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文化头条

前几年有河南人写了一本书，其中说了这
么一种意思，同为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河南人
的名声之所以不如山东人，关键在于山东人会
为自己做广告，特别是山东快书《武松传》就是
山东人最好的广告。

我同意他观点的一半，就是山东快书《武
松传》几乎就是山东、山东人、山东话的标志符
号，武松的性格、语言、习惯，无一不打上山东
人的深深烙印。但是我又不同意他观点的另一
半，山东人好不仅仅是因为《武松传》的传播，
与其说武松代表了山东，倒不如说山东人把群
体的性格特征赋予了这位打虎英雄更恰当。

“当哩个当、当哩个当，闲言碎语不多讲，
表一表好汉武二郎。那武松，手掌一挥赛蒲扇，
两眼一瞪像铃铛……”山东快书为什么曾经风
靡大江南北，而现在为什么又开始衰落了？

是不是山东话的魅力在减弱？

山东快书的三个“源头”
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阴军是高元钧的徒

孙，曾经获得中国曲艺最高奖——— 牡丹表演
奖。他认为，山东快书是惟一能表现山东地域
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曲艺形式，只要你一张嘴说
句“当哩个当、当哩个当”，人家就能想到山东。
可是，阴军担心的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以后，
这个艺术品种还能传承下去吗？

认识阴军后，我开始关心山东快书的历史
与现状。我对这一凝聚了山东方言精粹的艺术
形式充满了神往：哪一个省的方言能像山东快
书这样红遍全国？

山东快书发源于山东省临清、济宁、兖州
一带。最早产生于明代万历年间，有几百年的
历史。有人说，山东快书是从河里来的，这条河
指的就是古代京杭大运河。山东古运河沿岸有
七八个著名城镇，临清、济宁都是运河上的大
码头，南来北往的客商云集，是一片艺术的沃
土。这里具备了山东快书诞生与发展的要素：
临清、济宁一带是梁山好汉的故乡，武松的故
事广为流传，为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商
贾云集，生意之外他们需要精神生活，而且他
们有雄厚的资金和实力，养得住艺人；多种艺
术形式荟萃，吸引着艺人前来“跑码头”。不同
门类的艺术形式相互借鉴和竞争，使得以《武
松传》起家的山东快书应运而生。

关于山东快书的起源，有三种传说，即刘
茂基说、赵大桅说和傅汉章说。刘茂基，相传是
明万历年间人，山东快书孕育期的代表人物。
他祖籍临清，现在这里被确认为山东快书的故

乡。山东快书艺术大师高元钧的塑像，就矗立
在临清市大众公园的苍松翠柏之中。赵连甲亲
口告诉过我，临清是山东快书的发祥地。山东
快书以武松为主要内容，尽是搏杀厮拼，表演
程式也离不开一个“武”字。刘茂基是个不得志
的武举人，流落乡间，采集当地流传的武松故
事，编成山东快书演唱。他的表演方式很“土”，
没有服装和乐器，只是斜披一件大褂，手里敲
打着两块瓦片。他有绝活，就是武功架子好看。

赵大桅的祖籍在济宁，这里是山东快书的
另一发祥地。相传他是清咸丰年间的一个落魄
文人，穷极无奈，只好卖艺为生。他会编词，粗
通文墨和音乐，起初把武松的故事编成顺口溜
演唱，后来吸取山东大鼓的“窜铜腔”，编成山
东快书演唱。他用山东大鼓的梨花片做为伴奏
乐器，这就是至今还在使用的鸳鸯板，说通俗
点，就是两块薄铜板。他属于山东快书成熟期
的代表人物，被誉为山东快书的“奠基人”。

傅汉章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据山东快
书老艺人介绍：清道光六年，山东有落第举子36
人，归途中遇到大雨，滞留临清，为发泄胸中的
怨气，他们以梁山好汉武松的故事为依据，编
成《武松传》说唱。作者之一李长清将该书带回
家乡茌平。李长清发现表侄傅汉章很有演唱才
能，便将全书传给了他。傅汉章对《武松传》加
以充实，于道光十九年曲阜林门会正式“撂地”
演出，受到当地群众热烈欢迎。傅汉章是最早
演出山东快书的艺人，至今约有150年的历史。

后来，傅汉章传艺于赵震及弟子魏玉河，
遂形成两支，流传至今。魏玉河一支的著名艺
人有弟子卢同武，再传至杨立德。杨立德擅长

“俏口”、“贯口”，自成一家，被誉为“杨派”。赵
震一支的著名艺人有戚永立，再传至高元钧。
高元钧以注意刻画人物、表演生动风趣见长，
被誉为“高派”。

山东快书始向全国发展，高元钧的推动作
用很大。1950年3月，他从上海北上，开拓山东快
书新的流传地区。先到天津，最初献艺于小梨
园。天津号称曲艺之乡，观众艺术鉴赏力强，艺
人站住脚不易。高元钧一炮打响。

1951年春节期间，高元钧自天津应聘到北
京西单游艺社献艺，使北京观众第一次见到了
山东快书。当年冬季，他在北京参加了中国人
民解放军，山东快书遂正式在北京落户。从1951
年11月开始，高元钧等人在部队领导的倡导下，
通过训练班的方式，以北京为基地，先后培养
了200多名军内外山东快书演员，将这一曲艺表
演形式推广到全军以至全国各地。山东快书在

部队里很受欢迎，既和高元钧的推广有关，也
和山东快书歌唱英雄的传统和粗犷豪放的风
格有关。高元钧的代表曲目有：《武松传》、《鲁
达除霸》、《赵匡胤大闹马家店》等传统段子，还
有《一车高粱米》、《抓俘虏》、《侦察兵》等现代
作品。

山东快书为什么发展缓慢？
曾经风行大江南北的山东快书，目前确实

有萎缩趋势。阴军这样告诉我。
他之所以有这样一种感觉，来自于他的经

历。作为孙镇业的弟子，阴军常去各地演出，而
主办者总是告诉他：“弄点热闹的。”山东快书
有故事，有包袱笑料，还有辅助部分，比较热闹
的“包袱笑料”只是山东快书表演的一部分。阴
军说，因为大多数观众只重视山东快书的“热
闹”，而忽略了这门艺术其他的东西，导致自己
演唱山东快书的时候，只能唱比较热闹的小
段，比如《闯红灯》等。

有人说，由于方言的原因，山东以外地方
的观众不一定能够听懂，这可能会阻碍山东快
书的发展。阴军认为，以山东方言为主表演的
山东快书，并不存在因为语言阻碍发展的问
题，因为山东方言是我国北方语系的一个分
支，与普通话的差别不大，全国大多数地方的
人都能够听懂。

我觉得，山东快书这种传统艺术形式与现
代传媒之间存在着不适应现象。它是一种适应
农业社会需要的艺术形式，在世界进入后工业
化时代，其不适应是很正常的现象。过去一个
演员，一副鸳鸯板，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直接
面对观众，形成了互动的气氛，一演可以一天；
而现在的传媒更多的是电视、电影，或者是综
合演出，如果只是山东快书专场，恐怕就没有
多少人看了。

阴军也认为，现在娱乐形式越来越丰富，
分化了很大一部分山东快书的观众。另一方
面，山东快书要求一人扮演多角，舞台要求简
陋，场地不大，类似于现在话剧的小剧场演出；
而现在的演出大多是大舞台，气氛要求热闹、

隆重，像相声、山东快书这种演员少、场面不大
的艺术形式，很难一下子抓住观众的心。

阴军还有一个观点：人才流失是影响山东
快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现在演艺界的大腕
中，有不少是从优秀的山东快书演员转行的，
比较出名的有黄宏、张国立、笑林、卓林等。其
中黄宏转行做小品演员之前，已经算得上是山
东快书的大腕了。1979年，全国山东快书比赛在
青岛举行，黄宏成为全国山东快书三个最佳演
员之一，与他并列的一个是山东快书大师孙镇
业，另一个是郭秋临(小品演员郭冬临的哥哥)。
为什么山东快书大腕纷纷转行？阴军问过转行
的山东快书演员，他们的回答是：山东快书的
生存土壤越来越少，唱山东快书挣不到钱啊。

这句话倒给我们以启示：以山东方言为特
色的山东快书，应该寻找新的生存土壤了，或
者说应该主动去适应社会和市场了。

在谈到山东快书为什么有特色时，姜昆这
样说：语言艺术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特色，说山
东快书一定要说山东话，普通话说好汉、棒子
长，表一表山东好汉武二郎……这谁听呀。所
以说这种区域性的艺术一定要保持住。

方言化是山东快书的一大特色。它用简单
爽快的语言描述的是山东普通百姓的生活，有
一股憨气。

原山东省曲协主席刘礼分析说，山东快书
为全国人民所接受，首先在于它有浓郁的地方
特色——— 山东的字儿，山东的味儿，山东的风
俗，山东的事儿。山东快书原无定名，有叫它

“说武老二的”，也有叫它“说大个子的”，或者
直接呼为“武老二”。“山东快书”是解放后起的
正规“学名”。

山东快书的表演无布景、无道具、演员兼
伴奏，演员一人左手持鸳鸯板击节站唱，有“一
人戏”之称。在表演中，不但生旦净末丑全由一
人装扮，还要装虎装犬，文相武功等等都要具
备才行。因此它的形式简通(便)灵活，尤其适合
在工厂、农村、部队开展业余演出活动。

刘礼说，山东快书的唱词基本上是七字句
的韵文，穿插一些过口白、夹白或较长的说白。
语言明快风趣，情节生动，表情动作夸张，节奏
较快，长于演说英雄人物除暴安良的武打故
事。它的语言押韵合辙，朗朗上口，跟诗词一样
流畅。韵文还有其他语言不可代替的长处，它
有利于人们进行独特生动的表达。描述武松的
时候，词是这样的：

身子高大一丈二，膀乍一弓有力量，脑袋
就像量麦斗，二目一瞪赛茶缸。胳膊伸开房上
檩，皮捶一攥像铁夯，巴掌伸开簸箕大，手指
头，卟卟愣愣棒槌长。

演到这里，台下都会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
声。如果不是这种似说似唱的表演技巧，恐怕
以任何方式也难获得如此强烈的艺术效果。

就高元钧和杨立德来说，两个人的语言特
色也各不相同。高元钧的表演憨中见巧，刚柔
相济，张弛有致，举重若轻，轻松风趣中透着隽
永与灵气。由于山东快书的语言富于乡土气
息，从而使其表演也含着质朴与亲切。杨立德
的艺术风格特色是俏皮和细腻。他要求快书有
一种弹性，吐词清楚，有力，像出膛的子弹那
样，另外要有美感，柔和，动听。

赵连甲记录过杨立德说快书的体会：第
一，快书不是评书、鼓书，是有节奏的韵诵，快
书就是“快数”；第二，保持山东快书地方语言
和乡土气息的本色，正是它的民族性和民间艺
术的特色；第三，说快书是以说为主，表演、动
作是辅助性的，起锦上添花的作用。说，要喷口
脆、发音准、咬字清、行腔俏……

山东话让他们这么一说，还真是不一样
了。

香港作家唐人的名著《金陵春梦》，写得是
蒋介石在大陆的大半生。读过《金陵春梦》的人
们，会知道书中提到过蒋介石的侍从室秘书高
传珠，但大多数读者并不了解，高传珠就是解放
后任南京药学院外文教授的高晶斋先生。

高传珠，字晶斋，山东省惠民县城东关人。
解放前，他家开店铺，有土地近20亩，家境较富
裕。高传珠聪颖勤奋，从惠民省立第四中学毕业
后赴济南读高中，1920年考入北京大学，期间，经
路有余介绍加入国民党，积极参加反对军阀统
治宣传和声援京沪铁路工人大罢工等活动。

1923年春，高传珠赴莫斯科留学，就读于中
山大学。与杨尚昆、伍修权、王明(陈绍禹)、博古
(秦邦宪)以及蒋经国、邓文仪、贺君山等是同学。
高传珠魁梧英俊，为人正直，学习出类拔萃，不
久与包括蒋经国在内的同学们成了比较要好的
朋友。

留学回国后，高传珠来到北京，成了家，以
搞翻译和出书为生。1930年，经何思源介绍进入
国民中央政府，先任内务部高级职员，后经贺君
山等引荐，进入蒋介石的侍从室任秘书。由于高
加入国民党较早，与蒋经国的关系甚好，才识渊
博、提笔成章、活动能力较强，因而，蒋介石对高

颇有好感和器重。
高传珠先后历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教官、中国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行营秘书，1934年
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欧洲考察特派员、国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南昌行营设计委员等
高级职务。由于他是北方人，凡有北方军政高级
人物或他们的代表到南京晋见蒋介石，高传珠
均参与接待。蒋介石为了拉拢北方要员和将领
为其效忠，凡前来晋见者均得其馈赠银元一千
到两千不等，由高传珠负责办理。他奉命行事，
借此结识了不少要员和将领。

高传珠对我党的方针政策和作为非常钦
佩，暗地里做了许多有益于我党的工作。1935年
初，蒋介石实行“文化围剿”，疯狂逮捕和屠杀共
产党人，与高传珠有过几次接触的山东同乡、知
名作家聂绀弩，在上海参加左联我地下党组织
的一次秘密会议时被中统特务逮捕，危在旦夕，
高传珠得知后，利用职权和影响力，赶紧向侍从
室主任钱士钧打了招呼，钱士钧抹不开面子积
极通融，聂很快得到释放，幸免一死。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三
天，国民政府还未得知，高传珠奉宋美龄旨意，
自南京坐火车去西安，随身带了不少供蒋介石

在西安过50岁生日的物品和重要文件。在徐州
停车时，高传珠发现气氛非常紧张，并听到人们

“扣了，扣了”的议论，经打问，才知蒋介石在西
安被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监禁了。高传珠进
退两难，只好在徐州暂住，很快接到了宋美龄召
其速回的急电。

此时，国民党内部乱了套。亲日派头目何应
钦极力主张出重兵和飞机直捣西安，妄图借机
挑起内战。高审时度势，坚决站在宋美龄、宋子
文等人一边，力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同年
12月17日，孔祥熙、陈果夫、陈立人在中山陵召集
秘密会议，与会的有吴忠信、张治中、戴笠等等，
高传珠负责会议记录。会上，戴笠建议立即派杀
手处死何应钦，因与会人员都认为不妥未被通
过，只同意了戴笠提出的派军统特务暗中监视
何应钦的建议。会议责成高传珠，紧急电告各地
要员、将领：顾全大局、不捅乱子、稳住各地，以
谈判和平解决为上策。高传珠一一通电，陈说利
害，对稳定当时局势、避免内战起了重要作用，
受到宋美龄、陈果夫等高度称赞。“西安事变”通
过我党全权代表周恩来的积极努力，蒋介石在
被迫之下，勉强接受了我党和张、杨将军共同提
出的“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的主张并

被释放。蒋介石回到南京，耳闻高传珠在这次事
变中起的作用后，对高慰勉有加，更加信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从重庆迁回南
京，委任高传珠为接收人员，来山东接收敌伪财
产和物资。接收过程中，高传珠下属同为山东人
的邢希谋因收一染料庄贿赂的两千银元被省府
查办，高传珠积极保释受到牵连，被省高等法院
关押审查，直到1948年9月济南解放，高传珠被我
军从监狱中释放，独自住在济南后油坊街。1949
年5月，上海解放后，高传珠被我华东局派专人
送回南京与家人团聚。

新中国成立后，高被分配到南京药学院担
任俄文、英文教授。他高度敬业、勤勤恳恳，在倾
心教学的同时，翻译出版了《共产主义道德》、

《少年先锋队组织与训练》、《辩证法》、《贫农的
儿子》等外国著作，为解放初各界的学习和教育
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7年后的二十多年中，高受到了不公正
对待，“文革”期间遭罪更多。而他在逆境中
仍勤奋学习和工作，忠贞不渝地拥护我党的领
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高得以平反。他
精神焕发，夜以继日地工作，不仅承担起全国
医药系统出国预备人员的英语培训，并积极辅
导本院教师们的英语学习，还担任江苏省和南
京市的民革委员，深受爱戴。高晚年离休在家
后，为祖国的统一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工作，
渴望在有生之年看到祖国的统一，但因疾病缠
身而未遂愿。1985年5月中旬，高传珠因病辞
世，终年82岁。

山东快书：山东人的“活广告”
□ 晓 浩

■ 群贤毕至

■ 文化头条

蒋介石侍从室秘书高传珠
□ 牛新元 王炳毅

孙子说，通过激烈的战斗而取得胜利，即使天
下人都说好，也根本谈不上善战。

那么，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善战呢？
孙子指出，古时候所说的善战者，总是战胜那

些容易战胜的敌人。这话听起来可能有些费解：敌
人容易战胜，还谈得上什么善战呢？且看孙子的分
析。他指出，真正的善战者，首先要使自己立于不败
之地，然后再寻求战胜敌人的机会。他们总是想方
设法，在决战的时候使敌人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因此，善战者打胜仗，从不需要显示奇特的战法。他
们既没有睿智的名声，也没有勇武的战功。为什么
会这样呢？是因为，他们的胜利是不会出现差错的。
之所以不会出现差错，是因为他们的措施必然会导
致胜利，战胜的是已处于失败境地的敌人！真正的
善战者，是在战前便创造了战胜敌人的条件，因此
在一般人看来，胜利的取得便是很容易的了。

基于以上分析，孙子指出，胜利的军队是先
有了取胜的把握，然后再寻求与敌人交战；而失
败的军队则是先盲目交战，然后企图在作战中侥
幸获胜。

西晋灭吴，是中国历史上成功跨越长江天险，
完成统一大业的典范，也是对孙子“胜于易胜”思想
的成功运用。这场战争的真正策划者，是羊祜。在镇
守襄阳时，他一方面积极发展生产，训练军队，另一
方面采取攻心之策，致使吴人归降的越来越多。鉴
于曹操赤壁之战因军队不习水战而失败的教训，羊
祜建议晋武帝司马炎，以王濬为益州刺史，负责制
造船只，训练水师。公元276年，羊祜上《平吴疏》，在
分析敌我双方作战态势的基础上，提出了水陆俱
下、六路并进的作战计划。公元279年，晋军按照羊
祜的计划，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灭吴，实现了国家
的统一。可以说，是战前一系列充分的准备，使晋军
造成了对吴作战的“胜于易胜”之势，从而保证了统
一战争的胜利。在庆功宴上，司马炎感慨地说：“这
是羊太傅的功劳啊！”

美军在发动伊拉克战争前，进行了精心的准
备。对于参战的主要装备，如直升机、坦克等，事先
都进行了适应沙漠作战的改造，并对参战部队作了
各种适应性的训练。不仅如此，美国还不惜重金，通
过间谍收买了许多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高官。正是
由于这些官员的倒戈，才使人们普遍认为的巴格达
巷战没有出现。美军伊拉克战争的全胜，可以说是
孙子“胜于易胜”思想在现代战争中的运用。

孙子的这一思想，用现代军事学的术语来说，
就是不打无把握之仗。战争靠得不是匹夫之勇，重
要的是进行战前的谋划，做到未战而先胜。

未战而先胜
□ 赵海军

■ 兵学奥秘

渔灯节是胶东渔民的节日。它的形成不过三
百年历史，但发展演变丰富了许多内容。现在的
渔灯节已是一个热闹喧嚣、富于地方文化的渔民
盛典，已经成为了渔民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鲜明的渔家特色，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其
他传统民俗文化不能涵盖的。

“渔灯节”最早是从我国传统的正月十五闹
花灯的习俗派生出来的，正月十五老百姓讲究点
灯、送灯，送灯送到“海神庙”、“龙王庙”。
后来，渔民发展成把灯送到海上，随浪而飘，一
来祈盼一帆风顺，二来盼“海神龙王”能带来好
运。再后来，渔民们选中正月十三和十四，作为
自己的“送灯节”，这个“节”民间就叫做“渔
灯节”。渔灯节是流行于蓬莱渔村——— 山后初
家、山后陈家、山后李家、山后顾家、沙窝孙家
和芦洋等6个渔村的共同节日。

渔民们先把五颜六色的彩旗挂在桅杆顶上，
在船头上贴上祈盼一帆风顺的对联，在船各处贴
上斗方“福”字，以求“福”到船家。正月十三
这天，渔民们在自家准备好酒菜，杀好猪，蒸好
着彩的饽饽，把猪头、饽饽、酒菜、供香、佛
腊、烧纸、鞭炮等等都放置在几个“柳斗”上，
摆好后在猪头上洒一点猪血，或在“柳斗”梁上
系上红绸彩花，这两种做法的意思是“发血
财”、“挂彩(财)”。祭拜供品摆好后，渔民们
自家开始大摆酒宴，一来祝当年丰收，二来祝来
年更上一层楼。午后一点左右，渔民们开始各自
从自家出动，抬着供品“柳斗”一路走一路放鞭
炮，随之而来助兴的秧歌队，更是伴随着锣鼓点
扭个沸沸扬扬，加上观看的人群，祭海的队伍从
四面八方涌向码头。

码头上，数百只船连靠在一起，渔民们迅速把
鞭炮、供品及“柳斗”一起送到船上，然后挂鞭炮，
所有的桅杆、吊杆上都挂满了两三万头的鞭炮。这
时，锣鼓响起，船家开始陆陆续续燃放鞭炮，岸上
的渔民开始载歌载舞随意拿一红绸，系于腰间，随

“奏点”扭摆，秧歌队则更是欢跳无比。然后，所有
来人分年龄、辈份大小，朝着象征着“海神龙王”
的方向叩拜后，整个仪式就结束了。

渔灯节一直作为当地渔民的传统节日传承了
下来，即使在文革期间，龙王庙被推倒了，渔灯
节也没有停止。现在，除了传统节目唱大戏之
外，渔灯节还把渔家歌舞、大秧歌等特色节目引
入了节日庆典，使得整个节日充满了时代气息。
正因为其深具人文魅力，2006年，渔灯节被列入
山东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海岱一方

胶东渔灯节

□ 陈文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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