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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城即墨，有一门流传了近300
年的说唱艺术，叫即墨大鼓，又称即墨大
鼓书。它起源于明末清初，盛兴于清末民
初，然而至今日却面临失传。近日，记者
采访了解到，目前在即墨尚能坚持这门
说唱艺术的仅有三人，年龄最小的65
岁，最大的70岁。多年来，即墨曲艺协会
等一直在为寻找学徒的事情张罗着，然
而尝试过各种方法仍找不到学徒。

即墨近300年前的说唱艺术

即墨大鼓起源于明末清初，盛兴于
清末民初，发源于即墨，在中国民间曲艺
中是一门有近300年历史的说唱艺术，
主要流传于即墨全境及周边崂山、莱阳
等山东半岛地区。即墨大鼓又称即墨大
鼓书，说唱内容以历史传奇与民间故事
等内容为主，包含多种曲艺形式以及说、
唱、演、评、噱、学六种表现手法，以增强
其表达感染力。
在即墨大鼓书演奏时，由一人掌鼓

和钢板说唱，一人弹三弦，一到二人拉坠
琴伴奏，组成一个3到4人的演出团队。
说唱伴奏，形式严格，分工明确，配合紧
凑。具体形式为搭台、小场和开书三个过
程：由说唱者掌鼓，板指挥三弦、坠琴只
演奏不而说唱，召集观众热闹表演场地；
接着在三弦坠琴伴奏下，说唱者敲鼓、
板，说1到2俚俗小段，调节现场气氛，尽

快把观众引进说唱氛围；开书即正式说
唱长篇鼓书，如《莺歌传》《刘公案》等，长
篇古书一般分章回，可连续说唱数月。
“在开场搭台环节，说唱艺人只是催
动鼓板，指挥三弦、坠琴演奏，直到婉转
的曲调召集了晚饭后打着饱嗝的父老乡
亲，一段生动幽默的乡间俚俗小段，才从
那酝酿许久的唇齿间流淌而出。然后在
父老乡亲们的会心一笑中，开始说唱的
‘开书’，无论是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清
官廉吏的惩恶扬善，英雄好汉的替天行
道还是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就这样通
过盲艺人们的说唱，在劳苦大众间代代
相传。”即墨大鼓书说唱艺术第六代传承
人张国强说。

三名艺人中最小的也已65岁

“即墨大鼓书之前主要是盲艺人乞
讨生存的一种方式，它包含说书、乞讨、
算卦等多种形式，后来慢慢转化以说书
为主，盲艺人也渐渐变成走街串巷的说
书人。”张国强说，他从小听着即墨大鼓
书长大的，知道这门艺术面临失传的时
候，觉得应该尽自己一份力量。
“在我们的那个年代大鼓书是很盛
行的。当时的娱乐项目除了即墨大鼓就
是京剧和柳腔，而京剧、柳腔只有正月里
才会被请到家里演出，唯独即墨大鼓书
是平常日也可以被请过去，所以它的群
众基础是最深厚的。对我来听大鼓书也
很怀旧，所以当老艺人毛师傅找到我，想

一起寻找大鼓书传人的时候，我丝毫没
犹豫就答应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盲艺人有一百

多号人，他们三四人一组，去农村演出，
足迹遍布整个山东半岛。“目前，随着越
来越多老艺人离世，学徒也越来越少。有
的艺人虽然健在，但是也已经年世太高
而不能说唱了。我2013年接手的时候，
即墨大鼓书的说唱艺人就剩下三个人，
正好能组成一个说唱队，其中年龄最小
的65岁，最大的70岁。”据张国强介绍，
目前三位盲艺人已经被纳入即墨曲艺协
会，协会也在为寻找学徒的事情张罗着。
“此外，我们也在录制视频等做各方面的
工作，三位老艺人都在古稀之年，所以这
门艺术面临迫切的传承需求，若出现意
外情况就可能传承不下来了。”

尝试过各种方法仍找不到学徒

即墨大鼓书包含多种曲艺形式，说

唱时需要很深的基本功才能将其演绎得
引人入胜。“对于盲艺人而言，冬天是带
徒弟的时候，夏天是演出的时候。我们也
为盲艺人们找了一些徒弟，免费教授，虽
然如此，大部分人仍因为做这件事情不
能糊口挣钱，学了一段时间后就放弃了，
所以现在的徒弟越来越少。”
张国强说，他们尝试过各种方法

将这门艺术传承下去。“即墨大鼓也曾
和即墨柳腔一起进过学校，想要吸收
有兴趣的学生进行传授。之前我们在
一所学校里利用课外实践时间为那里
的小学生与中学生上了三个月课，孩
子们虽然都感兴趣，但是时间有限无
法完全掌握这门艺术，所以我们只能
培养起他们的兴趣以及对这们艺术的
认识。”家长对现代艺术表现形式的偏
爱也使得很少有孩子前来学习大鼓书
说唱艺术，“三四十年来，西方艺术表
现形式已经培养了足够的观众。比如
歌唱可以引发全国热潮，但相声和戏
曲根本做不到。”

三个老艺人“硬撑着”即墨大鼓书
流传了近300年而今面临失传，民间说唱艺术即墨大鼓呼唤传承

即墨大鼓书走进课堂。即墨大鼓书第五代、第六代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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