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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锣800年,胡集书会越唱越“响”
刘兰芳等著名艺人献艺，每日高峰时观众人数达3万

文/片 赵旭 通讯员 段雨娇 王军
滨州报道

曲艺名家轮番上阵
现场观众人山人海

今年的胡集书会，恰似一幅缓缓
展开的瑰丽画卷，于舞台搭建、活动形
式与内容丰富之上，皆进行了精心的
调整与升华，宛若春日里的一场细雨，
悄无声息地滋润着这片文化沃土。

在这片艺术的海洋中，曲艺名家
与新秀犹如繁星点点，交相辉映。刘兰
芳老师携其弟子登台献艺，一曲评书

《杨家将》选段，声情并茂，慷慨激昂，仿
佛将观众带回了那个金戈铁马、英雄
辈出的时代。据了解，刘兰芳今年是第
五次参加胡集书会。

唱罢，刘兰芳面对镜头也献上了
自己的祝福：“作为说书人，非常感谢
这里的父老乡亲，祝惠民经济繁荣，百
姓安居乐业。”

另外，牛群、周宇两位主持人的风

趣幽默，更是为开幕式及送欢笑到基
层的节目演出增添了几分欢声笑语。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黑神话：悟
空》的配音演员熊竹英，以其独特的嗓
音与激情四溢的表演，将陕北说书《黄
风起兮》演绎得淋漓尽致，那激昂的旋
律与深情的演绎，瞬间点燃了现场年
轻人的热情，欢呼声此起彼伏，响彻云
霄。

相声名家李金斗携搭档满昱为观
众带来相声表演《笑口常开》，二位一
上台便以其独特的台风和深厚的功
底，牢牢抓住了观众的心。内容不仅内
容新颖，贴近生活，而且表演形式灵活
多变，时而幽默诙谐，时而深情款款，
让人忍俊不禁，又感慨万千。

此外，曲艺新生力量也不甘示弱，
他们以“书台开卷话世事——— 四大名
著专场”为主题，将经典与时尚完美融
合，展现出了胡集曲艺薪火相传、代代
延续的勃勃生机。

那高标准打造的胡集书会展播中
心，更是以全息投影、飞屏互动等多媒
体项目，让科技与文化碰撞出了璀璨
的火花，令群众在享受视听盛宴的同
时，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胡集书会的独
特魅力。

惠民县胡集镇党委书记解鸿章介
绍：“今年的胡集书会和往年相比不仅
有曲艺名家的表演，而且还有90后、00
后曲艺新秀登台演出，展示了胡集曲
艺薪火相传的勃勃生机。据初步估计，
高峰时现场能达到3万人左右。”

初心不改如约而至
手艺珍贵渴望传承

书会分会场，一座座特色鲜明的
小书场舞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艺人
们“挂旗打擂”，那面面旗帜在风中猎
猎作响，仿佛是古老战场的号角，唤醒
了沉睡的文化灵魂，让观众们耳目一
新，心潮澎湃。

一位年逾古稀却精神矍铄的老艺
人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他就是来自
枣庄的朱世运老先生，一位拥有60余
年皮影戏表演经验的资深艺人。尽管
已76岁高龄，朱世运老先生依然满怀
热情地远道而来，为观众带来了精彩
绝伦的皮影戏《西游记》。

舞台上，朱世运老先生嘴里哼唱
着熟悉的曲调，手里熟练地操纵着皮
影人物，一幕幕经典的《西游记》场景
在他的巧手下栩栩如生，跃然幕布之
上。那生动的皮影形象、流畅的动作以
及富有感染力的唱腔，瞬间将观众带
入了一个奇幻的世界，引得众人纷纷
驻足欣赏，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与
欢呼声。

观众们被朱世运老先生的精湛技
艺深深吸引，不约而同地拿出手机记
录下这美好的时刻。孩子们更是围坐
在舞台前，手托下巴，目不转睛地注视
着幕布后的一举一动，仿佛也被这古

老的皮影戏艺术深深吸引，沉浸在了
那充满奇幻色彩的故事中。

表演结束后，朱世运老先生接受
了记者的采访。他感慨地说：“我从11岁
就跟着父亲走街串巷演出，皮影戏已
经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60多年来，我见证了这门艺术的兴衰
起伏，也深知传承的重要性。今年和去
年相比，天气很好，人也更多，这让我
心情非常激动。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关注并喜爱上皮影戏这门古老的
艺术了。”

当谈到传承的问题时，朱世运老
先生的眼神中透露出几分坚定与期
许。他说：“我现在也是想尽一切办法
将这门手艺传承下去。我希望通过我
的努力，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喜爱
上皮影戏，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新的
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记者捕捉
到了一位熟悉的老艺术家的身影———
85岁高龄的周金山先生，他是东路大
鼓的第四代传人，一位将一生奉献给
曲艺事业的传奇人物。自13岁起，他便
跟随着父亲周胜魁的脚步，踏入了东
路大鼓的殿堂。

周金山先生与胡集书会也有着不
解之缘。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他便开
始参加这一盛会，几十年来风雨无阻，
基本上年年都来。对他而言，胡集书会
不仅是一个展示才艺的舞台，更是一
个传承文化、交流技艺的神圣殿堂。在
这里，他找到了归属感，也见证了东路
大鼓这门艺术的兴衰起伏。

尽管年事已高，但周金山先生的
精神矍铄，对曲艺的热爱丝毫不减。他
告诉记者：“干了一辈子曲艺，干一行
爱一行。只要身体允许，我就愿意说说
唱唱，把这份快乐传递给更多的人。”
这份对艺术的执着与热爱，让人动容。

更令人钦佩的是，周金山先生不
仅是一位杰出的表演者，更是一位无
私的传授者。他深知东路大鼓这门艺
术的珍贵与濒危，因此不遗余力地致
力于将其传承与发展。他坦言：“只要
有愿意学的，我就免费教。”这份慷慨
与大爱，让人感受到了老一辈艺术家
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朱世运和周金山老先生的表演不
仅为观众带来了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享
受，更让人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独
特魅力与深厚底蕴。他们的坚守与传
承精神，也激励着更多的人去关注并
参与到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中来。

首发主题曲和吉祥物
今年书会又有新看点

观众贾先生热情地跟记者攀谈：
“从小就跟着家里的老人来参加胡集
书会，那时候没有这么先进，我们就是
席地而坐，刘兰芳老师那时候讲评书
真是听起来就非常激动，希望传统文
化可以继续发扬光大下去。”

据了解，胡集书会始于宋元，兴于
明清，沿袭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
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被誉为“中国曲艺界的活化
石”，是“全国两大书会”之一。

传承了800多年的胡集书会当然
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与时俱进。今年的
书会就与往年有所不同，最值得一提
的是，开幕式上发布了胡集书会主题
曲MV、标志、吉祥物，进一步加强了胡
集书会文化标志度，丰富了书会文化
底蕴。

近年来，惠民县深入推进文化
“两创”，全力打造胡集书会、传统工
艺大会（惠民泥塑）和孙子文化论坛

“两会一论坛”国字号特色文化品牌，
先后建成“胡集书会文化展厅”“胡集
小书场”“曲艺文化公园”等文化阵
地，让曲艺元素融入群众日常生活，
在润物细无声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连续16年实施送书下乡、好戏
送千村等活动近万场次，连续12年开
展“曲艺进校园”活动，培养少儿曲艺
新星500多名。

说起曲艺新星，记者在现场惊喜
地发现，胡集镇少儿曲艺团带来的西
河大鼓表演成为本次书会上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这群表演者全部来自胡集一小，
他们身着传统服饰，以稚嫩而坚定的
声音，唱出了自创曲目《书会情》。这首
曲目不仅展现了孩子们对胡集书会的
深厚情感，更寄托了他们对于传承曲
艺艺术的美好愿景。他们的表演虽然
略显青涩，却充满了真挚与热情，赢得
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与喝彩。

今年是孩子们第二次登上胡集书
会的舞台，对于这次表演，10岁的贾静
茹小朋友显得格外兴奋与自豪。她告
诉记者：“我非常高兴又来到了这个舞
台，希望用我们的演出给大家带来欢
乐。”这份纯真与热情，让人感受到了
曲艺艺术在新一代心中生根发芽。

记者获悉，去年以来，“胡集书
会”品牌提档升级，开启了夏日胡集
书会模式。创新性开展“书场打擂不
夜城”“胡集书会进景区”等活动，年
演出100场次以上，为景区增添了新
活力，实现了非遗的活态传承，胡集
书会文化软实力和对外影响力持续
扩大。

另外，该县坚持“文化搭台、经
济唱戏”，编排快板书《惠民这十年》
等讴歌时代发展主题的曲艺作品十
多部，充分展现了滨州惠民打好打
赢“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工业经济”
三大战役的新热潮、新气象，充分凝
聚了全县上下干事创业、推进高质
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同时，依托孙武
不夜城、魏集古村落等31处A级以
上文旅资源，进一步擦亮了“中国曲
艺之乡”金字招牌。

胡胡集集书书会会现现场场人人山山人人海海。。

刘兰芳

为观众表演评

书《杨家将》。

2月9日，农历
正月十二，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
胡集书会如期开
锣。天南地北的艺
人，踏风霜、冒严
寒，齐聚山东省滨
州市惠民县胡集
镇弹唱献艺。

书场内外，鼓
声咚咚、弦声淙
淙。艺人们倚桌而
立，或欢喜或悲
切，或激昂或顿
挫；听书者或站或
坐，聚精会神，精
彩处鼓掌齐呼。山
东琴书、西河大
鼓、陕西快板、三
弦书等65个曲种，
上千部由传统到
现代的曲目精彩
纷呈、轮番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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