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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剧团的演员，年龄最小的也有37岁
了。”山东梆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汶上梆子
剧团演员刘太华对《文化周末》记者说道，面对传
统戏曲的困境，大家都没有气馁，都在积极传承
保护，特别是聚焦山东梆子发源地的引领作用，
践行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方面，汶上县一直在行
动。

传统戏曲面临诸多机遇和挑战，如何创新突
破？汶上县山东梆子保护传承中心主任张庆芳
向《文化周末》记者表示，近年来主要创作与当前
形势紧密结合的新剧本，同时发现和培养新人，
以保持梆子戏的生命力。

2020年，创作敬老爱老题材梆子戏《关爱》；
2021年，创作了廉政梆子戏《撞了南墙》；抗击疫
情等新题材剧本，让山东梆子和现实生活有了更
多层面的接触，引起了百姓共鸣。在汶上县第三
实验小学成立山东梆子培训基地，聘请汶上梆子
剧团老团长担任培训老师，主要培训10岁以上
的青少年，每年招收学员二十余人，部分学生考
入大学的戏曲专业，走上了专业之路。

已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山东梆子，作为传统地
方戏曲名牌剧种，广泛流行于鲁西南及鲁中地
区。以菏泽为中心习称“曹州梆子”，以济宁、汶
上为中心称为“汶上梆子”或“下路调”，总称“高
调”，以区别于流行在鲁西南、冀南的“平调”。
1952年，定名统称为“山东梆子”。

山东梆子起源于西北的秦腔，明末传入山
东，通过繁衍、传承、创新，成为与吕剧、柳子戏齐
名的山东三大地方剧种之一。汶上县作为山东
梆子的发源地之一，其特有的“汶上梆子”与“曹
州梆子”合成为“山东梆子”。数百年间，经过历
代优秀梆子艺人的传承发展，山东梆子在声腔、
剧目、表演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对周
边的剧种四平调、二夹弦、柳子戏的发展均产生
较大影响。

山东梆子唱腔慷慨激昂、高亢雄健，动作粗
犷、架式夸张，舞台上洋溢着雄浑、豪放的阳刚之

美，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恰如其分的体现了汶
上人民忠诚朴实、热情粗犷的性格特点。

山东梆子的角色行当齐全，分为“生旦净
丑”，具有独特的表演艺术。唢呐和弦乐曲牌丰
富，使用也相当严格，如百官上朝时要用“朝天
子”，元帅发兵时要用“五马”，外敌入侵时要用

“二犯”，安营扎寨时要用“落马令”等。山东梆子
舞台反映出来的人物，绝大部分是忠君爱国、坚
守正义的形象。

发挥山东梆子发源地的积极作用，做好非遗
文化“两创”，汶上县一直在行动。2006年，汶上
县组织流散多年的山东梆子演员，成立了山东梆
子研究会，重新恢复了汶上梆子这一剧种，先后
排演《两狼山》《老羊山》《铡赵王》等传统剧目，加
强传统民间艺术的抢救性保护，并组织创作、排
练新剧新作。2007年10月，汶上剧团演员刘太
华携唯一代表山东梆子的剧目，参加全国戏曲红
梅大赛总决赛，一举获得“红梅金花”奖。

刘太华向记者介绍说，剧团近年来创作了一
批新戏，涵盖了不同题材，受到观众欢迎，但演员
也出现了断层现象，大家仍在寻找传承保护山东
梆子的途径。

在传承、发展和振兴过程中，汶上县在全省
率先成立的山东梆子保护传承中心，鼓舞了演员
的热情和信心，为掀起传播热潮奠定了坚实基
础，在山东梆子发展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以
山东梆子为重点成立的汶上县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设立非遗保护专项经费，精心打造非
遗展厅、曲艺厅、民俗展厅，由专人负责组织协调
相关工作。常年开展“千场大戏进乡村”“非遗进
景区、进社区、进校园”活动，开展非遗项目云展
示等项目，力推山东梆子文化艺术活动的深入持
续开展和广泛传播。依托坚实的戏曲发展基础，
2014年与山东省戏剧家协会签订协议，将汶上
确定为山东戏曲红梅大赛永久举办地，对戏曲事
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汶上县山东梆子保护传承中心发挥主力军

作用，多面发力，提升送戏质量和服务水平。疫
情期间复排了传统剧目《对花枪》《牧羊卷》，扩大
了观众看戏挑选的范围。各项演出严把质量和
内容关口，重视培养新人和有专业潜力的演职人
员。基层宣传文化领域舆论引导宣传队、文化惠
民演出专业院团，都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首届

“海棠杯”山东梆子青少年大赛，吸引了外地实力
选手来汶上参赛，也让本地戏曲爱好者大饱眼
福。

目前，山东梆子以汶上县为核心，逐渐扩展
和辐射到梁山、东平、宁阳、嘉祥和其他县市区。
演出团队以山东梆子保护传承中心为龙头，有庄
户剧团17支，演员百余人，年演出千余场次，深
受广大观众的持续喜爱和赞赏。

在汶上县文化和旅游节、千场演出惠民生、
戏曲进校园等文化惠民活动及数百场非遗主题
活动中，广大观众争相观看并参与互动，体验非
遗文化艺术的独特魅力，促进了山东梆子的传承
和创新。山东梆子遍地开花，重现了山东梆子

“村村锣鼓响，庄庄梆子腔”的景象。
许相云、陈德年、刘太华等人先后参加国家

及省市级比赛，取得优异成绩，引起戏曲界的高
度关注。山东梆子先后被列入省级、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山东梆子保护传承中心
结合时代主题，先后创作大型山东梆子现代戏
《黄土黄》《尚贤村的烦心事》等优秀剧目。2019
年，央视科教频道在《中国影像方志——山东汶
上篇》设立曲艺记，专门介绍了山东梆子。

汶上县承办的戏剧红梅大赛活动，充分体现
了创新元素。该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文联主
办，省戏剧家协会、市委宣传部和汶上县委、县政
府承办。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大赛探索线
上线下联动新模式，让更广大的观众共享了这一
省内最高水平的戏剧赛事。参赛选手在剧场内
比赛，观众在剧院外搭建的露天剧场同步观看；
媒体全程在线网络直播，观众打开手机即可观
看。红梅戏剧大赛，已逐渐成为汶上文化响亮的
招牌。

汶上县调动民间艺术力量，积极开展庄户剧
团送戏进乡村活动，发挥基层戏曲人才丰富、庄
户剧团众多的优势，采取以奖代补的激励政策，
鼓励各乡镇庄户剧团送戏下乡。各剧团不断加
大投入，提升演员水平和演出效果，让广大观众
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戏曲精品演出，感受到地方
戏曲的新魅力。传承与创新，大力整合艺术资
源，广泛吸收新鲜血液，科学优化艺术元素，推进
了山东梆子艺术创新发展。

①“海棠杯”赛事演出②第七届戏剧“红梅
奖”大赛③小戏《亲家会》④文化惠民演出⑤⑥⑦
剧团旧照

汶上再现“村村锣鼓响，庄庄梆子腔”景象
本报记者 刘帝恩 本报通讯员 付一凡

我是民办学
校一名语文老师，
从 1998 年起，辗
转多地任职，南到
广东潮汕，北到辽
宁葫芦岛。2020
年 9月，我又来到
济宁市鱼台县一
家学校任教高三
语文。一个月以
后，因为家里有
事，我不得已辞去
在鱼台的工作，但
我与济宁的因缘
一直没有间断过。

等我处理完
家事，2020年快要
过去了。一天，一
位远在广东的同
事对我说：“曲阜
有一家艺体高考
学校，你感兴趣
不？”曲阜是济宁
的一个县级市，同
事建议我到那家
学校任教。2021
年正月十五一过，
我就去了曲阜那
所学校。尽管任
教只有三个月时
间，却收获满满，
仅仅收入就相当
于我在其他学校
的半年所得。

其实，我和济
宁最早的结缘，要
追溯到 11 年前。
教学之余，我喜欢
码字。那个时候，
我发现《济宁日
报》有一份4个版
的《文化周末》副
刊。这张文化周刊不仅有刊登叙事散文
的《生活》版块，还有刊登文史作品的《文
心》版块，以及重磅文化新闻《视界》和广
角阅读《盛筵》等等版块，容量与品质令人
心动，让人爱不释手。

我开始研究版面特点和要求，经常投
稿。记得还是在安徽蚌埠某校的一天，打
开邮箱，一封邮件赫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是《文化周末》主编成岳老师写给我的。

此前的一天，我给《文化周末》投去一
篇关于李清照的文章。成岳老师看了，非
常感兴趣，记得他在邮件里这样对我说：

“您先不要投给其他地方，我争取在最短
的时间里编发这篇文章”。这些年，我作
为一个辗转各地的陌生作者，也一直通过
邮件和博客，保持着与《文化周末》的实时
互动。

有一段时间，《文化周末》定期举办一
些话题征稿，反响强烈，激发更多的作者
参与，我自然也是积极参与者之一。几乎
每个话题的征集互动，我都在第一时间参
与，也几乎都有文章发表在《光圈》话题版
块。

据不完全统计，在11年时间里，我至
少有六十篇不同题材的文章，发表在《文
化周末》上。

说真的，不管是远行鱼台之前，还是
离开鱼台之后，尽管我小心谨慎，努力工
作，也取得了一些教学成绩，但是磕磕绊
绊，不尽人意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我就
是在我最低谷的时候来到鱼台的。

过后，我一想起中途离开鱼台那家学
校的事，就觉得内心有愧，对不起学校领
导对我的关爱，对不起那里的学生对我的
期望。我就以《我在鱼台教书》为题，写了
一篇文章，来表达我对鱼台那家学校的感
情。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2021年4月
11日《文化周末》上。

我和济宁的结缘，还因为一个影响着
我平生的重要的人，他是乔羽。

著名词作家乔羽是济宁人，我是唱着
他的《让我们荡起双桨》《人说山西好风
光》《刘三姐》等歌曲长大的。

今年6月20日，我忽然从网上得知，
乔羽老人6月19日在北京去世了，不禁悲
从心来，眼前出现了好多年前电视记者采
访他的一个镜头。

那个镜头，是乔羽讲述他创作电影
《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的情景。如今
乔羽去世了，我只有把这个镜头用文字记
录下来，才是对他的最好纪念。我顾不得
吃午饭，以《乔羽和<我的祖国>》为题，一
口气写了出来，投给《文化周末》。

期间，乔羽老师去世的消息传到济
宁，那座城市沉浸在一片悲伤之中。有的
通过视频来悼念，有的通过微信来哀伤，
更多的是通过写诗撰文，来表达对乔羽的
思念之情。

成岳老师第一时间得知我也投稿表
达对乔羽的思念，就在他的《济宁时刻：永
远的乔羽，永远的歌声》一文中写到——
从这天开始，济宁日报《文化周末》投稿信
箱陆续收到各地作者哀悼、回忆乔羽的作
品：第一篇是连云港作者陆琴华的《乔羽
和<我的祖国>》，这位作者是一位辗转各
地执业的民办学校语文教师，多年来常向
《文化周末》投稿，保持着电话、邮件与博
客的实时联络，曾在济宁的曲阜短暂执
教。他热爱济宁这座城市，敬仰济宁人乔
羽。他在文章里写道：“……《我的祖国》
这首歌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耳熟能详，久
唱不衰，如一夜之梅，芳香四溢，沁人心
脾”。

我是唱着乔羽的歌长大的，以后，我
一如既往地唱着他的歌一天天变老，“直
到我们老得哪儿也去不了”，乔羽的歌还
依然是我手心里的宝。

济宁，“遇上你是我的缘”，我也一如
既往地依然热爱这座城市。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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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一
座
叫
济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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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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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幸福的家，这个家又有些与众不
同：我的父亲和我的二叔是双胞胎，我的两个姐
姐也是双胞胎，我的两个儿子又是双胞胎，我家
成为三代都有双胞胎的幸福家庭。

1951年，济宁市微山县欢城镇西田陈村的一
个土坯房里，传出两声婴儿的啼哭，老丁家得了
一对双胞胎男孩儿——我的父亲和叔叔。初为
人父的爷爷欣喜的为两人取名为：大镯、二镯，寓
意珍贵的意思。

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年代，喜添两个男丁着
实让人欢欣，也激励着为家国而奋斗的豪情。

我的爷爷8岁就失去了母亲，和小自己5岁
的妹妹相依为命。14岁的他，凭着几年私塾的底
子，考上了枣庄峄县师范；17岁毕业被分配到济
宁市霍家街小学教学，也算成了吃上“公家饭”的
知识分子，享受到了“非农业”户口的待遇。

从此，爷爷一面在济宁教书，一面奔波在济
宁至微山的路上。一家4个男孩1个女孩，外加1

亩8分地，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了羸弱的奶奶身
上；而爷爷往返家和学校，从晨曦到傍晚100多
公里的路程，那辆永久牌大轮自行车一骑就是15
年。

1978年春天，爷爷工作变动，带领着一大家
子人搬到了微山湖畔。我的父亲和叔叔也跟随

时代的大潮，走进了机械化的工厂，相继在微山
县城安家立业。那辆已满是锈渍的永久牌自行
车，载着爷爷每天奔忙于家和单位之间，一晃又
是十几年。

也是在1978年，微山县夏镇化肥厂的职工
宿舍里，聚集了老丁家的亲朋好友，他们看着哇
哇啼哭的双胞胎女孩儿艳羡不已，纷纷恭喜已经
笑得合不拢嘴的爷爷。这双女孩儿，是老丁家的
第二代双胞胎——我的姐姐们。

两位姐姐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候，不再像
父辈小时候那样，只能在院子里玩泥巴打滚儿，2
岁就送了企业办的托儿所，也解放了父母的双
手，让他们能有更多机会挣钱养家。接送姐姐们
上学放学的任务交给了爷爷，那辆自行车一前一
后坐着两个一模一样的孩子。在那个自行车和
双胞胎还不多的年代，这样的画面总让人侧目。

2011年，我站在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产

房外焦急等待，大门打开，两个护士分别抱着一
个孩子向我走来，老丁家的第三代双胞胎——我
的儿子们，两个早产一个月，体重加起来却足有
6.5千克的小家伙！我接过两个孩子的那一刻，
怀中的温度和柔软，让我不禁湿了眼眶。那一
年，距离父亲的出生刚好60年一甲子。

我的儿子们真是赶上了中国最好的时代，过
上了他们曾祖父、祖父、父母三代人不敢想的生
活。

2016年，我和爱人有了从微山县到济宁市
工作的机会，家里最支持这又一次“进城”的就是
我的爷爷。如今，老丁家的第三代双胞胎，正坐
在济宁市区最漂亮的小学教室里读书学习，乘坐
着上下学时段免费的公交车，品尝着新时代的幸
福生活。他们可能体会不到，他们的曾祖父如何
在一贫如洗的年代，携家带口从农村走出来；他
们的爷爷怎样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喜上眉梢
与家人从平房搬进了楼房；他们的父亲为何在生
活安稳的今天，还要意气风发地举家搬迁，从县
城走向更大的城市。

爷爷的永久牌自行车，早已锈迹斑斑躺在了
墙角，和过往的岁月一起阅历了曾经的芳华；三
代人接力式的薪火相传，见证了新中国半个多世
纪的变迁，也描绘了一幅属于老丁家的“人世间”
生动的图画。

①1982年，老丁家第一代双胞胎即本文作者
的父亲、叔父和爷爷、姐姐在北京天安门合影

②1980年，老丁家第二代双胞胎在微山县化
肥厂托儿所就读，这是在照相馆的留影

③2016年，老丁家的三代双胞胎欢聚一堂的
合影

一家三代双胞胎：我们走在幸福的大路上
丁大庆

①①
③③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