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東琴書是山東地區傳統
曲藝品種之一，又稱「小曲
子」、「唱揚琴」、「山東
洋琴」、「改良琴書」等，
通常有揚琴、墜胡、軟弓

胡、古琴及琵琶伴奏。山東琴書的發展，
大致經歷了三個重要階段，即由早期的
文人自娛，到民間的業餘玩局，後來發
展為職業演唱——撂地說書。2006年
5 月 20 日，山東省菏澤市申報的
「山東琴書」經國務院批准列入第
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
錄。

山東琴書採用山東方音表演，
因脫胎於民間的「小曲子」聯
唱，所用唱腔曲調十分豐富，
約有曲牌三百多支。其演出形
式一般為二至五人，演唱者分
擔角色，也兼樂器伴奏。山東
琴書的傳統代表性節目很多，
長篇有《白蛇傳》、《秋江》
及移植來的《楊家將》、《包公
案》、《大紅袍》等多部，中篇
有《王定保借當》、《三上
壽》、《梁祝姻緣記》等七八十
部，短段兒多為早期小曲子節目中
傳承下來的經典之作。
山東琴書文化底蘊豐厚，對呂劇

的發生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是山東
呂劇的直接母體。 ■百度百科

年近七旬的王振剛，每天練功
一小時，用來吊嗓子、練習樂
器。他說，「年紀大了，擔心上
台時手不靈活」。在其看來，山
東琴書主要難在樂器上。「好的
琴書演員不僅要會唱，還要會各
種樂器，不是一年半載能學會
的。」
據悉，傳統山東琴書的演唱講

究穩重大方，演唱者一般正襟危
坐，儀態端莊，目不斜視，全靠
唱腔、伴奏配合來敘述故事、
刻畫人物。
如今，山東琴書的陳規不

再。據王振剛解釋，「按照
過去的唱法，會把觀眾唱睡
了。」他笑着說，舊社會
有大家小姐看演出，藝
人表演時不能睜眼，
都是瞇縫着眼睛唱，
以坐為主，動作點
到即止。現在表
情 更 靈 活 傳
神，有時亦
用 手 勢 助
演，亦增加
了許多近
現 代 戲
目，但總
體 仍 保
持穩重
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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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剛出生於山東鄄城一個小
村莊，因年幼喪母，從小在祖父母膝下長
大。13歲時，村中老藝人史思端相中了他
的好嗓子，收其為弟子學習琴書——這一
行很多時候是「老天爺賞飯吃」，一副好
嗓子，是唱好山東琴書的重要因素。
大約學了八、九個月，王振剛就到縣城
參加匯演。他當時唱了一段《鳳陽歌》，
一共八句，唱完就被留在鄄城縣化妝墜子
劇團，小小年紀就開始上班了。遺憾的是
劇團不久就被解散，王振剛只好回到村裡
繼續跟隨老師學藝，一年後和師兄弟一起
下鄉演出，有時還會到安徽、江蘇、河北
等地表演，演唱技術日益成熟。

漸成「票房保證」
曾獲全國一等獎

「那時候演出一場給三毛錢報酬，在農村
相當於買工分，演出結束後師兄弟們搶着送
孤寡老人回家，師傅知道後就誇做得
好……」這段清苦生涯，王振剛現在想
來，反而是難得的快樂。
漸漸地，王振剛唱出了名氣。當時一說山

東琴書的「大剛子」來演出，就相當於是現
在的「票房保證」。後來王振剛被調到剛成
立的菏澤曲藝團，代表山東去北京參加全國
比賽，一部《梁山腳下》在天橋劇場連演一

個 月 ，
王振剛一張
嘴，即獲滿堂
彩。1981年他到天
津參加全國優秀曲目演
出，憑借《大林還家》獲得演
出、創作、音樂設計三個全國一等獎。

為演出斥逾十萬
「培養後人花得值」

1985年是王振剛曲藝生涯的轉折點，亦
是其最難熬的一年。當時菏澤市進行文藝體
制改革，王振剛所在的曲藝團就地取消，被
分配到當地糧油進出口公司上班。雖然這在
當時是人人稱羨的好單位，王振剛卻不願
去。從小開始學藝，一下子轉到企業，他想
不通，對未來感到茫然失措……有將近半年
的時間，王振剛想起來就忍不住落淚，「當
時就和魔叨了一樣，難受時就喝點酒，到文
化局找領導鬧，局長一看我來了就躲」。重
談往事，他仍唏噓不已。不過，每次市裡有
演出機會，領導們還來找他，他捨不得舞
台，每次都隨叫隨到。
2003年，王振剛從企業內退後擔心山東
琴書後繼無人，開始着手培養徒弟。他找來
十幾個學生，又投資十幾萬元（人民幣，下

同）買來舞台車、音響樂器，和當地一家企
業合作在菏澤地區文藝下鄉演出。「那時候
給我們一天500塊錢，去掉各項支出以及給孩
子們發的零用錢，一年到頭所剩無幾。」王
振剛說，六年文藝下鄉結束後，舞台車和樂
器只賣了萬把塊錢。但在其看來，這些錢花
得值。這六年他們不僅跑遍了菏澤的鄉鎮，
更培養出了山東琴書的下一代傳人，有兩個
徒弟目前已成為其團隊的重要成員，並曾獲
中國文化藝術政府獎群星獎等多個獎項。
而今，69歲的王振剛仍然活躍在舞台上，從
藝五十餘年，他已數不清曾塑造了多少個角
色，但每一個角色都是一次新的學習歷程。
台下，他是個慈祥的老爺爺，台上，則會

不由自主地進入劇情，吹拉彈唱、嬉笑怒罵
間演繹百態人生。他說，搞文藝就是舞台上
見真章，「誰中誰不中，你唱成啥樣，自有
觀眾評價」。

山東琴書

學生畢業難入行
籲建專業曲藝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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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剛到縣
城參加匯演，
演唱一曲《鳳
陽歌》畢，就
加入了劇團。
圖為該曲曲
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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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王振剛經常受邀到全
國各地演出，其中以2017年的台灣

巡演印象最為深刻。他們應邀在台北舉
辦《琴箏清曲專場音樂會》及一系列兩岸民

間音樂文化交流活動，先後在台灣四所大學進
行表演，經常有觀眾專程等待演出結束合影留念，

有的觀眾像「追星」一樣連看了四場，獲悉他們下一站
是南京時，還要飛過去繼續觀看。
山東琴書發源於魯西南菏澤地區，產生於清代乾隆初年。

在近300年的發展歷程中，陸續形成了魯東以廣饒、博興為中
心的「東路琴書」、魯北以濟南為中心的「北路琴書」和魯西
南一帶的「南路琴書」。王振剛所代表的即為南路琴書。
時至今日，在山東菏澤鄆城、鄄城等地，仍有幾十個自發的民

間表演班子，「每個班子二三十人，大部分是七八十歲的老人，
新一代則青黃不接，農村的青壯年大多出去打工掙錢了」，王
振剛說，未來將會下鄉走訪散落在民間的老藝人，搜集梳理這
些傳承多年的琴書文化瑰寶。

「去年我作為非遺傳承人去天津開會，聽說全國有300
多名老藝人已過世，他們大多生活在農村，生活貧
困。」在王振剛看來，這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巨大損
失。他建議提升農村老藝人的生活補貼，「如

果他們能多活幾年，就能多傳下來一點
東西，我這種有工資的，不給也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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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8點，山東菏澤琴箏清曲古樂
社，一場別開生面的演出拉開帷幕。
此次表演是菏澤非遺曲藝項目專
場，8個傳統經典節目王振剛參與
了3個，其中的山東琴書《親上
親》詼諧幽默，彷彿一場小喜
劇，現場笑聲連連。
國家一級作曲家、菏澤曲
藝家協會主席蘇本棟在台下
頻頻點頭。蘇本棟與王振剛
已結識40餘年。1976年，蘇
本棟參與了《中國曲藝音樂
集成》調研整理工作，也是
從那時起與山東琴書結下不
解之緣。長篇琴書《白蛇
傳》的300多個曲牌，便是蘇
本棟收集整理完成。後來，蘇
本棟擔起了山東琴書的曲牌整
理、唱腔音樂設計和編曲的重任，
《梁山腳下》、《大林還家》等知
名山東琴書作品均出自蘇老之手。
2011年，蘇本棟和王振剛等老藝人

成立琴箏清曲古樂社，致力於山東琴
書、古箏樂、弦索樂等傳統藝術的傳

承和保護工作。在蘇本棟眼中，王振
剛人品厚重，音質出色，他接觸山東
琴書幾十年來遇到的男演員無人能出
其右。「他從小學習琴書，從唱唸吐
字到人物刻畫表現均有獨到之處，是
山東琴書少有的民間藝術家。」蘇本
棟透露，作為山東曲藝之鄉，菏澤先
後舉行了山東琴書進校園、中國東部
地區曲藝展演等活動，以期推動傳統
藝術煥發新生。
王振剛的演出團隊裡除了幾個徒

弟，還有女兒王玉珍，她從小受父
親熏陶，自北方曲藝學校畢業後在
團隊裡彈古箏，是菏澤市非物質文
化遺產弦索樂傳承人。王振剛說，
自山東琴書成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
遺產，徒弟們和女兒更有信心和積
極性。2006年起，他受邀在菏澤學
院授課培養學生。但由於缺乏專業
平台，許多學生畢業後很難從事這
一行業。他建議相關部門成立正規
專業的曲藝團隊，使傳統藝術真正
得以傳承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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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振 剛 和 徒
弟、女兒表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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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賴一副好嗓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