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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峄阳古曲”已经被列入城阳区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青岛城阳流亭峄
阳文化园，自2014年开始，每周三上午
都会举行“胡峄阳传说故事会”。而在流
亭街道东流亭社区，已77岁的刘雪梅、
75岁的胡秀梅等老人学唱“峄阳古曲”，
也已好多年了。她们和近百名社区居民
每周三都会到流亭峄阳文化园学唱“峄
阳古曲”，这已经成为大家的一个“惯
例”，多年来风雨无阻。

唱曲时，会被里面的故事感动

“我们东流亭社区的很多人都会唱
‘峄阳古曲’，曲子很好学。除了每个周
三和大家一起唱，我在家里闲着的时候
也总是会轻轻吟唱，唱着唱着，感觉跟
胡峄阳老先生离得越来越近，感觉胡老
先生还真实地存在着，一直存在于我们
的心里。”今年77的刘雪梅讲道，她在小
的时候也经常听她的父亲讲胡峄阳的
故事，讲“峄阳古曲”。据了解，刘雪梅的
外孙女已经上大学，平日里外孙女最喜
欢听她唱“峄阳古曲”，也会跟着一起轻
声哼唱。
现今75岁的胡秀美，认为“峄阳古

曲”很好听。她之前喜欢唱柳腔，后来学
唱“峄阳古曲”。“‘峄阳古曲’很好学，唱
的时候把握好韵律、押韵就可以。”据了
解，“峄阳古曲”中的《梧桐秋月》、《燕子
归》等曲目胡秀美都会唱。

悠扬妙曼三百年的“峄阳古曲”

“长柳溪水蓝，月上一钩弯。离群石
门雁，聚散白沙烟。风生竹影乱，草黄白
鹭眠。霜含窗前月，东篱菊未残。故人行
踪远，秋凉桐叶寒。忧思东海望，还隔几
重山？几重山？几重山？……”“峄阳古曲”
的传承人刘世洁先生轻声哼唱《梧桐秋
月》的曲词。据了解，“峄阳古曲”中的《梧
桐秋月》主要描述了寒秋月上时，晚年的
胡峄阳追念故友，抚琴于梧桐树下、思绪
万千的情景。

“白絮飘来遮望眼，鱼跃柳梢白沙
滩。云卷云舒燕子归，春风不教岁月闲。
溪水田垅尚依旧，读书鸣琴不其山。”这
是“峄阳古曲”《燕子归》中的部分唱词，
讲述了胡峄阳老先生远行归来，赋诗鸣
琴的隐人大德情怀。
据刘世洁介绍，峄阳古曲历史悠远，

发祥于流亭、洼里一带。峄阳古曲以文人
雅乐为基调，历经300多年，不断吸收社
会不同层次的音乐元素，涵纳了儒、释、
道乐及乡音俚曲，将管乐、弦乐、弹拨乐、
击打乐融为一体，形成了儒乐和民乐的
独特风格，是一份珍贵的音乐文化遗产。

峄阳古曲传承群体不断扩大

“千难万难不离崂山”这句青岛人的
爱乡之语便是源自胡峄阳之口。清康熙
年间，胡峄阳与昌阳（今莱阳）名士孙笃
先、崂山百福庵蒋清山道长为至交。胡峄
阳精乐理，孙笃先善抚琴，蒋清山善应风
乐。胡峄阳揉合古代谱曲、祀典音乐和民
间音乐，形成了独具韵致的音乐系列，后
世称“峄阳古曲”。
据了解，1935年，曲子在胡峄阳后

裔胡鹏昌创办的胡氏子弟小学音乐课上
教唱，用脚踏风琴伴奏教习学生。后渐失
传，现在根据民间记忆和零星资料整理
的“峄阳古曲”，已排练演出的有《梧桐秋
月》、《燕子归》、《怀山》、《女姑谣》4支曲
子。“峄阳古曲”会在今年流亭千手佛庙
山会演出。
“现在，每周三上午来自城阳、李沧、
市南、市北、崂山、即墨等地的近百名居
民都会不约而同来到峄阳文化园，从
8:00~9:00，大家一起学唱‘峄阳古
曲’。”峄阳文化园的相关负责人告诉
半岛记者，截止到目前，已有十多所中
小学开展峄阳文化进校园活动，学校
的学生也经常到峄阳文化园学唱“峄
阳古曲”。“大家学唱都很认真，家里有
事不能过来的都会提前打电话跟我们
请假，这种认真的劲头让人很感动。”
峄阳文化园相关负责人讲道，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重在传承，在“峄阳
古曲”的吟唱间，传统文化的精神一直
都存在于我们的身边。

“吟唱间，感觉胡老先生还在”
历经300多年的“峄阳古曲”，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传唱

社区居民在学唱“峄阳古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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