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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健

3月28日上午，位于济南市山大路与花
园路交叉口东北侧的山东德云文化广场举
行项目施工启动仪式。该项目计划明年底
投用，将打造成为以德云社剧场为核心，
集相声、京剧、曲艺表演、曲艺教育、文
创展示、婚庆餐饮等多业态为一体的城市
文化综合体。大众日报官方微博发布该消
息后，北京德云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始
人、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转发并评论称：
“我很期待。”

你期待吗？近年来，济南的传统曲艺演
出越发活跃了起来。济南市曲艺团、江湖艺
社、广兴书场、东荷西柳曲艺社等演出不
断，再加上已在济南西城开始演出的开心麻
花以及刚刚开工的山东德云文化广场，济南
重现“曲山艺海”风采的步子，越走越快。
而今年的济南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提
升泉城文化影响力，扩大杂技《泉城记忆》
等品牌效应，推动山东德云文化广场、开心
麻花剧场建成运营，彰显新时代“曲山艺
海”风采。

从“词山曲海”到“曲山艺海”

“北京学艺，天津练活，济南踢门
槛。”老济南与北京、天津一起并称为曲艺
三大码头。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之乡，
济南“曲山艺海”的美名享誉神州大地。

济南为什么能被称为“曲山艺海”？位
于市中区万达广场北侧民康街26号的济南曲
山艺海博物馆里就有答案。

该馆通过文字图片展板、文献资料、影
像资料、复原景观、微缩模型、名人雕塑等
展示手段，以曲艺地域史发展为主线，充分
阐释了济南曲艺历史的渊源脉络、沿革变
迁，详细反映了近现代时期济南的传统曲艺
种类、演出场所和代表人物，以及济南当代
的曲艺成就。

济南的说唱艺术发轫甚早，可以追溯至
史前时期。自西汉以来，汉代乐礼文化在济
南一带大为兴盛。1969年，在无影山出土了
一组“西汉百戏陶俑”。陶俑共21人，其中
乐工、表演者和观赏者各7人，充分展示了
汉代“百戏”钟鼓齐鸣、笙瑟悠扬的盛大场
面。这也说明，在西汉，济南的“百戏”艺
术已相当发达。

济南“词山曲海”的美誉在明代出现。
明代戏剧作家李开先把济南的戏曲传统推向
高峰，其《宝剑记》，在我国戏曲发展史上
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收藏了大量戏曲书
籍，有“词山曲海”之誉。

清代济南的戏曲演出十分活跃，为济南
开埠后成为“曲山艺海”奠定了基础。在泉
城路芙蓉街南口，清末小说家刘鹗描绘的
“黑妞白妞说书唱曲”的场景被雕刻得栩栩
如生。

1904年，为了与德国争夺商业上的主动
地位，济南在胶济铁路通车前自开商埠，逐
渐转型为一个商业城市。活跃的经济刺激了
人们对戏曲娱乐的需求。胶济铁路和津浦铁
路的相继建成通车，也为济南与北京、天津
之间的文化交流及全国戏曲界的名家大腕荟
萃济南提供了很大便利。全国各地戏曲名角
争相到济南演出，包括京剧名角金少山、余
叔岩、李万春以及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群
星璀璨，盛极一时。而梅兰芳第一次来济和
其他名角合作演出《霸王别姬》，更是大为
轰动。

当时济南的曲艺场所集中在“一里方
圆”和两大商场一带。“一里方圆”指的是
南北经一路至经四路、东西纬三路至纬六路
一带，两个商场则指新市场和大观园。当时
著名的书场包括大观园书场、南岗子书场、
趵突泉书场、劝业场书场、人民商场书场、
西市场书场、萃卖场、明湖居、进德会和北

洋大戏院。
这一时期，济南出现了曲繁戏茂的局

面，尤其以说唱艺术最为活跃。20世纪20年
代前后，人们开始以“书山曲海”来称誉济
南说唱艺术的繁荣。

新中国成立后，“曲艺”一词开始广
泛使用，并逐渐成为当时说唱艺术的专用
词。这时的济南曲艺，遇到了历史上的另
一个高峰时刻，吸引了外地曲种纷至沓
来，出现了很多专业与业余的曲艺队，
“书山曲海”衍化为“曲山艺海”，即
“曲如山，艺如海”。

到20世纪60年代，济南市区有曲艺团8
个，其中国营的有济南市曲艺团、山东省曲
艺团，民间职业团体有明湖曲艺队、历下区
曲艺队、市中区曲艺队、天桥区曲艺队、槐
荫区曲剧团、晨光茶社相声曲艺队，演职人
员达260人。曲种有山东大鼓、山东琴书、
山东快书、西河大鼓、乐亭大鼓、京韵大
鼓、梅花大鼓、河南坠子、竹板书、数来
宝、单弦、相声、评书等。济南曲艺一直保
持着较高的演出水平。

当年，曲坛泰斗如侯宝林、高元钧、
骆玉笙、马三立等，都曾在济南登台献
艺；评书泰斗傅泰臣、鼓词名家谢大玉、
北路山东琴书创始人邓九如、山东快书杨
派创始人杨立德、相声大师孙少林、河南
坠子表演艺术家郭文秋、西河大鼓表演艺
术家张立武、全国八大评书名家之一刘延
广、山东琴书表演艺术家姚忠贤、山东快
书表演艺术家周弘等，都是在全国叫得响
的曲艺名家。

不过随后，因为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曲山艺海”辉煌不再。

德云社能否搅活一池春水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2010年4月，明
湖居正式开业，并逐渐成为济南重现“曲山
艺海”风采的重要阵地。明湖旁边明湖居，
明湖居里听曲艺。这里也是济南市曲艺团为
中外游客倾情演出的重要场所。

“济南市曲艺团是目前山东省唯一整建
制保留的、从事专业创作和演出的曲艺团，
表演曲种最丰富，创作也最专业。”济南市
文化和旅游局艺术处处长马涛介绍，济南市
曲艺团推出的“开心甜沫”剧场以相声为

主，“好客明湖”专场则会表演山东
大鼓、山东快书、山东琴书等。

除此之外，济南市曲艺团每年
还会组织100多场惠民文艺

演出，进学校、进社
区、进村庄、进军

营。
2021年3月

7 日 上 午 1 0
点，济南

市 文 化
馆 多

功能厅内曲韵悠扬。由济南市文化和旅游
局主办，济南市文化馆、济南市曲艺团承
办的“曲山艺海——— 星乐汇”周周演系列
活动春节后正式启动。坚持多年，这一活
动已经成为济南西城居民的快乐曲艺盛
宴。此前，“曲山艺海——— 星乐汇”还增加
了“曲艺达人秀”环节，让广大业余曲艺
爱好者登上舞台与专业曲艺演员甚至“偶
像级”曲艺大咖同台献艺，成为新的“全
民大舞台”。

除了济南市曲艺团，民间曲艺表演团体
也越来越多。

清明节三天假期，江湖艺社班主王超一
天也没闲着，演出不断。“我们2017年11月
开业，目前在老商埠、印象济南·泉世界都
有剧场，而且每天都有演出。”王超说，他
们的表演节目包括相声、杂技、山东快书、
魔术、绝技绝活等。

王超6岁到北京学杂技，14岁开始在天
桥撂地卖艺，随后去了天桥杂技团演出。回
济南后，他创办了江湖艺社。一开始每晚只
有一两个观众，为了维持日常开销，他甚至
卖掉了自己的劳斯莱斯汽车和房子。而如今
仅老商埠剧场，去年的演出就超600场，门
票收入100多万元，实现了收支平衡。

也是在2017年，东荷西柳曲艺社开始常
驻高新万达演出。“我在部队就是文艺骨
干，退伍之后也经常利用业余时间演出。”
东荷西柳曲艺社班主胡东营说，高新区上班
族很多，喜欢曲艺的年轻人也不少，但是缺
少曲艺园子。高新万达开业后，他就创办了
这个曲艺社，也给曲艺表演爱好者搭建了一
个平台。“东荷西柳曲艺社，你乐、我乐、
大家乐！”除了每周六演出，他们平常也会
接一些商演，还经常到老年公寓、福利院等
地进行公益演出。

自2018年底开业以来，济南国际文创产
业街区广兴书场坚持周末下午演出，吸引了
很多年轻人。广兴书场创始人罗广兴是杨派
（杨立德）山东快书第三代掌门人，也是金
门评书传人。去年在济南举办的2020山东省
旅游发展大会暨首届中国国际文化旅游博览
会上，广兴书场开展“首届中国文旅博览会
曲艺专场”，推出了评书、山东快书、相
声、快板书、单弦、山东琴书、古彩戏法等
诸多非遗展示、体验活动。

“济南现在的园子有不少，大家从曲艺
门派上都能续得上。”济南市曲艺家协会主
席李洋认为，济南的曲艺人并不落后于这个
时代，只不过现在人们所接受的艺术形式越
来越多，眼界越来越开阔，所以现在的剧场
不可能再像之前那样，场场爆满。他说，济
南有浓厚的曲艺文化底蕴，济南艺术学校有
专门的曲艺专业，馆驿街小学的曲艺教育也
被人津津乐道。2006年，“中国曲协济南幽
默艺术学校”在馆驿街小学挂牌，著名相声
演员姜昆被聘为学校名誉校长。

对于德云社进驻济南的消息，业内普遍
看好。“德云社这样的品牌进入济南曲艺市
场，对于市场的培育大有裨益。”王超说，
听曲看戏的人多了，市场自然会更好。

马涛认为，要想让曲艺表演更好地为市
民服务，必须促进文旅融合，而重现济南
“曲山艺海”，则需要产业手段，比如引进
德云社。

脱口秀和开心麻花

除了传统曲艺，近几年济南也有了新锐
的脱口秀俱乐部。成立于2019年4月的泥乐

脱口秀俱乐部是济南知名的脱口秀俱乐部，
其创始人是在《脱口秀大会》中表现优异的
脱口秀演员孟川。“现在年轻人都是伪孤
独，他们就像一壶正在烧开的热水，嘴里喊
着孤独孤独，内心却翻滚着浪。”他一口
“章普”（章丘普通话），节目中的金句还
曾引发了微博“伪孤独”话题。

因为孟川在《脱口秀大会》中的出色表
现，泥乐脱口秀俱乐部吸引了越来越多本地
以及外地的年轻人。2019年9月6日，那个周
五的夜晚，1400多人来观看他们的演出，盛
况空前。他们后来又加演了三场。而去年8
月，泥乐脱口秀与笑果文化达成合作，成为
笑果文化第一轮战略合作的脱口秀俱乐部之
一。

除了泥乐脱口秀俱乐部，济南脱口秀
俱乐部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专业脱口秀俱乐
部。该俱乐部致力于挖掘本地脱口秀编、
演人才，推广脱口秀文化，引领泉城最前
卫、最时尚的快节奏爆笑娱乐潮流。“我
们2017年10月份首次演出，因为很时髦，第
一场就爆满。”济南脱口秀俱乐部创始人
大伟介绍，他们的主剧场在泉城路济南国
际时尚创意中心，120余张门票几乎场场售
罄。今年3月份，他们还进驻了玉函银座鲁
商享空间。

“其实这个市场还是挺大的，根据我们
的统计，我们的粉丝中90%以上是年轻人，
女性占比较大。”大伟觉得，济南的脱口秀
市场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终于在济南看到开心麻花演出了！”
去年11月27日晚，印象济南·泉世界内罗芙
威宫宴会酒店热闹异常，由开心麻花团队专
门为济南创作的爆笑互动体验剧《敖门笑
宴》吸引了大量观众。整个剧目打破原来舞
台剧形式，更加注重济南本土文化，有众多
济南元素，现场还准备了宴会菜品供观众吃
喝，为济南市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文化娱乐
体验。按照计划，开心麻花团队每个月将在
这里演出2-4场。

而去年9月17日，在首届中国国际文化
旅游博览会现场，济南高新区管委会、开心
麻花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开心麻花将在济南高新区设立剧院
运营公司、打造山东总部基地并运营高新区
文化中心剧院。未来3至5年内，开心麻花将
在济南运营3至5家剧院，并将其中具备条件
的剧场建设为山东总部基地的创作排演基
地，预计每年举办和输出的商业演出总量不
少于500场。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根和魂。再现
“曲山艺海”盛景、助推“文化济南”建
设，是900万济南人民的希望，也是这座历
史文化名城城市能级提升的需要。近年
来，济南市文化事业不断提档升级，泉城
文艺精品剧目获得省部级及国际大奖120余
项，京剧《项羽》、话剧《泉城人家》入
选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并分获文华大奖特
别奖、文华优秀剧目奖；济南市杂技团获
第十届全国杂技比赛最高奖——— 金菊奖杂
技节目奖、法国明日世界杂技节金奖以及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国际泉水文化
景观城市联盟会议、山东文博会、全国非
遗曲艺周等一系列高端会议活动在济举
行；济南被确定为中国非遗博览会永久举
办城市……

“曲山艺海”济南府，老树已出新芽。当
然，“曲山艺海”重现，政府还得再加
把火，除了引入大品牌，也需要加大
对本土曲艺表演团体的支持力度。

德云社山东项目开始施工，开心麻花山东总部将落户济南高新区，脱口秀俱乐部、各类

传统曲艺演出也都越发活跃———

“新曲山艺海”，济南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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