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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 磊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冯 萍 张 博

北有“德云社”

淄博有个“齐天乐”
6月6日19时30分，记者来到位于淄博市中

关村古玩城的融华艺术馆，还没走进馆内，响
脆的快板声和观众的叫好声便不绝于耳。走进
“齐天乐”园子，才发现原来是“李派”再传
弟子王言明老师正在表演传统快板剧目《立井
架》。

因为临近高考和淄博周末戏曲大舞台活动
安排，虽然到场的观众不足30人，但齐天乐团
员的表演热情却丝毫不减。不时鼓掌叫好的台
下观众，还情不自禁与王言明互动唱起了《立
井架》中的劳动号子。

“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肚子疼。我今天是
朋友介绍来的，在淄博能如此近距离地听相
声、听快板还是头一次，我跟孩子算是赚着
了。”来自张店区龙凤苑小区的市民杨阳笑着
对记者说，今天，刚吃完晚饭便带着自己6岁
的孩子来到齐天乐园子里听相声。

“一年多来，平均每场都会有六七十人来
园子里捧场听节目，今天是咱们齐天乐第56场
演出，虽然到场的观众少，但团员们拿出的节
目仍然都是经过精心准备的。”淄博齐天乐曲
艺团团长王长安介绍，此次表演共安排快板、
传统相声、山东快书等7个节目，从王言明的
快板《立井架》到徐宝旗、齐清智的传统相声
《批三国》再到胡鹏涛的山东快书《唐僧行
贿》无一不是精品中的精品。

自齐天乐曲艺团创立以来，搬进融华艺术
馆的第二场试演令齐天乐的诸位“元老”印象
颇深。2014年6月7日19时左右，齐天乐曲艺团
在古玩城外露天举办了第二场试演，团员们的
精彩演出吸引了许多步行甚至开车路过的市民
驻足观看，一度在附近路段造成交通堵塞的现
象，最后引得交警和派出所民警出面维持，路
段状况才得以畅通。

据王长安介绍，“齐天乐”园子占地约
650平方米，可容纳120余名观众就坐观看。截
至目前，观众最多时可达150余人，不仅座无
虚席，需临时加设马扎，更有甚者宁愿站着观

看表演，观众最少时仅有不足30人。
“哪怕只卖出去一张票，有一个观众，我

们也不会放弃每周六的表演。”淄博齐天乐曲
艺团副团长马震说，每周六参演团员会根据节
目安排，准时到园子参加演出。在博山工作的
副团长许昆、相声演员徐乐振、在临淄的胡鹏
涛、边玉海到园子单程都有25公里，在周村区
的67岁的相声演员王庆生先生与快板演员冯国
璋、相声演员姜顺然单程也有15公里，他们却
从没耽误过演出。

“每到周六，我都会惦记咱们‘齐天乐’
的相声，即使临时有事不能去现场听，也会在
第一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网络视频门户网
站听录放。”市民刘力生告诉记者，作为“齐
天乐”的铁杆粉，不想错过它的每个优秀段
子。

一线职工“兼职”曲艺演员

6月9日上午，记者来到济南铁路局淄博车
务段湖田站，在近60℃高温的火车机车内找到
满头大汗、一身油渍的王言明时，很难与前几
日舞台上从容、潇洒的曲艺演员联系到一起。

“我是一名普通的铁路职工，起初，接触
曲艺也是爱好使然，但真正入门后，就像着魔
一样爱上了它。8年来，快板从不离身，一天
不打，就浑身痒痒。”王言明说，即使在繁忙
的工作日，也经常利用休息时间练习快板。

“言明不仅是站上的业务能手，更是有名
‘段子手’，工作之余总能通过一段相声、快
板让大家放松一笑。”济南铁路局淄博车务段
湖田站工作人员笑着对记者说。

记者了解到，“齐天乐”32名成员除了部
分退休、离岗的老同志外，所有人均有自己的
本职工作，有的是政府公务员，有的是在校学
生，更不有少成员与王言明一样，是企业或单
位的一线工人。

陈宗奎不仅是齐天乐曲艺团剧场演出的主
持人，更是淄博交通文艺广播( FM100)的一名
电台主持人。据王长安介绍，自陈宗奎去年7
月18日来到园子，担任主持人，一直坚持到现
在，不仅风雨无阻，而且分文不取。

“作为曲艺爱好者，每周能以主持人的身
份观看曲艺演出便是对自己最大的回报。”陈
宗奎坦言。

“曲艺来源于生活，也正是团员们各式各
样的工作、生活经历为演出段子提供了丰富的
素材。”马震说，演员们每月都会在进一步熟
悉老节目基础上，自觉排练至少一个新节目，
以保持节目的新鲜感，增强对观众的吸引力。

“‘齐天乐’所有的成员都是活跃在淄博
演出一线的文艺曲艺骨干，大家为了一个共同

的目标自发组织到一起，老中青少四代同堂，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取长补短，这是非常难
能可贵的事情，必将极大地促进淄博曲艺事业
的快速发展。”谈起齐天乐曲艺团的创建，原
淄博曲艺家协会主席、83岁老艺术家孙广瑞感
慨良多。

演员大都师出名门

“在‘齐天乐’成立之前，淄博市尚没有
一个曲艺社团，本地曲艺爱好者作为活动的个
体，信息不够通畅、活动范围狭小、技艺交流
局限性大、形不成整体实力，艺术水平、思想
认识与淄博市其他类文化的发展相比存在明显
弱势和不足。”王长安介绍，因此，急需一个
集创作、演出、培训、学术交流的民办的非企
业单位，在各自活动的基础上，整合本市曲艺

资源，发挥整体优势，最大限度地促进淄博市
曲艺事业发展繁荣。

从广德楼到德云社，郭德纲十年磨一剑，
不仅带火了传统相声，更让相声从荧幕重新回
到剧场，也正是在相声回归剧场的大环境下，
淄博齐天乐曲艺团应运而生。

“刚成立时，只有9名成员，没想到仅1年
时间，随着演出影响的迅速扩大，在团人数慢
慢地发展到今天的32人，上到83岁的孙广瑞先
生、下到12岁的安琳萱小朋友，几乎汇聚了淄
博绝大多数优秀曲艺演员。”王长安介绍。

虽然大家都有本职工作，但大都师出名
门，而且作为“专业”的业余曲艺演员，“齐
天乐”的团员也大多名声在外，拿过不少国家
级奖项。副团长马震获得过首届“侯宝林杯”
全国青年相声大赛银奖、全国“白沟杯”相声
大赛金奖、山东省曲艺“泰山文艺奖”；副团
长许昆获得过全国“西岗杯”相声新作品大赛
金奖、山东省文艺群星奖、山东省泰山文艺
奖；团长王长安获得过首届“高元钧杯”全国
山东快书大赛金奖、第二届全国职工艺术节曲
艺大赛银奖和最佳演员奖等。

与此同时，齐天乐曲艺团也慢慢引起了国
内专家、学者的关注。2014年11月15日至17
日，由中国曲艺家协会山东快书委员会、中华
山东快书研究会会长高洪胜带队，中国牡丹奖
终身成就奖李鸿民，战友歌舞团艺术指导、中
国小剧场委员会副主任李立山，山东省曲艺家
协会主席孙立生等22人来到中关村古玩城齐天
乐曲艺团进行考察指导，与齐天乐曲艺团演员
同台演出，并召开专题研讨会，对齐天乐曲艺
团现象及今后的发展方向进行了研究探讨。如
此多的中国曲艺界“大腕”云集淄博，并给予
‘齐天乐’点拨指导，十分难得。

“‘齐天乐’是淄博的曲艺社团，而在我
眼里这是曲艺界难得的‘文化团队’，这是一

群有热爱、有责任担当且有一定学习力等较高
素养的人自愿结合而成的集体。真难得，他们
走过了艰辛而快乐的一年历程——— 从心底为他
们祝福、祝贺，昨天由他们园子回到济南家里
的时候已经凌晨一点多了，但似乎并不觉疲
惫，始终沉浸在对他们演出的回味之中。”孙
立生曾在观看完“齐天乐”演出后感叹。

发展遇“瓶颈”

“曲艺就是我们的‘命根子’，它融进了
我们的血脉和灵魂，能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
友，能有个园子，能有一群支持我们的观众就
心满意足了。”王言明说。

“所有成员都是因为曲艺爱好而集结到一
起，不求任何回报。但一个文艺团体的发展，
光靠一股子热情，维持不了多长时间。”王长

安说着搓了搓手，对记者说。
起初，“齐天乐”尝试用售票方式解决资

金问题，不仅开通了窗口直售，还在其基础
上，开通了微信售票、美团售票、手机订票等
多渠道的售票手段实行阶梯式售票，即周日至
周二售票是每人20元，周三至周五是每人30
元，周六当天是60元。

“虽然，目前票务收入除去晚餐费用，略
有盈余，但仍是杯水车薪。”王长安坦言，其
实，所有曲艺社团，即使是德云社，如果仅靠
园子里的票务收入都难以维持园子正常运转，
只有不断地提升团员的专业水准和认可度，获
邀参加商演，才是解决资金问题的主要方法。

除资金外，“齐天乐”团员新作品的创
作、后备人才的培养等问题都是制约齐天乐曲
艺团发展的难题。虽然针对后备人才培养，
“齐天乐”成立了曲艺班，特设初级、提高、
学员三个班级面向社会招生，但截至目前，招
生状况并不理想，仅有不足10名学生。

“曲艺不比钢琴、小提琴，能考级，能加
分，而且曲艺易学难精，爱听曲艺的人多，肯
学、爱学的却少之又少。所以，起步阶段招生
不理想尚在意料之中。”王长安说。

“初识‘齐天乐’是因为一位朋友，感觉
很新鲜，他居然要带我去听相声，缺乏听相声
经历的我，内心把相声定义为老生常谈般无聊
的闹剧。不过，这种偏见在一阵一阵的笑声之
后，立即烟消云散。当你走进‘齐天乐’，才
知道，有一种惬意的欢乐叫做‘听相声’。”
一位网名叫“烦恼会解决烦恼”的“齐天乐”
微信粉丝说。

“相声就是要给人带来欢乐，‘齐天乐’更
是致力于此，通过小剧场演出让更多人能认识
我们‘齐天乐’，能喜欢曲艺艺术，能真正放
下‘包袱’开心一笑。”王长安说。

持续演出56场，深受曲艺爱好者的喜爱

逗乐淄博的“齐天乐”

淄博齐天乐曲艺团，始建

于2013年9月，现有团员32人，

主要由张店、博山、淄川、临

淄、山东铝业公司、淄矿集

团、张店铁路段、南定热电

厂、大成化工等从事曲艺艺术

创作表演的文化工作者和社会

自由职业者组成。曲艺团坚持

每周六晚在淄博市中关村古玩

城融华艺术馆为观众演出，重

要节假日加演，每场演出时间2

个半至3个小时。截至目前，

“齐天乐”已持续演出56场，

深受淄博市曲艺爱好者的喜

爱。

王长安，淄博齐天乐曲艺

团团长，来自淄矿集团，是中

国曲艺家协会会员、中华山东

快书研究会理事、中国煤矿文

联理事、中国煤矿曲艺家协会

副主席、山东省曲艺家协会理

事、山东省煤矿曲艺家协会主

席、淄博市曲艺家协会副主

席。师从著名山东快书理论

家、作家、教育家、表演艺术

家刘洪滨先生，是首届“高元

钧杯”全国山东快书大赛金奖

获得者。

▲5月30日，淄博齐天乐曲艺团团员胡鹏涛(右)、陈玉生(左)正在表演山东快书《武松打虎》。

▲6月9日，王言明安放防滑“铁鞋”防止车厢溜车。

▲5月30日，淄博齐天乐曲艺团团员齐宗强(左)、马震(右)正在表演传统相声《大双簧》。

阅读提示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淄博文石”被市政府正

式列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他赏石种类相
比，表面纹理丰富，富于变化，观赏性强，是淄博
文石的主要艺术特征。

淄博赏石源远流长，明清时期淄博的文化名人
王渔洋、赵执信、蒲松龄均是赏石爱好者，并有诗
文记述和遗留的赏石。淄博现代赏石从上世纪七十
年代开始，博山的玩石爱好者命名，称博山文石。
文同“纹”，指有纹的石头。后来淄川的玩石者把
采集于淄川的文石称为柳泉文石（因产地在蒲松龄
家乡的柳泉附近），随着淄博赏石艺术的发展统一
命名为淄博文石。

淄博文石源于山体岩石，经漫长风化、地壳运
动、水流冲刷等作用，被解离出来的石块深埋于土
壤中，在地下水长期溶蚀下，形成险怪多变或玲珑
剔透的形状。

淄博文石最早产于博山神头黑石湾、蛟龙扫帚
坡、淄川西河、磁村等地。近年来，博山的岳庄、
淄川的南坪和黑旺采挖的石头因石质纹理俱佳，最
受藏石者的钟爱。尤其是博山岳庄，采石、玩石、
藏石和奇石交易已形成比较完善的产业链。博山区
作为淄博文石的主产地，赏玩奇石的人数近万人，
有一定规模和档次的奇石馆近百家，家庭藏石馆近
500家。

“淄博文石”列入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６月９日是“国际档案日”，今年

的宣传主题是“档案—与你相伴”。临淄区档案局
的全国首个“齐文化档案库”向社会开放，供市民
免费查阅。

目前，齐文化档案库已收藏纸制档案资料近
３０００卷（宗），收藏了部分照片、视频等共计６千
多卷（册），其中很多为珍贵档案。市民可走进齐
文化档案库，参观齐文化档案珍品，并查阅相关档
案。同时，临淄区档案局开展了电话、邮件等查阅
方式，节假日实行预约服务，市民查阅档案零收
费。

“齐文化档案库”

免费开放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高青讯 ６月１３日上午，由淄博市文广新

局、淄博市文物事业管理局等主办的淄博市暨高青
县庆祝第十个中国“文化遗产日”系列宣传活动在
高青县正式启动。

据了解，今年“文化遗产日”的主题是“保护
成果、全民共享”，活动举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图
片展，现场还有高青剪纸、桃核雕刻、手工织布等
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艺术项目传承人进行表
演，令观众连连称奇。

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淄博市现有不
可移动文物２３７４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１处，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１８处，省级７１处，市级４１３处。
淄博市现有各级各类博物馆２２家，馆藏文物７９１６２
件（套），其中国家一级文物２００余件（套）。淄
博市还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其中，国
家级非遗项目１３项，省级非遗项目３５项，市级非遗
项目１３０项，区县级非遗项目５６０余项。

“文化遗产日”

系列宣传活动启动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穆云霞 报道
本报淄博讯 “我乡我土 我艺我瞩”旅澳画

家李克昌一家三人美术作品展将于６月２６日在博山
艺术展览馆开幕。

据了解，本次展览共展出油画、国画、内画作
品１３０余件，皆是旅澳画家李克昌、画家钱景蕊
（妻子）、内画艺术家李东晓（儿子）的扛鼎力
作。

李克昌，字燮，１９４２年出生于博山，自幼爱
画，曾拜师毕荣九之侄毕恒远为师，并从师张文
堂、薛京万学习中国内画；１９８８年被轻工部授予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２００８
年，李克昌被杭州国际工艺美术大会评为亚洲太平
洋地区工艺美术大师。１９９６年，他移居澳大利亚珀
斯市，在澳洲教授弟子，并在“西澳时报”“东方
邮报”设专栏，宣传中国绘画及文化。

李克昌作品展

将在博山举办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由张店区关心下一代工作

委员会、共青团张店区委、张店区妇联、张店区教
育局、张店区文化出版局主办，张店区少儿图书
馆、张店书画院承办的“第五届张店区少年儿童书
法、美术作品大赛”作品展在张店区文化艺术中心
圆满落幕。

据了解，自今年３月初启动的大赛历时３个月,
共收到来自３５所幼儿园、小学、中学５－１６岁的少
年儿童书法美术作品９８２幅 ,涵盖了书法、硬笔书
法、国画、水粉画、素描、线描、儿童画、剪纸等
多种艺术形式。

在众多作品中共评出了《三多园》等一等奖作
品１５件、《亲密一家》等二等奖作品３０件、《芙蓉
双雀》等三等奖作品３０件以及优秀奖作品若干，所
有作品已于５月３０日至６月１０日在张店区文化艺术中
心三楼张店书画院展厅展出。

张店区第五届少年儿童

书法美术作品大赛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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