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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鼓曲如何传承中发展

早在2020年，天津市文化和旅
游局印发《天津市曲艺传承发展计
划》通知，其中主要任务包括完善档
案资料、扩大传承队伍,提高传承能
力、推出优秀作品、探索文旅融合、
开展普及等。鲍教授介绍，有些工
作已经在进行中，并取得了一些重
要成果。

比如在2019年时，天津职业艺
术学院与南开大学社科处就签订科
研合同《天津市戏曲曲艺类非遗项
目数据库建设》，项目负责人即为鲍
震培教授。截止到 2020 年 8 月 1
日，基本完成了第一批至第四批市
级以上戏曲曲艺类非遗项目的数字
化建档。

鲍教授特意提到天津曲艺的
“基层”普及情况，她提到，红桥区
丁字沽小学、宝坻一中等学校曲
艺教育在全市名列前茅。“我们发
现，朗朗上口的京东大鼓和旋律
优美的天津时调最受欢迎。”鲍教
授说，旧腔唱新事的接受程度相
当高。在高校，鲍教授仅以南开
大学为例，“我们学鼓曲唱鼓曲的
社 团 成 员 ，从 教 授 到 本 科 生 都
有。”还吸引了不少留学生，通过
一段时间的学习，南开大学留学
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曲艺周表演了

《送女上大学》，“天津高校身处天
津曲艺文化浓郁的氛围之中，从
教师队伍到学生都对天津地方曲
艺有相当程度的爱好。有条件的
高校开设了多门曲艺通识课，在
全国曲艺教育中名列前茅，南开
大学通过教学改革向社会招标课
程，曲艺专业人士主讲课程受到
学生的欢迎。曲艺课程具有多方
面的功能，如社会实践、提高语言
能力、美育、创意写作等。”

谈到和文旅融合，鲍教授建议，
可以用“相声+鼓曲”的传统花场形
式，以火爆的天津茶馆相声带动鼓
曲，此外，还可以在天津著名景点、
景区，安排传统或者根据景区历史
文化创编的鼓曲演出，“短小精悍、
旋律优美，自然会吸引游客观赏。”
鲍教授认为，敞开大门唱鼓曲，是不
错的天津特色文旅体验。

新报记者单炜炜王轶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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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曲艺尤其是天津鼓曲现状究

竟如何？市场“萎缩”是实际情况，但

困境并非绝境。从相关部门、曲艺从

业者、曲艺教育者以及广大的票友、爱

好者、观众以及关心传统文化的普通

群众，都在为传承艺术文化做出自己

的努力，“薪火不会熄灭，继承中创

新”，天津的曲艺沃土是自信的来源，

鼓曲再次振兴正在路上。

南开大学教授、天津曲协副主席鲍
震培曾做过调研，她告诉记者，2012年
时，天津曲艺团当时有两支鼓曲队伍日
常演出，民营的有雅盛、振北两个团，当
时鼓曲演出地点有中国大戏院小剧场、
估衣街谦祥益、建国道明月茶楼等多
处。据了解近两年，只剩下市曲艺团、
德云社鼓曲队以及古文化街茶馆一支
民营队伍。

2023年初的天津卫视相声上，郭
德纲邀请15位鼓曲老演员，组成了“千
岁组合”登上舞台。这15人年龄加在一
起，超过了千岁。随着“组合”中，杨凤
杰先生的去世，广大观众更加感叹：“鼓
曲听一次少一次。”从鼓曲观众角度来

说，一方面是老年观众人数大幅滑坡，
另一方面是年轻观众后续力不足。

是困境，但不是绝境。
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市曲

艺团副团长冯欣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近年来曲艺团一直尽最大力量
建设人才梯队，引进了多名优秀青年演
员。在培养观众方面，团里除了日常的
演出和对外文化交流，一是以青年演员
为主体，积极探索新媒体新平台，宣传
鼓曲艺术。已经进行到第6年的曲艺进
校园工作曾前往30余所学校，惠及学生
上万人，逐渐把曲艺的种子撒在了孩子
们的心中。”

通过新的创作意识和新媒体的传

播渠道，让曲艺非遗赢得了更多的年轻
观众。冯欣蕊告诉记者：“我团的抖音
平台有近10万粉丝，整体以30岁以下
的年轻人为主体。新平台的宣传为我
们剧场观众的年轻化提供了有力保障，
也让越来越多的年轻观众爱上曲艺，爱
上鼓曲。”

“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创新并重，二者
互补且不矛盾。”冯欣蕊表示：“对于鼓曲
文艺工作者而言，首先应该以继承为根
本，要多向前辈艺术家求教，学好本曲种
艺术的精髓，总结前人经验；再根据个人
的条件及特色进行量体裁衣式打造，多
去舞台实践，多见观众，多听取观众的意
见和建议，鼓曲才能长远发展。”

5 年前，社会呼吁鼓曲专业能不
能有“本科”，鲍教授介绍，北京、上海
的艺术院校已经设立了相关本科专
业，在天津，由天津戏曲学校和中国北
方曲艺学校合并而成天津艺术职业学
院，有曲艺系，其中就有鼓曲专业的学
习课程。

从北方曲校毕业留校任教至今，梅
花大鼓名家、天津艺术职业学院中国北
方曲艺学校教授安冰已经走过了32年
的教师生涯。她介绍了鼓曲专业的现
状：“我们刚毕业做老师那几年，老艺术
家们都还在，他们帮助我们一起教授学
生，那时候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学生，
现在他们已经是鼓曲届的中坚力量
了。在进入本世纪的一段时间里，随着
鼓曲观众的减少，学鼓曲的学生也逐年
减少，我们的专业确实面临过尴尬时
期。但最近几年，曲艺重新在年轻人中
打开市场，对鼓曲感兴趣的孩子多了，

我们的生源也逐年向好，这是个积极的
信号。”但她仍坦言，现在学生在刻苦程
度上总体有所欠缺，“如何让学生的专
心和刻苦更进一步，是我们和学生要共
同解决的问题”。

如何让鼓曲得以传承？安冰认
为，一方面需要鼓曲在继承的基础上
不断创新，“比如梅花大鼓的唱腔通常
都比较长，唱得比较慢，有的年轻观众
没有耐性看完，是不是可以缩短作品
的时间，并在唱腔上有所变化？这是
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此外，她认为
除了学院的常规招生，也要“主动出
击”，“我们要做好专业宣传，更要去普
通学校发掘好苗子，为鼓曲传承争取
更多主动性，为曲艺的传承和发展做
出应有的贡献。”

郑力文是天津市曲艺团国家一级
演奏员。近年来除去大量舞台实践外，
又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推广

工作，多次在中国港澳台地区和海外舞
台上介绍津味儿鼓曲艺术。她告诉记
者，从 2002 年随团赴香港演出，到
2013年她随著名京韵大鼓艺术家杨凤
杰老师，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加州大学、
圣地亚哥大学等数所高等学府展演教
学，让她感受最深的是观众朋友们对鼓
曲艺术的喜爱，而且有着强烈的钻研意
愿。2016-2019年，郑力文与曲艺同仁
应宁、崔骏共建应宁（台湾）曲艺工作
室，四年间她17次往返中国台湾地区。

“在台湾大中小学讲座、教学，每年听课
人数达上万人。主要是培养曲艺土壤，
让更多的台湾青少年能了解、喜爱曲
艺，不少学生通过学习还能进行表演。
尤其是自己的台湾学生为了曲艺考进
了北京大学，我相当开心！”在郑力文看
来：“努力推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
让不论在何地的中华儿女都能受到同
样的民族艺术滋养。”

基层普及高校开课
特色文旅相声+鼓曲

再说梅花大鼓。以“梅花诸宝”为
核心的卢派、花派，从源头上说，始于
金万昌的金派，然而如今金派梅花却
成了濒危曲种。第四代传承人张博介
绍说，先师刘嘉昌带着自己从2004年
起，开始恢复、演唱金派梅花大鼓失传
曲目十余段，延续并扩大了金派梅花
大鼓的传承及影响力，“就像当年他和
周麟阁先生学艺一样。”

“我们的传承是和天津曲艺团合作
的，离不开天津市曲艺团很多乐队老师

的帮助，如韩宝利、韩利祥及于欣华、陈
茜、张翔、孙恺承、水源、崔璐等，更要感
谢老前辈钟吉铨先生。”张博说，曲艺
团乐队的年轻人，赶上了老先生，又有
热情去学习，即便在舞台上展演得少，
但多了一门技艺，为中国曲艺留下了火
种。“作为专业团体的曲艺团，他们将来
再教学生带徒弟，帮助传承，我们也通
过他们规范了演唱。”在张博看来，艺
术传承应该是两支：专业院团传承和票
界传承，起着互相弥补的作用。

全堂八角鼓项目出品人、资深戏
曲曲艺策划人谢岩和张博等，在京津
两地推出了“全堂八角鼓”演出形式，
谢岩介绍，这个起源于清代的表演形
式，实际上就是“北方曲艺大联欢”或

“曲艺晚会”，囊括了曲艺的所有表现
形式。“我们在推出时，以非遗曲种为
基础，注重展示濒危的曲种、濒危的曲
目、那些‘濒危’的传人。”通过10年的
努力，已经形成了品牌，实际操作上更
是非遗传承生态的再造。

创新+平台 让年轻人和孩子爱上鼓曲

合作+拓展 专业院团与票界两支传承

传播+挖掘 专业与爱好皆不可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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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在教授金派梅花大鼓，并做影像资料保存。

郑力文在台湾教授鼓曲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