高，喜欢这门艺术，肯下工
夫学习，能吃苦就行。更重要的
是这个人的品行要好，不能有什
么坏心思和坏想法，更不能对社
会有害。”

随着四页板被列入非物质
文化遗产，它也越来越获得人们
的关注。今年，高派快书界将主
办“全国快书大赛”，李建华也把
和搭档孔庆利一块演出的作品

《绕口令》上报出去，如果能够入
围，8月份他将启程去参加大赛。
对于退休后的生活，李建华也有
自己的打算，“报个老年大学艺
术团，和志趣相投的朋友一块研
究四页板和其他的传统曲艺艺
术，吸取他人的优点，互相学习
进步。”

““嘴嘴儿儿””李李建建华华的的快快板板人人生生

1 . 7米的身高，微胖的
身形，可能由于长期“练
板”，身姿比较端正，这是
李建华给记者的第一印
象。因为长期练习三句半
和绕口令的原因，李建华
的嘴上功夫相当厉害，因
此队友送外号“嘴儿”。你
可不要小瞧这个“嘴儿”，
双手分握大小四块竹板，
说唱起来挥板抖韵，舞袖
扣风，身形大张大合，说辞
诙谐逗趣，这就是“于派”
四页板第四代传人——— 李
建华。

文/本报记者 刘胜男
片/通讯员 李会传

李建华利用工余时间排练。

李建华进行客车库检作业。

每次登台演出前，李建华都会让
爱人帮忙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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