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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玉堂

在某一个特定场合，若是有人突然来上
一句“叫张义我的儿啊，听娘教训，待为娘
对娇儿我细说分明……”一般都会产生点喜
剧效果。我第一次听这段唱，就是在一次笔
会包租的面包车上。说起头晚某位作家朋友
酒后无德，以骂人的方式逼人喝酒，说“谁
不喝谁是孙子！”将当地的一些女作家给得
罪了，众人齐声谴责他。天津的一位作家朋
友即来了这么两句：叫张义我的儿啊，听娘
教训——— 引起一阵哄笑声。天津的作家是位
戏迷，懂得生旦净末丑的各种流派，知道许
多的伶人逸事，唱得也有板有眼，很有点李
多奎的味道。我问他，这一段听上去有点耳
熟，是什么戏呀？他即告诉我，是《钓金
龟》选段，为所有老旦们的看家戏，不管什

么场合，你让老旦演员来一段，他们一般都
会唱这个《钓金龟》，就像现在酒宴上流行
“今日痛饮庆功酒”一样。说得我挺羡慕
的，遂琢磨着回去也要学学这一段。

这一段完整的唱词是：叫张义我的儿啊，
听娘教训，待为娘对娇儿我细说分明。儿的父
他遭不幸丧了性命，抛下了母子们怎度光阴？
是为娘守贞节我不听他论，皆因是我的儿年
小娘在中年，我怕的是百年之后身入九泉，难
见儿那去世的先人，我的儿啊……

《钓金龟》是怎么个意思？《钓金龟》又称
《孟津河》、《张义得宝》，为《金龟记》中的折子
戏。说的是宋朝年间，河南孟津康氏早年丧
夫，有两子，长子张宣娶妻王氏，次子张义。张
宣发奋读书后赴试得中进士，授官祥符县令。
寄书信接家眷有两种版本：一说接其妻，弃母
不顾，独自上任；一说是寄书其母，接母任上，
但书信被送信人误投到因嫌贫而回娘家的妻
子王氏手中，母未接到，王氏独自到祥符县。
张义在家每日至孟津河钓鱼奉养母亲。一日，
钓得金龟，大喜，归家途中从乡邻处得知其兄
做了祥符县令，归告母。康氏遣子张义至祥符
县寻兄，去后杳无音信，乃亲往祥符。途中恍

惚见张义满面是血，大疑。至祥符县，长子张
宣迎入，康氏问询张义下落，张宣告知义已身
死。康氏往灵前哭祭，张义托兆，告嫂王氏觊
觎金龟，将己毒死。康氏悲愤难忍，拦住去河
南放粮路过祥符县的包拯喊冤，包拯查明案
情，判决王氏“狗头铡”刑，张宣回家奉母。

全剧含钓金龟、训子上路、托兆哭灵、
开封府申冤四折，但目前仅有钓金龟、训子
上路、托兆哭灵三折戏流传。

我手头有一个柳琴戏的《钓金龟》，将
此故事说得比较详细，但又太过面面俱到。
一开场就是张宣自我介绍：俺，张宣，家住
河南归德府孟河沿，三年以前，我身背书箱
进京赶考，得中进士，六部查缺，祥符县正
印，家中撇下母亲、二弟和我那知也不知、
晓也不晓的王氏夫人。我不免写封书信，差
人下到河南归德府孟清河沿大王庄，下给我
那岳父大人王老员外，叫我家夫人到那寒窑
搬请我那母亲、二弟进京，享不尽的荣华，
受不尽的富贵，就是这番主意……其妻王俊
英接到信之后，以婆媳不和为由，不听父亲
劝阻，执意独自带着丫环去祥符县了。而张
义钓金龟的过程，也太琐细、太过程化，后

被省略与改编，也是自然的事。
我看过《钓金龟》的几个版本，康氏的

长子，有的版本叫张宣，有的叫张仁。从其
弟名为张义的角度看，叫张仁可能更合情理
一些。张义钓得金龟之后，回家拿给母亲，
并试之果然能敲出金子，康氏有四句唱，一
般听众也耳熟能详，叫：老天爷睁开了三分
眼，母子们离却了鬼门关。这也是儿的孝心
感动天地，从今后享荣华永不受那贫寒。

下面的一段唱，也非常普及：有几个贤
孝子听娘来论，一桩桩一件件娘记在心。那
大舜耕田为的都是孝顺，丁兰刻木、莱子斑
衣、那孟宗哭竹、杨香打虎，这都是那贤孝
的儿孙哪，我那不孝的儿啊！这几辈贤孝子
休得来论，还有那不孝人说与儿听：清风亭
张继保他天雷报应；韩信将未央宫速报幽
冥。为娘言语儿不相信，怕的是我的儿头上
有那四值功曹查看儿的身。我的儿行孝道将
娘奉敬，自有那天爷在暗地里查巡。

该剧为老旦和丑角戏，二花脸的张义假
意不养活、侍奉老娘，才引得其母如此教
训。整部戏的主题，当然就是传统文化里面
的孝道，仍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钓金龟》是怎么回事儿

□胡宾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2月10日，由韩国安东市市长权宁世率

领的文化交流团一行10人与孟子研究院在济南召开座谈
会，共商文化研究交流合作。来访团还获赠线装《孟子》
书籍。

据了解，安东市位于韩国中部偏东，隶属于庆尚北
道，环境优美，是一座有名的旅游城市，文物景点229
个，该市历史悠久，早在1931年就已是一座有名的城镇，
1963年1月,正式升格为安东市。安东是朝鲜半岛儒家思想
的摇篮，儒学文化保存得最好，社会和谐，民风淳朴，成
了许多韩国人心目中的“圣地”，被称誉为“海东邹
鲁”、“邹鲁之乡”。安东市具有丰富而古老的传统文化
艺术，如安东民俗博物馆、艺术家乐园、民间妇女舞蹈以
及大量的古佛教寺庙、石塔、砖塔等。

孟子研究院院长王志民表示，韩国安东市儒家文化底
蕴深厚，被誉为“韩国精神文化首都”，希望安东市与邹
城市、孟子研究院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丰富交流内容，
广泛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增进双方友谊，促进双方友好合
作关系深入向前发展。权宁世认为，安东市儒家文化底蕴
深厚，儒家文化遗迹众多，并以“海东邹鲁”作为长期坚
持和宣传的城市品牌，高度崇尚儒家文化，注重对儒学和
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安东市和邹城市在儒家文化研
究传播、邹鲁文化弘扬传承和文化旅游交流合作领域有着
广阔的前景，希望双方进一步开展全方位、多领域、深层
次的交流与合作。”

孟子研究院位于孟子故里邹城，邹城市副市长赵勇表
示，邹城市一直重视挖掘、传播、弘扬儒家文化、孟子思
想、邹鲁文化，“邹城市作为孔孟桑梓，是邹鲁圣地、儒
学之源，安东市素有‘海东邹鲁’、‘邹鲁之乡’美誉，
双方在儒家文化和邹鲁文化弘扬传播上有广阔的合作空
间，希望双方以文化为纽带，通过更加具体的文化旅游项
目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鲁国故城遗址公园建设工程全面展
开、‘三孔’古建筑彩绘抢救保护工程成效
显著……”近日，在全国文物保护工程会
上，省文化局副局长由少平表示，近两年
来，我省把曲阜片区尤其是与孔子及儒家思

想相关的文化遗产保护作为重点，国家和省
累计投入１１亿元，实施和完成了一批重点文
物保护项目。

近年来，我省突出文化遗产的区域特
色，将全省分为曲阜片区、泰山片区、沂蒙片
区等“七区两带”，打造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
文化特色的示范性文物保护区。而以曲阜、邹

城为核心区域的国家大遗址保护“曲阜片
区”，遍布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儒家
文化底蕴最为丰厚的区域。由少平说，这打破
了文物工作各自为政、分散保护管理的局面，
实现了由各自为战向区域统筹，由单体保护
向整体片区保护的转变，“着力让文物在保护
与利用中‘活起来’。”

据省文物局统计，去年全省文物业（包
括博物馆、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参观人次突
破５７３５万人次，同比增长６.６%。在全省旅游
业总体收入中，文物景点收入占到了４６%以
上。而“十二五”以来山东文博事业的投入
直接产出比，相比“十一五”期间的１：
１０.５８，也将有大幅度的提升。

我省大遗址数量众多，历史文化内涵丰
富。自２０１０年以来，曲阜鲁国故城、大运河
南旺枢纽、泰安大汶口、临淄齐国故城、章
丘城子崖五处大遗址，被国家文物局分两批
公布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目前，鲁国故
城、南旺水利枢纽、大汶口三大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建设工程全面展开。

由少平表示：“鲁国故城完成了区域内周
公庙建筑群的环境整治与展示工程，东北角
城墙保护与展示工程，洙水河流域疏浚工程
等，初步形成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框架，被誉
为国家首批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示范工程。
南旺水利枢纽完成了分水龙王庙建筑群的维
修及建筑基址保护与展示工程、南旺枢纽博
物馆建设工程等，成为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的
亮点工程。大汶口全面展开考古发掘工作，总
投资５０００万元的汶河南北岸治理工程方案已
获批准，其中北岸整理工程已经完工。”

此外，“三孔”、泰山等古建筑维修保护
工程成效显著。其中，颜庙复圣殿落架大修工

程、曲阜孔府西路、尼山孔庙建筑群修缮工
程先后入选“全国十佳文物维修工程”。截
至目前，曲阜“三孔”全面完成孔庙弘道
门、奎文阁、大成殿月台、尼山孔庙古建筑群
等维修工程。孔庙、孔林维修项目正在进行方
案设计和招标。泰山世界遗产实施完成了岱
庙碑亭修复、岱庙仁安门及配天门两侧建筑
修复保护，天贶殿及中寝宫维修工程全面竣
工。由少平说，近两年来，曲阜市、邹城市和泰
山世界遗产完成了５６项古建筑维修工程。

在此过程中，我省多元融资开展“曲阜
片区”文物保护。“孔孟文化遗产地保护利
用世行贷款项目”是我国首个利用世行贷款
开展文化遗产保护的项目，总投资８.７３亿元
人民币，其中利用世界银行贷款５０００万美
元。截至目前，项目共计完成用款８４８.５万美
元。此外，省文物局、济宁市政府、国家开
发银行山东分行签署了《国家大遗址曲阜片
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金融合作协议》，鲁国
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曲阜明故城复兴工
程等２８个项目入选首批合作共建项目库，项
目总投资２６０亿元，融资总量１７４亿元。

目前，省文物局组织编制的《“曲阜片
区”文化遗产保护总体规划》已获得国家文
物局批复。我省将通过鲁国故城、南旺水利
枢纽、大汶口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世界
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孔孟文化遗产地保护贷
款等重大项目建设，增强“曲阜片区”的空
间观感、体验价值，打造儒家文化圣地；通
过曲阜市、邹城市和泰山等古建筑维修及
“三孔”彩绘保护维修工程，孔子博物馆、
孔子学院总部曲阜体验基地等项目的规划建
设，实施孔子及儒家思想宣传展示工程，形
成“斯文在兹”的优秀传统文化展示体系。

我省实施“儒家文化遗产保护工程”———

增强曲阜片区空间观感和体验价值

鲁国故城文化遗址。

“海东邹鲁”与孟子故里

开展文化交流合作

□记 者 于国鹏
通讯员 闫盛霆 报道

本报讯 12月3日，在聊斋俚曲戏研讨
会上，山东省戏剧家协会宣布，淄博市聊
斋俚曲戏被正式确认为一个新戏种。当
日，由省艺术研究院、省戏剧家协会主办
的淄博市聊斋俚曲戏研讨会在济南举行，
来自省文化厅、省艺术研究院、省艺术
馆、省戏剧家协会等单位的专家学者认
为，从音乐、美学特征等多个角度分析，
聊斋俚曲戏确实属于一个独立的新戏种。

聊斋俚曲被称为明清时期民间音乐的
活化石，是清代蒲松龄运用淄川一代的方
言、土语和民歌、俗曲创作的有人物、有
故事情节的说唱艺术，是堪与《聊斋志
异》相提并论的俗文化代表。2006年5月，
聊斋俚曲的曲牌音乐被国务院列入首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7月，淄博市淄
川区聊斋俚曲艺术团正式成立。2009年9
月，艺术团创编的第一部聊斋俚曲戏《求
骂》，首战告捷，在第六届国际小戏节上
荣获“最佳剧目推荐奖”，并相继获得第
二届山东“泰山文艺奖”三等奖、第二届
山东省农村地方戏大赛二等奖、首届山东
地方戏新创作小戏展演二等奖等。今年，
又入选全省小戏展演并获得好评。

6年多来，艺术团根据蒲松龄著作中的
动人故事创编了《渔翁和城隍》、《钟妹
庆寿》、《祯姑》等，根据淄川区两个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聊斋俚曲和孟姜
女传说创编了聊斋俚曲戏《孟姜女》，用
聊斋俚曲曲牌音乐创编了现代戏《带着奶
奶做新娘》、《丫头大主任》、《环保卫
士》等。迄今，共创编、排演聊斋俚曲戏
12部。这些剧作，有的借古鉴今，惩恶扬
善；有的嬉笑怒骂，抨击时弊；有的标新
立异，褒扬孝道；有的讴歌先模，弘扬社
会新风。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肯定
了聊斋俚曲艺术团的贡献。省艺术馆原馆

长、国家一级作曲高鼑铸评价说：“聊斋
俚曲戏具备了观众欢迎的戏曲表现形式、
浓郁的地方特色、较大的发展空间等特

点。”省艺术研究院院长、国家一级编剧
张积强建议：“要选择经典的聊斋故事，
精心打造品牌。”省文化厅副厅长、省戏

剧家协会主席陈鹏表示，聊斋俚曲戏要在
音乐、编剧上突破，可采取专业与业余剧
团互补共赢，创新发展。

山东省戏剧家协会宣布

聊斋俚曲戏被正式确认为一个新戏种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王军 报道
12月5日，惠民县胡集镇中心小学三年级一班的课堂上，当地说书艺人白曰华正指导小学生们学习说书技艺。胡集书会是首批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胡集镇推行送曲艺进课堂等形式，支持鼓励说书艺人传承弘扬传统曲艺。

□赵磊 吕婷婷 报道
本报鱼台讯 “剪一段时光缓缓流淌，流进了月色中

微微荡漾……”位于鱼台县城区湖陵一路旁的飞跃时代广
场，两名文艺爱好者正在“百姓大舞台”上演唱《荷塘月
色》。“舞台背景虽然有些简单，也没有大明星助阵，参
加演出的主角大多数是群众，但节目太精彩了，又不收
费，真过瘾 !”鱼台县退休教师吕洪奎边鼓掌边兴奋地
说，“从今年6月份开始，只要天气条件允许，这里每天
都有演出活动。”

“看着台下观众满怀喜悦的笑容，听着此起彼伏的喝
彩声，我感觉自己真的成为大明星了！”群众演员翟庆华
说，“我们演出的节目，大部分都是百姓身边的新人新
事，能够打动百姓的心，引导健康向上的好风尚。”

“‘百姓大舞台’是我县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不断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打造‘幸福鱼台’的
惠民举措。”鱼台县文广新局局长田书敏介绍说：“我们
选派一批广场舞指导员深入农村，指导基层文化爱好者将
孝贤文化、‘四德’教育和新农村建设等内容编排成文艺
节目，并依托遍布城镇、村居的休闲文化广场，积极组织
群众开展秧歌、腰鼓、广场健身舞、民乐演奏等形式多
样、群众广泛参与的文化活动，以满足广大群众参与表
演、展示才艺、观赏节目的精神文化需求。”

目前，鱼台县已建成“百姓大舞台”12个，举办活动
112场，参与的群众演员达2万多人次，现场观众近30多万
人次，使越来越多的群众真正享受到文化生活带来的幸福
和快乐。

百姓大舞台

引领健康向上好风尚

□李东乾 报道
本报利津讯 为保护、挖掘铁门关文化，老家在利津

县前关村，今年已是89岁高龄的崔树梓，经过多方搜集整
理，撰写了11000多字的《铁门关的兴与没》手稿。利津
县整理出版的《利津文化丛书》也专门收录了铁门关专
题，并请人专门绘制了铁门关复原图，博物馆也收藏整理
了相关实物和影像资料。当地政府筹资200万元，建设了
铁门关遗址、古文化城墙、铁门关石门等项目，以弘扬铁
门关文化，推动当地文化发展。铁门关正重现“济水明
珠”风采。

据介绍，济水是一条曾经与长江、黄河、淮河齐名的大
河。古济水在郓城分流南北，北济水为北清河，因汶济合流，
又名大清河。原大清河入海口曾有一座享誉海内外的关口
码头“铁门关”，其原址就在今利津县汀罗镇前关村。

当地有“先有铁门关后有利津城”的说法。铁门关主
建筑群有“三庙一戏楼”、两条商业街，其中一条街直通
码头。1855年，黄河决口改道夺大清河河道(济水下游)入
渤海，这次决口让济水彻底消失。如今，在铁门关原址前
关村只能看到文物保护单位立的两块碑，以及散落在村民
家里的几块昔日建龙王庙用的石鼓和一对门枕。铁门关原
址被淤埋在前关村地下两三米处。前关村村民崔汝村回忆
说：“我小的时候还能看见戏楼第二层，常在那里玩耍。
后来，建庙的石料被挖出，在村里建了一所学校。建学校
五年后，戏楼二层才被拆除，瓦片就在附近挖坑埋掉。”

繁盛一时的铁门关虽然实物已然不存，然而作为一个
文化符号，它对当地群众的影响还是非常大，与之相关的
一些神话传说流传至今，并深刻地影响到当地的一些文化
传统和习俗。正因此，当地开始多方考证收集与铁门关有
关的文化资料，希望让这颗昔日的“济水明珠”再放光
彩，推动现代文化发展。

利津铁门关文化

重现“济水明珠”风采

□杨义堂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2月9日，“文物情·中国梦·讲济宁文

物故事”决赛在济宁市广播电视台举行。经过前期的初
赛、复赛，有11名选手参加了当天的角逐，最终，济宁博
物馆的李金灿以《神奇的大运河》和曲阜市文物局的颜芳
以《我的祖先复圣颜子的故事》获得一等奖，邹城市文物
局、曲阜市文物局等5个单位荣获了组织奖。

大赛以“让文物活起来”为主题，选手全部来自文物
系统的一线职工。比赛过程中，11名选手从不同角度、不
同层面，用多姿多彩的故事，讲述了文物的魅力和知识，
展示了济宁文化的博大情怀，表达着济宁文物人对中国梦
的追求，弘扬了社会正能量。

济宁举办讲文物故事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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