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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陈淑锋

“张口别骂年尊老，抬手别打少年人。骂
了年老折阳寿，打了少年结冤仇……”东平端
鼓腔第21代传人丁立新在接受采访时，左手端
着一面奇怪的单面鼓，右手拿一根纤细竹篾击
打，随着有节奏的鼓点，开始了说唱表演。

这种由“敬河神”衍变而来的民间小调叫
“端鼓腔”，流传于东平湖、微山湖和运河两
岸，起源于唐朝贞观年间，盛行于清代康乾年
间。2010年6月，“端鼓腔”被列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源于祭祀河神的渔民娱乐剧

丁立新，1965年出生，1985年师承王春成
学习“端鼓腔”。据他介绍，“端鼓腔”是流
行于山东微山湖、东平湖两大湖泊中渔民独有
的曲艺形式，流传于东平湖的端鼓腔系清后期
由微山湖传入。它与渔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并
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端鼓腔”源于祭祀河
神，后也成为渔民娱乐的一种杂剧。

“端鼓腔”因为祭祀因素，含有宗教色

彩，只有男性演员，女角则由男性扮演。同
时，拘于演出场地狭窄，演员较少，表演乐
器、形式单一，一度广泛流传于东平湖周边的
渔民村庄。它的伴奏乐器是一面或几面像芭蕉
扇形状的单面羊皮鼓，表演者将鼓端在手中，
边击鼓边演唱，故名“端鼓腔”。

在东平县城西北方向40华里的老湖镇老湖
村，被认为是东平“端鼓腔”的发源地。老湖
村村支书王云福告诉记者，丁立新的师傅王春
成已经离开老湖村16年了，带着他的羊皮鼓去
了东营广利港捕鱼。丁立新说，自己虽然是代
表性传承人，但是一直到今天，他仍然未能达
到师傅的水平。

在电话采访中，60岁的王春成告诉记者，
他从记事起就跟着父亲学唱“端鼓腔”，在以
前娱乐活动贫乏的时代，“端鼓腔”就是渔民
们少有的娱乐活动之一。作为渔民，学唱“端
鼓腔”几乎是和学打渔一起完成的。

“我小时候最盼望的，除了过年就是每年
敬河神的日子了，虽然年幼时并不明白唱的什
么，但村里男女老少一起看唱戏非常热闹。”
王春成说。

学唱全凭渔民祖辈口口相传

“端鼓腔”是湖区渔民在长期水上生产和
生活习俗中形成的以敬神、娱人为内容，以歌
舞、祭祀活动为载体，含有历史、宗教、民俗、艺
术等诸多文化内容的传统俗文化活动，有着珍
贵的历史价值和丰厚的文化底蕴，是湖区历史
文化见证和研究湖区发展变化的重要史料。

端鼓腔早期主要用于渔民续家谱、敬神、
请愿、还愿等活动，而后逐渐演变成了渔民开
网渔猎、新船下水、婚庆喜事以及年节聚会等
重大活动时所必需的项目。

端鼓腔常用的曲牌是7字韵和10字韵，如
《七字韵》、《十字韵京调》、《念佛调》、
《榔头调》等。词都是靠渔民祖辈口传心授流
传，现保留下来的剧目有《刘文龙赶考》、
《张郎休妻》、《张秀英打嫁妆》等。

老湖村渔民王春柱告诉记者，他的父亲和
大爷都是唱“端鼓腔”的“名家”，他们教徒
弟唱戏的时候，比私塾里的先生还要严格。
“唱词非常难背，渔民们大多没有文化，对内
容也只是一知半解，能出师的都是靠死记硬

背。”王春柱说，每一段“端鼓腔”都源于一
个传说，戏里的人物和故事也大多是靠想象出
来的，没人知道长得什么样，学唱戏的渔民只
有自己去设计服装和动作。

丁立新学习“端鼓腔”是1986年，那时仍
然没有任何文字书籍，全部都是跟着师傅一句
一句学的，从唱词到动作，从化妆到打鼓，靠
的也是死记硬背。

“端鼓腔”的唯一伴奏乐器就是羊皮鼓，
每个唱段除了唱词和故事不一样之外，鼓点也
是不断变化的，看似简单的一面鼓，却独自承
担了所有的演奏。“和背唱词相比，学习打鼓更
难，别说不同的唱段鼓点不同了，就是同一个唱
段里，每一个情节、每一句唱词所配的节奏都是
不一样的，连打鼓的时候让鼓面转几圈、摇动几
下垂环都是有讲究的。”丁立新说。

以节庆展演促文旅共赢

老湖村村支书王云福曾找了一些会唱“端
鼓腔”的老人口述，让自己的儿子一字不漏地
记录下来，整理了几十个唱段，被他像收藏宝
贝一样压在衣柜底下。不过，文字可以记录下
唱词，但是打鼓的节奏和演唱身法是无法依靠
它传承的。

丁立新告诉记者，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缺乏
继承人，年轻人失去了对‘端鼓腔’的兴趣，
要么外出求学，要么出去打工，村里已经很久
没有人学唱“端鼓腔”了，没有继承人就面临
失传。他目前正在整理“端鼓腔”唱段，形成
电子版，出版书籍，便于传播。

针对“端鼓腔”的困境，东平县积极探索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
展”的路子，投入专项资金，构建交流、培训
平台，每年借助龙舟赛、采摘节等各类节庆进
行展演，让“端鼓腔”最大限度走进人们的视
野，实现文化和旅游的互促共赢。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郓城讯 8月19日，省文化厅帮包村

道路通车暨文化中心建设启动仪式，在郓城县
黄集乡刘集村中心街举行。省文化厅选派“第
一书记”帮包的黄集乡刘楼、郭庄、西张庄、
侯庄、义和庄5个行政村，还分别领到一套储
存有丰富文化信息资源的播放设备，为文化乡
村建设再添新内容。

当天上午，在道路通车暨文化中心建设启
动仪式现场，来自5个村的5支秧歌队还专门到
现场表演，表达村民们的欢悦之情。许多村民
自发聚集到这里，看着眼前新修建成的宽阔平
直的水泥路，人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菏泽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省文化厅

选派的‘第一书记’，帮扶工作走在了全市前
列。5个帮包村道路通车，实现了乡亲们几代
人的期盼。5个帮包村文化中心建设启动，也
体现了他们坚持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的科学
思路。”

今年春天，省文化厅选派“第一书记”帮
包的黄集乡刘楼、郭庄、西张庄、侯庄、义和
庄5个行政村。5位“第一书记”到村后，以
“抓党建、促脱贫”为抓手，一方面着力解决
群众最关心的实际问题，一方面发挥优势开展
文化建设。针对群众反映最迫切的道路问题，
5个帮包村共投入350万元，修路11 . 3公里。黄
集乡乡长何广峰介绍说：“修建道路面向社会
公开招标，严格技术规范，严格施工程序，严

格质量把关，高质量地完成了5个村的主要街
道硬化。这些道路竣工通车，对改善交通、提
升环境、拉动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可以说，新修成的路是民心路、幸福路，更是
希望路。”

与此同时，文化建设活动同步展开，先后
开展了“艺术与娃娃”系列教育活动、滩区娃
娃看省城、知识与爱同行、“感恩党领导，爱
心献七一”文化乡村行等一系列活动。“艺术
与娃娃”活动，将用三年时间，对帮包村的幼
儿园娃娃们系统开展绘画、音乐、舞蹈教育活
动，普及艺术知识、艺术技能，提高艺术素
养。第一年度的“教娃娃学画画”活动，从省
城请来4名专业教师举办辅导班，给孩子们分

发400余套画具，同时还举办了幼师培训班。5
个村都成立起秧歌队，改写了黄集乡没有秧歌
队的历史，并带动周围9个村成立起秧歌队。

省直驻菏泽市“第一书记”临时党委书
记、刘集村“第一书记”张宏明说：“在文化
中心建设启动后，将进一步加强农村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建设农家书屋、健身路径等设
施，在每一个村形成一个文化体育活动中心，
培养一支经常活动的庄户剧团，丰富群众文化
生活，让乡亲们能像城里人一样有便利条件读
书看报，上网冲浪。”

仪式结束后，山东画院等组织的我省10余
名书画家走进乡村，举行写生活动，为群众创
作了一批精美作品。

■ 守望非遗

端鼓腔：扎根船头的说唱艺术

修民心道路 建文化乡村
——— 省文化厅“第一书记”帮包村经济文化同步发展

□通讯员 胡哲 岳宪法
记者 王福录 报道

本报邹平讯 记者近日获悉，邹平西王村建立
的全国首个企业公共电子阅览室已经正式开通。全
国文化信息资源建设管理中心向西王集团公共电子
阅览室授牌并赠送了投影机、电视机等设备，全国
文化信息资源建设管理中心及山东省图书馆赠送了
价值约100万元的专题数字资源。据悉，国家文化
部与财政部在企业联合挂牌公共电子阅览室并免费
赠送信息资源，这在全国尚属首次。

近年来，西王村及西王集团先后建设了黑板报、
电视、报纸、网络、展览馆等学习平台。去年，又投资
70多万元，新建了面积600平方米的图书阅览室。此
外，还专门投资20万元设立了两个电子阅览室，配置
上网电脑40多台，免费供职工使用。公共电子阅览室
是由文化部、财政部针对企业务工人员文化需求而
实施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依托文化共享工程的服
务网络和设施，以文化共享工程丰富的数字资源为
内容，构建内容安全、服务规范、环境良好、覆盖广泛
的公益性的数字文化公共服务体系。

□通讯员 刘明才 报道
本报苍山讯 “说苍山唱苍山，苍山真是不简

单，特色农业誉江南，物流服务跑遍天，群众收入翻
了番……”8月20日晚，苍山县尚岩村农民文艺队正
在表演自编自演的节目。王金喜老汉边看边开心地
说：“贴近咱老百姓生活的演出俺们喜欢看。”

近年来，苍山县充分挖掘乡土文化的内涵，把
乡村“草根文化”作为拉动新农村建设的引擎，激
发了一大批文化中心户与文艺爱好者的兴趣。他们
搭班子、建团体、成立协会，成为引领农民传播新
时代乡村文化的“土明星”。目前，全县已拥有文
学、诗歌、书法、绘画、摄影等文艺协会20多个，
注册会员1500多人，文艺爱好者达到6600多人，有
18支庄户歌舞队与230多支秧歌舞蹈队长期活跃在
农村，每年为农民群众演出2800多场。

该县探索出一条“政府搭台，群众唱戏”的农村
文化繁荣机制，以民间艺术协会、老年文化协会为龙
头，办展出，搞比赛，举办“消夏文化广场”演出，通过
集市、庙会等场合进行演出，使兰陵猴呱嗒鞭舞、大
秧歌、泥塑等一系列民间艺术纷纷亮相“舞台”，土生
土长的“兰陵猴呱嗒鞭舞”被请到中央电视台演出，

“小郭泥塑”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通讯员 张正春 蒋鑫 报道
本报鄄城讯 每天清晨，来自四面八方的老人

齐聚人民广场，一个个活动方阵在音乐声中载歌载
舞，唱“红歌”、跳健身操 、打太极拳……红红
火火，精彩纷呈，这是鄄城县老年文化建设缩影。

近年来，鄄城县新建、改建、扩建城区老年活
动场所24处，农村老年活动场所211处。其中，在
历山公园内新落成的老年活动中心占地10亩，建筑
面积3700平方米。有人民广场、历山公园等活动地
点60多个，活动室170多个。在抓好基础设施建设
的基础上，该县还建立了县乡村三级站点网络，广
泛吸纳老年人参与文体活动。据统计，全县建立各
类老年文体组织100多个，拥有“开心组合艺术
团”、“俏夕阳模特队”等文艺团体40余个，秧歌
队140余支，文体活动积极分子超过万人，全县经
常性文体活动中老年人占95%以上。

该县通过文化搭“台”老人唱“戏”，催生出
文化养老的累累硕果。近年来，老年人参加县外演
出300余场次、县内演出2000余场次，在各项比赛
中获得国家级荣誉120余人次。其中，由128位老年
人组成的鄄城陈台诗社已出版《陈台诗刊》16期，
发表诗作13890首，出版个人专著21部。老年书
协、老年美协每到重大节日都举行书画展和比赛，
有20多名会员被吸收为省和国家级会员。

◆“端鼓腔”是湖区渔民在长期生活中
形成的以敬神、娱人为内容，以歌舞、祭祀
活动为载体，含有历史、宗教、民俗、艺术
等诸多文化内容的传统俗文化活动。

◆针对“端鼓腔”缺乏继承人的困境，
东平县积极探索“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
理利用、传承发展”的路子，借助各类节庆
进行展演，让“端鼓腔”最大限度走进人们
的视野，实现文化和旅游互促共赢。

“端鼓腔”彩排现场

▲“端鼓腔”在船上的演出活动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省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中心
日前在济南正式开通，中心建有视频监控等
六大系统，具备远程监控、执法巡查、应急
指挥、综合执法办公等功能。目前，我省文
化市场技术监管中心在占地面积、技术设
备、监管手段等方面都达到了全国领先水
平。

根据“山东省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规范化
建设工程”的要求，省文化厅今年组织建设
山东省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中心。在对上海、
广东、浙江等省市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中心进
行考察调研后，我省形成监管中心建设计
划，一期工程总投资200余万元，并于今年6

月份顺利完成招标，经过一个多月时间完成
一期建设工程。

省文化市场稽查队人员说：“建成并开通
的省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中心一期工程，主要包
括六大系统二十一项功能。六大系统分别是视
频监控系统、应急指挥系统、综合执法办公系
统、‘净网先锋’网吧内容监控系统、宣传系统
和行政审批系统。其中行政审批系统尚在开发
中。”

如今，在省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中心，可
以通过监控系统直接查看文化经营单位现场
动态视频画面，实现远程执法巡查、违规证
据固定、执法行为监督；通过应急指挥系统
能够开展视频会议、远程指挥、培训交流；

“净网先锋”网吧内容监控系统则具备上网
内容监控、网吧超时监控、游戏内容监控、
上网人员身份监控等四项功能。

此外，综合执法办公系统具有经营单位
数据库、网上办案、法规查询、信息发布、许可
公告、数据统计、执法人员数据库等七项功能。
宣传系统则包括“山东文化市场执法网”，主要
有综合新闻发布、政策法规公告、执法信息交
流、网络举报平台等四项功能。

据介绍，省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中心已基
本具备对新兴文化市场的有效监管能力，对
文化市场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对重大
案件的迅速决策能力，对执法现场的远程指
挥能力和对全省文化市场的信息管理能力。

省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中心开通

□贾鹏 王静 报道
本报乐陵讯 乐陵市市中街道办事处善化

桥村62岁的李桂香老人，从去年3月与刚娶进
门的媳妇张金英吵了一架后，婆媳两人就再也
没有说过话。村党支部书记国保华上门说合多
次，也没使两人和好。可自打今春村里成立了
秧歌队，婆媳俩都来了劲儿。每到傍晚时分，
李桂香就跑去扭，张金英也跑去跳，扭来跳
去，婆媳俩不仅说了话，还好成一个人似的。
婆婆扭时，媳妇在一旁“指指点点”，媳妇跳
时，婆婆“说三道四”，逗得村里人直笑，两
年不说话的婆媳竟然好成了一个人。

“文化的力量真是不可估量，它不仅促进
了乡风文明，也让我们村人与人之间相处得更
和谐了。”国保华深有感触地说。

近两年，乐陵市通过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
扶持680多个村建起了农民文化大院，培育发展
民间业余文艺队伍和庄户剧团300多支，同时推
出并完成各类文化项目110项，投入资金达3000
万元。杨少白村京剧俱乐部是市中街道办事处
一个自发形成的“庄户剧团”，每逢周六周日傍
晚，杨少白村文化大院里就会聚集上百名戏迷
和群众，这些农民“京剧发烧友”争着上台演出，
吸引了十里八乡的戏迷前来捧场。“农民‘种文
化’，土生土长，适合农民胃口，他们从看客变成
主角，活跃了农村文化生活，树立了文化新风
尚。”市中街道办事处党委书记殷宗峰说。

两年不说话的婆媳好成了一个人

乐陵“种文化”

树起农村新风尚

▲上图：8月21日，邹平县西董街道南唐村的十余名中学生戏迷聚在本村老艺人的家里排练学会
的吕剧，准备开学后进行暑假艺术汇报演出。她们在暑假期间已经学会《借年》、《李二嫂改嫁》等不少吕
剧经典片段，完成暑期特殊实践作业。 □董乃德 赵宏 摄影报道

左图：暑期里，博兴县吕艺镇在当地中心小学“乡村少年宫”专门设置了一间“吕剧活动室”，让学生
能够在专业吕剧老师指导下学习吕剧唱腔，并学习拉二胡、坠琴等吕剧伴奏乐器，在浓浓的家乡戏韵中
度过一个特别的“戏曲假期”。 □陈彬 秀娟 摄影报道

苍山“草根文化”

唱响新农村

鄄城县乡村三级站

催热老年文化

西王村建立全国首个

企业公共电子阅览室

▲8月15日，枣庄市中华非物质文化表演团人员
名单揭晓——— 陶庄镇小官庄村民间面塑艺人徐浩然
名列其中。据悉，表演团将于9月5日出访，9月7日至
10日在葡萄牙表演。这是枣庄市第一次代表国家组
派团组出访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图为徐浩然在为出
访作准备。 □甄再斌 摄影报道

▲近日，由武城县委宣传部主办的武城县“喜
迎十八大·诵经典爱中华”比赛拉开帷幕。《我骄
傲，我是中国人》、《青春中国》、《中国复兴》
等经典诗文名篇，为全县群众送上了丰富的“精神
大餐”。

□王玉磊 尹元渤 摄

▲在东明县万福公园内，每天早晨和傍晚
都有广大老年交谊舞爱好者在这里翩翩起舞，
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田 蕊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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