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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船竞发、商贾云集，数百年前截弯取直的京杭大运河聊城段沿岸有着鲜明的、隽永的
商业印记。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在这里碰撞、交融……

“江北一都会”的商业印记

“快时代”的山东快书

据北京日报消息，被誉为“中国电视剧风向
标”的第2 6届北京电视节目交易会（2 0 2 0·春
季），将于4月26日起正式拉开帷幕。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2020春交会将创新采取线上办会的方
式。

随着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的逐步稳定，受疫情
影响一度停摆的各大剧组逐步复工复产，而春交
会作为2020年的第一场影视行业盛会，通过线上
办会的创新举措，再度为疫情期间颇受影响的影
视行业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2020春交会以
“云端推介，推动电视剧平稳提质”为主题，充
分利用互联网优势，将进行线上开幕致辞、京榜
剧献暨新剧发布、培训、签约，同时还将举办四
大主题论坛、筹备剧目评优等活动，首次与“中
国网络文学+”大会结合，实现产业链衔接，打造
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据介绍，2 0 2 0春交会将以集“安全防护”
“综合展示”“智能推荐”“数据分析”“实时
应答”为一体的线上交易会系统为主阵地，重点
服务于主办方、参展商、买家、媒体等机构用户
以及专业或非专业观众等个人用户，充分打破以
往线下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壁垒，吸引除制播
平台以外的广大编剧、导演、制作人、游客等参
与进来，扩大2020春交会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众关
注度。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测体温，登记。找到5号楼某单元，上
楼。4月14日下午，记者专访山东省曲艺家协
会副主席阴军先生，他拄着双拐给记者开门。

今年2月2日，阴军洗澡时不小心摔了一
跤，左脚骨折。本来应该在他工作室进行的采
访，改在了他的家里。

山东快书，是山东人的艺术名片

阴军认为，山东快书是山东最具标识性的
艺术形式，是“山东人的艺术名片”。

2006年5月20日，山东快书被列入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9年，阴军被
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山东快书
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阴军说：“由于山东快书灵活简便、易
演易编，往往在瞬间就能收到较好的艺术效
果。它不受场地的限制，田头工地、车站码
头、街头巷尾均可随时演出。又因为作品能
够迅速地反映现实生活，所以山东快书一度
兴盛了多年。”

1949年6月21日，山东快书高派的开创者
高元钧先生，在上海录制《鲁达除霸》时，经
过慎重考虑，将这种艺术形式正式命名为“山
东快书”。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快书有过两次
辉煌期。

第一次是20世纪50至60年代。1951年，民
间艺人高元钧参加抗美援朝，用山东快书为前
方的将士加油鼓劲。战争结束后，总政从全国
调集数百人，跟高元钧学习山东快书。一时，
山东快书风靡全国。

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山东快书迎
来第二春。高派第二代传人孙镇业先生，在山
东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推出长篇山东快书《武松
传》和《鲁智深》。在那个物质和精神产品都
比较稀缺的年代，山东快书为广大人民群众带
来了无穷的欢乐。

阴军说，山东快书主要有三大流派：“高
派粗犷豪放、快书戏做，表演讲究戏剧性和舞
台效果。杨派（杨立德创）俏皮、幽默、诙
谐。而于派（于传宾创），以唱大书为主，行
内也称腕子活儿。”

阴军的师父是孙镇业，孙镇业的师父是高
元钧。阴军，是山东快书高派第三代传人。

山东省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孙立生认为，
高元钧通过他的山东快书让全国的观众“认
识”山东人；杨立德则通过他的山东快书，让
山东人自己愈发“了解”自己。阴军的山东快
书表演最显著的特征，是具备这个时代的特
点，即它是“今天的山东快书”。

传统艺术，需要传播传授传承

“快”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和许
多传统艺术一样，在各种流行文化和众多新型
媒体的冲击下，从上世纪90代年起，山东快书
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困境。

“这首先是时代的选择，但传统艺术也要

从自身找原因。当下山东快书宣传品多，艺术
品不多，精品更是稀缺。格局不高、意境不深
的作品，终归成不了大器。”阴军表示，山东
快书遇到的困难之一就是作品问题。简单说就
是缺好作者，缺好本子。

据了解，山东的舞台表演艺术形式有40多
种，仅曲艺就有20余种，但如今还能正常表演
的不超过10种。如何留住传统艺术，并发扬光
大，是个难题。

“我现在想的就是，怎么保住传统艺术的
根儿。”阴军认为，第一步是传播。通过各种
形式、各种媒体进行推广。同时，阴军进行了
大量的演出，进社区、下连队，每年100场以
上，目前已经演出了4000多场。

第二步是传授。阴军有正式拜师的徒弟10
人，韩龙、孟祥霄、高伟伟、万卿等人已崭露
头角。阴军还是山东省旅游职业学院、济南大
学国际交流教育学院的客座教授。在旅游职业
学院，阴军建立了工作室，为学生们开办山东
快书选修课。利用周末时间，阴军还在济南市
青少年宫开办山东快书培训班。通过这些形
式，阴军已先后培养学生近千人。

第三步是传承。阴军说，到了传承环节，
需要责任和担当，需要是那块材料的人，把山东
快书和传统文化当成事业，而不仅仅是职业。这
就需要，有人为此付出自己一生的心血。

用鸳鸯板敲出时代的强音

山东快书属于韵颂体的表演形式，在我国
400多种曲艺形式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传统
艺术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必须有创新，有变

化，不能一味固守传统。阴军表示，“基因不
变，但形式要变；可以改名，但不能改姓。”
拿山东快书来说，板不动、山东话不动、节奏
不动、韵颂体不动，因为这是它的四大基因和
承重墙，但山东快书的形式可以变。最近，他
就在音乐快书、对口快书、动漫快书、快书小
品等方面进行了不少尝试和探索。

“曲艺是文艺的轻骑兵，山东快书是轻骑
兵中的先锋队。因为，一个人，一副板，就可
以随时随地演出。山东快书要在内容创作上紧
跟时代脉搏，用鸳鸯板敲出时代的强音。”阴
军说。

今年的抗疫战打响后不久，阴军和毕长庚
共同创作了山东快书《众志成城 同心战
疫》。快书讲述的是山东各级干部群众发扬
“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踊跃为
湖北等重点疫区捐款捐物、众志成城抗击疫情
的故事。

“这个时候，山东快书更应该发声。我去
不了一线，但我手中的板就是武器。”阴军
说，“作品播出后，点击率非常高。这是对我
的肯定，也是山东快书的一次有效传播。”

阴军的头衔很多，但他最看重的依然是山
东快书代表性传承人这个角色。

山东快书诞生在山东，风风雨雨几百冬。
她那朴实的齐鲁音韵多么亲切，还有那“当滴
咯当“的铜板声！装文扮武一个人，歌颂过无
数的好汉众英雄。曾经在曲艺界里称魁首，四
九年用“山东“二字来冠名。只要咱群策群力
把她来呵护，照样能舞台上面打冲锋。天生的
她就这个脾气，皆因为她的名字叫山东！

这是阴军对山东快书的期盼。

第26届北京电视节目

交易会将在线上举办

据北京日报消息，近日，BBC推出单集58分
钟的最新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在全世界引起关注。片中，杜甫被冠以“中国最
伟大的诗人”，第一次以纪录片的方式，被详细
地介绍给西方世界。BBC最受欢迎的主持人之
一、历史学家迈克尔·伍德到访中国，重走杜甫
生前的足迹。BBC还请来英国国宝级演员、《指
环王》中甘道夫的扮演者伊恩·麦克莱恩爵士用
英文朗诵了《壮游》《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
行》等15首杜甫的诗文译作。片中还邀请哈佛大
学汉学家宇文所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曾祥波、
牛津大学刘陶陶博士，带来多重视角的专业解
读。

本片的主持人、脚本撰写人是曼彻斯特大学
公共历史教授、中英了解协会主席迈克尔·伍
德，曾制作超过120部历史纪录片。这不是他第一
次涉足中国历史题材的纪录片。2016年制作的
《中国故事》让他得到来自中英两国的盛赞，新
华社当时称此片“超越了种族和信仰的界限”。

（记者 张依盟 整理）

据中新网报道，被誉为“2018年美食纪录片尖
峰之作”的《风味人间》，将于4月26日晚9:20正式
回归。第2季将继续用宏大视野聚合美食焦点，深
耕民俗人情，深度观察世界美食及其文化和情感
内核。

《风味人间》第2季倡导观众去发现“人间至
味在身边”。而这个“至味”所指的不仅仅是普
通人身边的美食，更是他们接触到的人和事所能
传授的虽简单却饱含人生力量的道理。

作为观众和美食的连接纽带，此次《风味人
间》第2季也将带领更多人共同探知神秘的味觉大
陆。由陈晓卿担任总导演、阿琨配乐、李立宏进
行配音解说的“风味铁三角”，再度合体势必将
为观众带来熟悉的味道。

遍寻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拍摄超过300种美
食，通过八个严整有序的分主题，《风味人间》
寻找出美食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此次节目组将在
美食探索的基础上，挖掘美食参与者所生活的环
境、身处的民俗氛围及饮食习惯，由此去展开人
情与美食的亲密互动。

《风味人间》第2季定档

拍摄300多种美食

据光明日报文章，会食传统产生的历史并不
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古老，存在的时间也就是一千年
多一点。反倒是优良的分餐制比它更古老，我们可
以寻到不少证据证明：分餐制在古代中国曾实行了
至少三千年。

古代中国人分餐进食，一般都是席地而坐，
面前摆着一张低矮的小食案，案上放着轻巧的食
具，重而大的器具直接放在席子外的地上。后来
说的“筵席”，正是这古老分餐制的一个写照。
以小食案进食的方式，至迟在龙山文化时期便已
发明。考古已经发掘到公元前2500年时的木案实
物。

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了一些用于饮食的
木案。木案平面多为长方形或圆角长方形，长约1
米，宽约30厘米；案下三面有木条做成的支架，
高仅15厘米左右；木案通涂红彩，有的还用白色
绘出边框图案。木案出土时都放置在死者棺前，
案上还放有酒具多种，有杯、觚和用于温酒的器
具。稍小一些的墓，棺前放的不是木案，而是一
块长50厘米的厚木板，板上照例也摆上酒器。陶
寺还发现了与木案形状相近的木俎，略小于木
案，俎上放有石刀、猪排或猪蹄、猪肘，这是我
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一套厨房用具实物。

陶寺遗址的发现十分重要，它不仅将食案的历
史提到了4500年以前，而且也指示了分餐制在古代
中国出现的源头。

分餐制在古代中国

至少流行了三千年

BBC最新纪录片

向西方推介杜甫

曲艺是文艺的轻骑兵，山东快书是轻骑兵中的先锋队。山东快书如何创新发展？本报专访省
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山东快书代表性传承人阴军———

□ 本报记者 杜文景

穿城而过，是大运河聊城段的最大特
点。北起临清，南至张秋，全长9 7 . 5公
里。不足百公里的运河之上，船闸密布，
两岸商埠云集，明清时期，聊城有着“漕
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江北一都
会”等美誉。因河而兴，聊城见证了运河
时代商业文明的变迁史……斗转星移，数
百年激荡沉淀，不废江河万古流。时至今
日，我们不禁要问，大运河给聊城留下了
什么。

运河上漂来的一板“水豆腐”

八九寸的长条木板在水槽里涮洗干
净，摆上“一小溜”乳白色的豆腐，再用
卡尺均匀分切。一份临清“托板豆腐”呈
现于食客眼前。

又名“水豆腐”，一则有“余杭客商
北上，传至于此”一说，二则是豆腐本身颤悠
悠、水汪汪，临清人把吃豆腐称之为“喝豆
腐”。一份“托板豆腐”，乍看平凡无奇，单手
托起，细细思量，与运河之上驶过的舟船
竟有几分神似：托板是船，豆腐就是船上
的货物，托举之手自然就成了翻着波涛的
运河之水咯。如此这般，唤作“运河上漂
来的一板水豆腐”也未尝不可。

临清“因河而生”。依托运河，两岸
形成一块面积庞大的像玉带一样的城市，
因此临清在历史上又叫作“玉带城”。据
《明清史料·甲编》记载，当时“总计临清
城周围逾三十里，而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货
财，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在规模、人
口和经济繁荣程度上都不亚于天津等全国
性的一流大城市。

在临清，从早到晚、从繁华的商业地
段到巷子口，随处可见手捧“托板豆
腐”，吃得津津有味的顾客。运河钞关的
巷子口，每天下午3点左右“王氏托板豆
腐”传人王燕红会准时出摊。“祖上就是
做豆腐的，传到我这也有将近一百年
了。”王燕红边忙生意边说，“一天就卖
一盘，多了也做不出来。”旁边的食客也
跟着应和，“要是来晚了，准买不到她家
的豆腐。”

与“王氏托板豆腐”的“守旧”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大运河活态的、发展变化着
的特有属性。

临清境内，拥有两代运河，一条元运
河，一条明运河。史料记载，明永乐十五
年（1417年），因元运河北进卫河段地势落
差较大，船舶通行不畅，开凿了新的明代运
河。运河河道的改变，钞关等机构的设立，把
临清的商业繁荣推至顶峰。

有记载，万历年间，临清钞关年征收
船料商税银八万余两，而当时山东全省一

年的课税银只有八千八百余两，只及临清
钞关所收十分之一稍强。仅此一例，足见
临清钞关地位之重。

明人有云：临清“实南北要冲，京师
之门户，舟车所至，外连三边，士大夫有
事于朝，内出外入者，道所必由”。

“舟车辐辏说新城，古首繁华压两
京。”清代诗人贺王昌这样描写临清，足见
当时其繁荣程度。受徽商等南来商人的耳濡
目染，临清人的经商智慧自然也不逊色。

“临清是明清时期华北地区最大的贸
易中转站。”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院长
吴昕说，贸易中转不是生产型，运河兴盛
时，当地的产业繁荣，随着运河的衰败，
有些产业也跟着消失了。只有那些有内生
力量的才得以留下来。“变则通，通则
兴，放在今天来说，就是要依托自身特色
文化的传承来做产业。‘变通’是最该传
承的运河商业文明。”

从历史上看，商业文明是探险家的摇
篮，需要勇敢、冒险精神。古有“变通”
之临清，商业繁荣一时。而今不能总以怀
旧的方式传承吧！

山陕会馆：包容发展的“镜子”

出临清，沿运河向南，60公里左右抵
达聊城东昌府区。

聊城水上古城在东昌湖中，四四方
方，宛如一张漂在湖面的棋盘；新城围湖
而建，整体看可谓“水中有城城在外”。
乘船行驶在东昌湖水面，水色、波光，光
色间的倒影，无不荡漾着新时代的神采。
古运河的踪迹却已难寻觅，探古巡游的游
人也只能凭借想象去领略那曾经的风姿神
韵了。

当年载重800石的运粮船在大运河上畅
行无阻，时过境迁，聊城运河大码头历经

沧桑，如今只能靠标识牌识别。据记载，
乾隆皇帝从1748年到1790年共来聊城9次，
有6次都是从这个码头上下船。当地有这样
一个传说，有一次乾隆皇帝来到聊城，一
个百姓去求见，侍从挡驾说“午睡”，这
个百姓就到处大喊“皇上有旨，东昌无税
（午睡谐音）”。事情一传开，乾隆只好
默认。因为免了税收，到这里来的商船就
更多了。在1912年津浦铁路通车前，东昌
府的昌盛超过当年的济南府。

独特的地理位置，优越的交通条件，
当时全国各地的客商潮水般地涌入聊城。
以致使河中帆樯如林，舳舻相接；沿河两
岸，店铺鳞次栉比，作坊星罗棋布，街巷
纵横交错，商品琳琅满目，一片百业兴繁
景象。彼时，各地商贾为联桑梓而祀神
明，纷倾举资兴建山陕、武林、苏州、江
西、赣江等八大会馆，成为特有的“商业
文明”风景线。

其中，尤以山陕会馆为最。远看，琼
楼玉宇，璀璨多姿；近看，雕梁画栋，金
碧辉煌。会馆建于清代乾隆年间，以飞檐
斗拱、雕梁画栋，和亭榭楼阁的精美建筑
而著称，至今仍为游人所注目。

山陕会馆是由山西、陕西的商人共同
出资建造。“会馆主要有四大作用。”聊
城市政协委员陈清义介绍，一是祭祀，具
有庙宇的功能，用于凝聚乡土情结。二是
合乐，同乡之间娱乐交流的平台。三是义
举，在生意往来上相互帮助。要是有同乡
商人客死他乡，要么送回故里，要么在
“义地”埋葬。四是公约，制定行规，抱
团发展，共同进退。

会馆院子当中的两棵古槐，已经五六
百年的树龄，犹如相互搀扶的一对恋人，
至今仍枝繁叶茂，生机勃勃；院内可见的
石碑不下十块，有记载会馆商人捐赠款项
的募捐碑，正上“流芳百世”四个大字，

格外醒目；有公开会馆各项支出的列支
碑，支出细到购买油盐的几钱几厘……山
陕会馆不仅是历史上聊城商业发达、经济
繁荣的见证，也是聊城商业文明中包容精
神的体现。“尽管有记载当地人抱怨晋商
徽商的商业竞争，但仍然能接纳他们，不
论是哪里来的客商，都能在这里共同发
展。”陈清义说，从古至今，兼收并蓄、
宽广包容，才能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码头商业中的“诚信义”

大运河名镇“南有苏杭，北有临
张”，临张就是聊城境内的临清、张秋二
地，是运河沿岸的大码头。明清时代，南
北商贾汇聚于此，当地百姓也利用交通之
便从事粮食、盐业贸易，发家致富，运河
给张秋带来了无尽繁华。

如今的张秋镇，运河早已没落，只有
两岸的垂杨柳默默注视着平静的河面，仿
佛在追忆过去。7 8岁的张秋镇老人高明
远，退休前是当地一所学校的校长，研究
运河文化多年。“当时张秋商业繁华到什
么程度呢，山西、陕西、南京这一带的商
人还有安徽的都在这设有店铺，附近的州
县在张秋都建有他们的会馆。”记者跟随
高明远，沿着运河边走边聊，每到一处有
他儿时记忆的地方，他总能讲上几个小故
事。“虽然码头没有了，但商业文明中的
‘诚信义’已浸入了张秋人的骨子里。”

山陕会馆里还有一块契约碑，碑文大
意是：山西、陕西商人与聊城当地人的一
份房屋买卖合同，所购旧宅子准备重新翻
盖会馆，建筑面积要和原宅的面积一样，
不会多占地。“既约束自己，也约束别
人，说到就要做到。契约精神的核心就是
诚信。”陈清义说，明清时代，大运河聊
城段两岸的“关帝庙”有很多。在传统的
民族意识中，关公不仅威武刚毅，也是忠
信节义的象征。投射到商业领域，关公被
尊为“武财神”，不仅是面对变幻莫测的
商海祈求平安，更是对商业道德、儒商精
神的寄托。

在聊城东昌府区的运河岸边，有一口
“义井”。相传在清代中晚期，运盐的商
船经常超载运输，后来政府设立了碍闸，
对过往船只进行超载测量，为避免被罚，
运盐商人多在测量之前就把多装的盐卖
掉，实在卖不掉的就倒在运河岸边的丁家
坑，长此以往，丁家坑的水变成了咸水。
运河岸边一户姓刘的百姓，自己出钱在码
头附近挖了口水井，无偿为过往客商提供
淡水。后人为表彰他的义举，特立“义
井”石碑。

古老的大运河曾把晋商的“讲诚实、
重信用、求质量、以小博大”，浙商的
“不以利小而不为”等商业文明带到聊
城。诚信者，天下之结也。一言以蔽之，
缺少深层次的文化支撑，商业的发展必将
不可持续。弘扬儒商精神，对社会经济的
发展意义深远。

聊城山陕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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