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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山东快书艺人栗瑞杰：

3366年年，，为为老老百百姓姓说说书书唱唱戏戏

记者采访山东快书艺人栗瑞杰时，他刚刚结束在高密一个村庄的演出，而这样的演出，栗瑞杰
和他的高密市曲艺团的12个伙伴一年至少要演300场。从1982年到现在，栗瑞杰已经坚持演出了36
年，“高密市900多个村庄、居委会，我们全去演过，大部分村庄去过好几次。”栗瑞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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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瑞杰，著名山东快
书艺人，现为高密市政协
委员、曲艺团团长，每年在
基层演出300余场次，观众
十多万人次，深受当地群
众欢迎。先后拜山东快书
名家张继成、高景佐为师，
是山东快书高派三代传
人。栗瑞杰创作的山东快
书作品多次在省、市获奖，
2014在中国曲艺家协会主
办的全国首届山东快书

“高元钧杯”大奖赛中获得
金奖。创作的山东快书《家
和万事兴》获潍坊市“风筝
都文化奖”。

本报记者 倪自放

他是为百姓说书的
“小栗子”

栗瑞杰，首届“高元钧杯”山
东快书大赛金奖获得者，高派山
东快书第三代传人，高密市农民，
全国知名的山东快书艺人。栗瑞
杰说，最初走上曲艺行当并非是
唱山东快书，而是说评书，并且经
历过几年的“撂地儿演出”。

所谓“撂地儿演出”，一般是
指曲艺行当艺人在庙会、集市、街
头空地等场所演出，边演边收酬
劳，相对于书馆、剧场演出，“撂地
儿演出”面对的观众非常复杂，也
非常考验演员的能力。因为剧场
的普及，现在活跃在演出一线的
曲艺艺人，绝大多数没有经历过

“撂地儿演出”。
栗瑞杰清楚记得，自己的

第一场“撂地儿演出”在1982年
8月17日，当时他刚16岁，“当时
因家里经济困难，我决定放弃
学业，让家里供妹妹读书。一大
早，我到离家十几里的高密注
沟镇上赶集。当时集市最热闹
处就是民间艺人说书唱戏的场
子，在一处评书艺人的场子里，
我找个空地坐下来，饶有兴趣
地听着，忽然一激灵，我为什么
不能像他一样做个说书人？有
了这个想法，我就从旧书摊上
淘来一本刘兰芳著述的评书

《杨家将》，回到家仔细研究，学
着别人的样子练习说评书。”

没有任何基础，仅仅凭着热
爱和一腔激情，第二天，栗瑞杰来
到集市上，草草画了一个圈，开始
学着别人的样子说评书《杨家
将》，“具体说的什么，我现在根本
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观众散
去，我手里攥着他们给的一大把
零钱，数了数，四元两角六分，这
是我从艺的第一笔收入，这在当
时是一笔不小的钱。”

攥着四元多钱，栗瑞杰渐渐
清醒过来，“我知道，观众给我这
些钱，并不是因为我说得好，我还
没入门呢。他们对我，一是可怜，
二是鼓励。”时隔36年，栗瑞杰在
同记者交流时，仍清楚记得当时
自己暗暗发下的两个誓言，“一是
练好本领，做百姓喜爱的艺人；二
是不管以后发展得多高多好，我
一辈子都会为高密的老百姓说
书唱戏。”

从1982年开始之后的六七
年，栗瑞杰都在“撂地儿演出”，单
人独行，走村串乡，在高密的大小
村落里边走边唱，“对于劳务费，
经济条件好的村子，我象征性收
取一点，经济条件差的村子只管
吃住就行。渐渐地，高密农村都知
道了‘为俺们老百姓说书的小栗
子’。”栗瑞杰说，1982年冬天，自

己成为山东快书名家张继成先
生的弟子，张先生言传身教，栗瑞
杰很快便掌握了《武松打虎》等传
统曲目。1992年，经张继成先生引
荐，栗瑞杰拜到山东快书大师高
元钧先生的亲传弟子、青岛市曲
艺团原团长高景佐先生门下，成
为山东快书高派第三代传人。

两次拒绝
专业院团和大舞台

不管是在业内，还是在高密
农村，栗瑞杰的名气越来越大，但
行走高密大地为老百姓说书唱
戏，是栗瑞杰最快乐的事情。从
1991年开始，栗瑞杰先是组建了
宣传队，后组建高密市曲艺团，但
仍属民办非企业社团组织，成员
都是像栗瑞杰一样的民间艺人，
有唱渔鼓的、有唱茂腔的、有演小
品的，队员年龄都比栗瑞杰大，而
且多半身有残疾。但就是这样一
个团队，多年来走遍了高密市所
有的村庄、居委会，为老百姓说书
唱戏，栗瑞杰说：“我永远记得36
年前我第一次演出之后发下的
誓言，我一辈子都会为高密的老
百姓说书唱戏。”

为老百姓说书唱戏，哪怕是
一个观众也不含糊。栗瑞杰说，有
一年夏天，他们到离高密市区30
多公里的柴沟镇高家大浒村演
出。刚支起台子，天空突然乌云堆
积，不一会儿就下起了雨。村民们
纷纷回家躲雨，偌大的空场只剩
一位中年男子站在树下。栗瑞杰
一问才知，这位中年男子家住在
五里外的村子，听说栗瑞杰他们
在这里演出，特意赶了过来。他非
常喜爱他们的节目，前后看过不
下二十遍了。栗瑞杰和伙伴们非
常感动，“我们今天就为你一个人
演出！”于是，栗瑞杰他们和这个
观众一起来到村里的会议室，乐
曲声、演唱声在风雨声中回荡，这
位观众喜滋滋地欣赏完栗瑞杰
表演的山东快书《武松打虎》，才
尽兴而归……

获得过全国山东快书比赛
大奖的栗瑞杰，算是山东快书名
家了，离开高密走向更大平台的
机会，多次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但
均被他拒绝了。一次是四川省武
警文工团领导看了栗瑞杰的演
出，经研究和专家评审会，决定特
招栗瑞杰加入文工团。栗瑞杰说，
当时自己确实动心了，毕竟那是
一个更高的舞台。在办理入伍手
续的那段时间里，他仍然带队到
农村演出。这天，栗瑞杰他们刚进
村，就发现演出的空地上挤满了
人，比平时多了几倍，一位老大爷
对他说：“小栗子，听说你要走了，
大家心里不舍呀。四邻八村的都
赶来了，你的书是听一场少一场
了。”那天，栗瑞杰头一次感觉自
己的表演不在状态，他知道，他离

不开这里的观众。
又一次加入公职的邀约来

自青岛曲艺团，这次让他不能离
开的是他的演出伙伴们。演出团
队里一位残疾老艺人得知栗瑞
杰要走，哭得像个孩子，栗瑞杰
说：“我走了，这个演出团队也就
解散了，残疾老艺人就没有什么
依靠了。”得知栗瑞杰拒绝青岛曲
艺团的消息，时任青岛曲艺团团
长、栗瑞杰的师父高景佐听完前
因后果，哈哈笑着说：“我当年收
下你，也是看中你的善心和义气
啊。罢了罢了，我以后每年义务下
去帮你演出几场，作为对你的支
持。”

说书唱戏除了娱乐
还要传播优秀文化

三十多年来，栗瑞杰行走乡村
演出有一个不变的开场白：“说书
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
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他说，“劝人方”的“方”是“方法”的
意思，“文以载道，说书唱戏除了娱
乐作用，还具有传播优秀文化的作
用，不管是传统的段子还是现代的
段子，都有这样的作用。”

栗瑞杰说，自己从艺之初就
立下了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曲
目的主题必须是继承和弘扬中
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的。
例如，传统曲目《包公案》《武松
传》《杨家将》等，皆是倡扬忠勇爱
国、除暴安良的侠义精神。现代的
曲目除了宣传国家的政策法规，
大多是从农村的凡人小事中发
掘真善美，鞭挞假恶丑。

在几十年行走民间说书唱
戏的过程中，栗瑞杰深刻体会到
山东快书段子“劝人方”的作用。
有一年，高密某个社区搞搬迁，有
一户人家父子两人各有一套房
产，儿子怂恿父亲卖掉房子去女
儿家住，父亲因此失去了回迁机
会，等搬迁结束，父亲没了地方
住，儿子却拒绝和父亲住一起。栗
瑞杰对这个故事进行了艺术加
工，创作了山东快书段子，这个山
东快书段子在高密家喻户晓，那
个怂恿父亲卖房子的儿子非常
羞愧，主动将父亲接回家住，山东
快书确确实实起到了劝人方的
作用。“艺术创作必须深入百姓生
活，说老百姓听得懂、有感触的作
品。”栗瑞杰说。

演出之外，现在栗瑞杰还带
了几个学生，中学生、大学生都
有，“他们愿意学，我也愿意教，虽
然这些孩子绝大多数以后不一
定从事专业的曲艺演出，但能教
一个是一个，对传承传统曲艺总
是有好处的。”不过，对正式拜师
的徒弟，栗瑞杰还没有收过，“带
徒弟除了资质好，还得有兴趣，有
艺德，这个可遇不可求，需要慢慢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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