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报微信平台

08

专
题

2
0
2
4

年3

月1
4

日

星
期
四

监
制/

赵
睿

责
编/

王
轶
斐

美
编/

张
驰

责
校/

刘
瑾

让我们记住
这些动听的名字

陆倚琴 钟吉铨
魏毓环 二毓宝
王毓宝

近些年来，天津不少鼓曲大师、艺术家的离世，在当时都引起社会各界的追思。这些艺术家、老艺人深深扎根在天津这片曲艺沃土，从表演到

性格，甚至都带着天津包容、豁达、奋进的城市性格。大师离去，大师技艺、精神当传承。

受过4年西方系统音乐培训

90岁时每天上台演三段

作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京韵大鼓代表性传承人，陆
倚琴生前创下多个曲艺界的先河，尤
其是在养母骆玉笙的支持下，在上世
纪 50 年代前往中央歌舞团学习声
乐，对她后来的表演风格形成产生了
巨大作用。

陆倚琴是京韵大鼓艺人小彩舞
（骆玉笙）的养女，曾名骆倚琴，由于曲
艺界的规矩，不能拜自己的父母为师
父，陆倚琴在1950年拜程树棠先生为
师，学习舞台身形表演，并于1951年
加入天津市曲艺工作团。

1952年的春天，新中国第一家国
家级歌舞团——中央歌舞团面向社会
招生。骆玉笙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为了让陆倚琴能够更系统地学习声乐
知识和歌唱技巧，决定把这个将来准
备传承骆派京韵大鼓衣钵的爱女送到
北京去深造。声乐、乐理、视唱、练耳、
器乐……陆倚琴在中央歌舞团接受了
4 年西方系统音乐培训，成为新中国
培养的第一批音乐专业人才，也是其
中唯一的京韵大鼓演员。

但毕业分配按规定是要落在歌舞
团的，眼见陆倚琴就要改行变成歌唱
演员，骆玉笙先后几次到北京同歌舞
团交涉，最终把即将毕业的陆倚琴调
回了天津曲艺团。也正因如此，陆倚
琴遗憾地没有领到中央歌舞团的毕业
证书。

1983年，骆玉笙破除旧例收陆倚
琴为徒。《红梅阁》和创编曲目《白妞说
书》《鸳鸯剑》……陆倚琴的代表作都
显示着她唱腔高亢挺拔、声情交融的
特色。陆倚琴于1997年复出，长期在
天津名流茶馆为广大群众演唱，收获
极多美誉。天津市曲艺家协会，天津
市曲艺促进会授予她“松龄鹤寿德艺
双馨”奖牌及“曲艺事业终身贡献奖”
荣誉证书。

钟吉铨自幼师从著名琴师王文川
学艺，曾为赵小福、林红玉、张玉昆、谢
韵秋、姜二顺等名家长期担任伴奏。
他操琴技法娴熟，音色纯正，旋律起伏
多变，善于伴奏北方鼓曲中的多个曲
种，以梅花大鼓和天津时调的伴奏最
为出色。退休后长期担任中国北方曲
艺学校教师，培养了大批曲艺新人。

晚年的钟吉铨先后参加民族曲艺
团、长寿园曲艺团和振北曲艺团，培养
了大量的年轻演员与爱好者，并且协
助王毓宝先生、刘嘉昌先生整理挖掘
时调小曲、金派梅花大鼓濒临失传的
作品十余段，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音
像资料。

钟吉铨创下了一个纪录就是高龄
不下舞台，直到90岁鲐背之年仍坚持
每天上台，堪称业界翘楚。钟吉铨去
世之际，天津市艺术研究所著名曲艺
理论家高玉琮先生深情回忆：“钟四爷
是我非常景仰、尊敬的一位曲艺音乐
大家。记得最后一次看钟四爷演出是
在2016年。那天我去后台看望他，他
告诉我身体很好，只要能动，就要坚持
演出。我问他今天演几个？他是坐
弦，说三个，就是为三个节目伴奏。已
经90岁的老人每天坚持演出，非常了
不起！”

主攻“靠山调”现场极火爆

魏毓环自幼拜时调老票友王振
清（王毓宝之父）为师，与王毓宝、二
毓宝等人同出一门，被观众称为时调

“三块玉”。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了天
津市南开区曲艺团，之后虽然没有再
加入专业演出团体，但一直坚持演出
于天津各大剧场。

魏毓环嗓音高亢挺拔、苍劲有
力，她的演唱既不同于王毓宝的端庄
大方，又不同于二毓宝俏丽柔美，而

是更多地保留了老路时调中大刀阔
斧、粗犷奔放的特色。颇受老观众的
青睐与赞赏。魏毓环嗓音条件极佳，
气力充沛，在一次演出中，她距离话
筒很远，一句“一碟子咸白菜”又高又
亮，声震全场，获得满堂喝彩。魏毓
环的表演极接地气，保留了很多原生
态时调的痕迹，她在很多节目里都有
格外翻高的唱腔，形成了她独树一帜
的风格。

“天赋异禀”的时调创新者

二毓宝原名刘惠云，她自幼跟随
评剧演员刘文斌学习评剧，后于1950
年拜师王振清（王毓宝之父）学习时调
演唱。二毓宝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
创新精神在时调领域脱颖而出，与王
毓宝和魏毓环并称为“三块玉”。二毓
宝有一特别之处，她虽然不识谱，也不
会弹弦，但却可以自己安排唱腔，设计
旋律，在艺术上天赋异禀。

二毓宝对天津时调做出了显著的
贡献，特别体现在改革和创新方面。
上世纪80年代，她不仅创编和上演了
许多新的时调节目，如《南京路上好八
连》《焦裕禄》等，还改编了许多传统节
目，如《岳母刺字》《断桥》等。她的演
唱风格纤细柔美，但同时也展现了其
独特的艺术魅力。二毓宝晚年在中国
北方曲艺学校任教，培养了许多优秀
的曲艺人才。

收洋学生约清洁工一起烫头

王毓宝出生在天津河北大街石桥
西胡同的一个手艺人家。父亲王振清
是个油漆匠人，自幼酷爱演唱《靠山
调》（时调的曲牌）。王毓宝在耳濡目
染之下，五六岁就向父亲学习靠山
调。逐渐的，父亲组织的“时调沙龙”
在津城小有名气，凡地方上有民俗活
动或是亲戚朋友有喜庆集会都要请他
们去演唱助兴，名曰“走票”。8岁时，
王毓宝就开始跟随父亲到处走票，很
受观众欢迎。

王毓宝在 1953 年加入天津广播
曲艺团，在王焚、祁凤鸣、姚惜云等协
助下共同改革旧时调，以一曲《摔西
瓜》正式定名天津时调，开创了天津时
调这一曲艺形式。2000年，王毓宝因
演唱《喜荣归》获中国曲艺牡丹奖，
2003 年 获 中 国 金 唱 片 奖 演 员 奖 ，
2008 年获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
奖，同时也是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天津时调代表性传承人。

王毓宝在艺术传承上开放而不拘
泥，1986 年 4 月 27 日，王毓宝收下热
爱曲艺的美国留学生白卓诗为徒弟，
这在当时的天津曲艺界算是一大新
闻。在拜师仪式上，天津曲艺团、实验
曲艺团的团长以及骆玉笙、陆倚琴、张
志宽等曲艺界人士100余人参加了活
动。此后，白卓诗一星期到王毓宝家
一两次学习时调，一时记不住的就用
录音机录下来，回去再练。就这样，她
跟随王毓宝学习了近一年，完整地学
会了《秋景》和《盼情郎》两段，毕业后
将天津时调传播到了海外。

生活中的王毓宝是一个随和、接
地气的老太太，她的儿子刘小凯曾在
接受新报记者采访时说起母亲的趣
事：一家人还住常德道那会儿，一天刘
小凯下班发现妈妈不在家，后来发现
妈妈正和平时负责这片大街的清洁工
大姐在一起烫头。儿子问：“你们认识
吗？”老太太回答：“不认识。”王毓宝
说：“我看她把咱这里扫得那么干净，
我也不知道怎么谢她。一看她头发乱
糟糟的，我心想就给她做一做清洁吧，
我们姐俩就一起去烫头了！”

2021年6月10日，王毓宝在津辞
世。至此，天津时调“三块玉”都已作
古，留给后世许多经典时调作品。

新报记者王轶斐

魏毓环

钟吉铨 二毓宝

陆倚琴

王毓宝

陆倚琴
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

2018年8月24日去世 享年85岁【 】

钟吉铨
曲艺音乐家、教育家

2018年11月21日去世 享年92岁【 】

二毓宝
天津时调表演艺术家

2019年8月14日去世 享年82岁【 】

王毓宝
天津时调表演艺术家

2021年6月10日去世 享年95岁【 】

魏毓环
天津时调表演艺术家

2019年2月6日去世 享年83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