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雪——
网友：西河大鼓进校园活动，让更

多学生接触到这一本土曲艺，但就此走
上专业道路的人却屈指可数。如此看
来，这项活动还有意义吗？

李雪：曲艺进校园的意义，不仅仅
是发掘好苗子，更重要的是推广。就像
庄稼离不开土壤，任何曲艺都需要群众
基础。想要西河大鼓更好地传承下去，
不但需要培养专业艺人，也要培养大量
喜欢听、听得懂的受众。

@白金磊——
网友：如何看待商业化运作在非遗

传承中起到的作用？
白金磊：我赞成“以商养艺”的观

点。传统手艺之所以能传承至今，一个

主要原因就是能让艺人吃饱饭、挣到
钱。在非遗项目的保护上，不能只靠政
府输血，还要想办法助其造血。但“以
商养艺”也要掌握好度，避免过度商业
化对传统手艺造成二次破坏。

@卢磊——
网友：和普通民间表演相比，登上

国庆庆典这样的大舞台，有什么特殊之
处？

卢磊：仅从数量上就能看出二者
的不同。我每年参加的民间演出超过
200 场，而像国庆庆典这样重要的表
演，很有可能多少年也参加不了一
次。更重要的是，更大的舞台意味着
更高的曝光度，也意味着更难得的学
习交流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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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采访经历中，涉及非
遗传承的，采访对象多半是老者。
他们技艺精湛，对技艺有着超乎寻
常的特殊情感，但也大都有着相同
的担忧——人走技失。

的确，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
传承人的年龄断层，就意味着失传的
风险。

本次活动，我们选择了3个颇具
沧州特色的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
它们都有过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也

经历过后继乏人的艰难窘境，而如
今，这些老技艺都有了新一代接班
人。

我们说，非遗传承，年轻人是关
键。这里的年轻人，指的不仅仅是年
轻的传承者，也包括年轻受众。任何
一项技艺，只有让年轻人源源不断地
参与进来，让更多的人都成为见证
者、传承者，才能经受住时间的考
验，具有持久生命力。

如此看来，在非遗保护传承的过

程当中，如何激起更多年轻人对非遗
项目的兴趣，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要让更多年轻人对非遗项
目有概念、有认识。只有拥有更多受
众，非遗才能走进更多人心里。

而对青年一代的传承者来说，
他们有着更充沛的精力、更广阔的
视野和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因此
在传承非遗项目的过程中，往往能
够发挥出远超老一辈艺人的能量和
作用。除了非遗进校园、“以商养

艺”等手段，期待他们还可以让非
遗与科技结合、与创意结合、与更
多年轻人喜欢的形式结合，进而使
之迸发出新的活力，推动非遗的持
久发展。

期待更多年轻人走近非遗、热爱
非遗、传承非遗，让非遗迸发出更强
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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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狮子舞上国庆庆典把狮子舞上国庆庆典

我国舞狮有“南狮”“北狮”
之分，沧县舞狮为北狮代表，是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沧县舞
狮分“文狮”“武狮”两种，均由
两人配合完成，一人舞狮头，一
人舞狮尾。“文狮”主要展现狮子
活泼可爱的神态和嬉戏情节。“武
狮”则重在技巧，表演形式结合
了武术、杂技，难度更大。

想必大家对舞狮表演都不陌
生。每逢春节、元宵节等传统节
日，全国许多地方都会举行舞狮
活动；有些地方，店铺开张、乔
迁新居也会邀请舞狮队助兴表演。

其实，舞狮表演不只在民间
广受欢迎，在许多高规格庆典上
也经常出现。

这些年，仅是我参与过的大
型活动就有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
幕式、2009年国庆 60周年庆典、
2011年上海世博会演出、2019年
国庆70周年庆典……

其中，参加国庆 70 周年庆
典，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那是
我第二次代表沧县舞狮，来到天
安门广场中心表演区参加国庆庆
典。

排练一开始，我们就遇到了
新挑战。

一直以来，沧县舞狮全靠打
击乐的节奏感和铿锵力度，展示

“北狮”的威武刚劲。但这次，按
照节目编排，打击乐换成了歌曲
伴奏，而我们也要在表演舞狮的
同时，进行演唱。

这两点改变对沧县舞狮来说
都是第一次，也一度让我们迷失
了自我。

第一次彩排结束后，张艺谋
导演眉头紧锁，他说，沧州狮子
的风格没有了。

沧县刘吉舞狮团是靠着不断
创新才走向世界的，我们的字典
里没有“气馁”二字。我们决定
迎难而上。

那时，队员中流行一句话：
“不会唱歌的狮子不是好狮子！”
大家除了训练，就是背歌词、练
唱歌。为了获得更好的表演效
果，经过与节目编导反复沟通协
商，我们对动作编排进行多次修
改、改进，还增加了群体托举等
高难动作。

那时正值三伏天，狮衣足足
有4公斤重，3分钟的节目一遍遍
练下来，背心能拧出水来，每个
演员的脚上都磨起了水泡。在 3
个月高强度训练中，队员们每天
练12个小时，每个人穿坏的球鞋
多则7双，少则3双。有的队员瘦
了15公斤，有的队员带伤上阵。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北
狮”刚柔相济、活泼热烈的表演
风格又回来了。面对节目组竖起
的大拇指，队员们绷了多少天的
脸有了笑容。

2019年 10月 1日晚，当音乐
响起，身边所有人都欢呼雀跃起
来。我看到队员们的眼睛里无不
含着泪珠。那一刻我意识到，我
不但把沧县舞狮舞上了国庆庆
典，还见证了祖国的发展与强
大。这将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记
忆。

我所在的沧县刘吉舞狮团，
是一支由农民组成的表演队伍，
已有40多年历史，更有着“北狮
王”的称号。

为传承沧县舞狮技艺，我们
在 2007 年创办了刘吉舞狮传习
所，免费培训，免费提供食宿，
培养了数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
员。除此之外，我们还经常到学
校免费传授舞狮技艺、普及舞狮
知识。我们不但常年送文化下
乡，为广大百姓奉上精彩的舞狮
表演，还多次跟随省文化厅到美
国、法国等国家进行文化交流。
并通过参加全国舞狮比赛，提高
沧县舞狮的知晓度，让这一古老
技艺有了很好的发展。

这些努力让沧县舞狮有了一
大批新生力量。目前，沧县刘吉
舞狮团正式队员已发展到近百人。

今后，我们将继续以弘扬和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己任，走
好文化发展之路，把沧县舞狮技
艺发扬光大。

你问我说你问我说

知 言

那鼓声是我的命那鼓声是我的命

李雪 35岁 西河大鼓市级传承人

西河大鼓是沧州土生土长的曲艺
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2006
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其表演形式为一人自击铜板
和书鼓说唱，另有专人以三弦伴奏，
唱腔简洁苍劲，风格似说似唱，韵味
独特。

我是听着西河大鼓长大的。
我出生在曲艺世家，外祖父是西

河大鼓朱派第三代传人——张金贵，
母亲是西河大鼓赵派第四代传人——
张领娣，她也是这项曲艺的国家级代
表性传承人。

小时候，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听
母亲唱大鼓，觉得她唱得好听，敲敲
打打也特别好玩。

那时，母亲常到各地演出，为了
方便照顾，她就带着我一同前去。经
常是她在前台演，我在后台跟着唱。
有时，嫌学唱不过瘾，我就偷穿母亲
的演出服，模仿她演出的样子。演出
服很大，鼓很高，我就站到小凳子上
学，想着有一天也能像母亲一样登台
演唱。

外祖父说我有天赋，教我唱西河
大鼓，那一年，我6岁。

西河大鼓对演员的基本功要求很
高。为了练好 13 道辙口和吐字发
音，我对着镜子一遍遍练，还有手
势、身段、嘴形，一练就是半天。那
时候，我走路唱、骑车唱，做梦也在
唱，甚至把课文都编成了唱文。

在300多年的传承中，西河大鼓
有过辉煌，也一度陷入过后继乏人的
窘境。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扶
持下，西河大鼓有了长足发展，到上
世纪70年代，大鼓演员数量多达200
余人。但其后几年，演出市场不断萎
缩，演员数量也随之减少。最严重
时，河间的专业西河大鼓演员一度不
足 10人。这一珍贵曲种遭遇了传承
难题。

看着西河大鼓沦落到如此境地，
我心里难受。传承了几代人的老曲
艺，绝不能断在我们这代人手里！

自 2008年，我和母亲一起，在
河间市文化馆免费教授西河大鼓。几

年来，数千人通过这一方式，接触到
西河大鼓。

此外，我还带西河大鼓走进校
园。从 2018年起，每天 15时，我都
会到河间市第一实验小学，为那里的
师生讲课。这些年，西河大鼓先后走
进了河间市第三实验小学、沧州市车
站小学等学校，越来越多的孩子接触
到了这一本土曲艺。

有一次，我不小心崴到了脚，脚
踝肿得老高，路都走不了。恰好那天
有义务课，身边人都劝我休息。朋友
们的好意，我明白，但义务课不能
停！课堂上，我不敢用伤脚着地，全
程单腿站着，教完了整堂课。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拼，我只
想说，传承西河大鼓是我的使命，只
要大家愿意学，我就会一直教下去。

除了艺人们的努力，这些年，政
府也越来越重视西河大鼓的传承和发
展，已经连续举办了五届西河书会，
让西河大鼓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和发
展。

如今，对传统曲艺感兴趣的年轻
人不多，西河大鼓的传承仍任重道
远。我希望能到更多地方去做免费教
学，更希望不仅带非遗进校园，还要
让非遗走出校园。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我要像爱惜
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非物质文化
遗产。我是传承者，传承西河大鼓就
是我的使命。

为剪纸辞掉工作为剪纸辞掉工作
白金磊 40岁

渤海渔村剪纸第五代传承人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渤海渔村剪纸，起源于
黄骅海堡一带，内容以渔村
风物人情为主，曾是渔民祈
求平安、丰收的一种方式，其后慢慢
融入人们日常生活，成为当地人婚
嫁、过年必不可少的习俗。

我的母亲韩宝菊，是渤海渔村剪
纸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小时候，她
经常给我剪好看的窗花。在我眼里，
母亲就像魔术师一样，三五剪就能把
一张红纸变成各种好看的图样。耳濡
目染，我喜欢上了这项艺术。

大学毕业后，我在一家国企工
作，很快就升为区域经理，可谓春风
得意。而此时，渤海渔村剪纸正面临
着一些问题——贴窗花的习俗还在，
但会剪的人却越来越少，人们更愿意
去买制成品，机器生产大大挤占了手
工艺人的生存空间。

那段时间，母亲经常跟我念叨：
“渤海渔村剪纸的传承怎么办？难道
就在我这一代失传了吗？”

对母亲的担忧，我深有感触。那
一年，我始终在为一件事纠结——是
否辞职。

一边是福利待遇和未来发展都特
别好的“铁饭碗”，一边是前途未卜
却又满怀热爱的传承之路。我明白鱼
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但说实话，
无论放弃哪一个，我都舍不得。

可母亲年纪越来越大，渤海渔村
剪纸的传承，需要注入年轻一代的新
鲜活力，我有责任把这项技艺继承发
扬下去！

最终，我选择了传承。
辞职后，我三天两头往乡下跑，

搜集传统图样和与之相关的传说故
事。2012年，我拿出所有积蓄，成
立渤海渔村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研发
新工艺，到全国各地跑市场。与此同
时，我还同母亲创办了沧州市第一家
剪纸职业培训学校——渤海渔村剪纸
艺术培训学校，并和黄骅市特殊教育
学校合作，每周都会派优秀剪纸教师
去义务教学。同年，我成立渤海渔
村·韩宝菊剪纸艺术残疾人培训扶贫

基地，定期到各乡镇残联进行义务教
学。学员学成后，我们对作品进行回
收、装裱和销售，让残疾人能劳有所
得，用一技之长来实现他们的人生价
值。截至目前，我们已培训残疾学员
300余人。

但一开始，剪纸并没有给我带来
收益。前 3年，我不但赔光了家底，
还负债150多万元……为此，我成了
很多人眼中的笑话，说我剪个纸都赔
这么多钱！

但说实话，早在创业之初，我就
做好了赔钱的准备。在我看来，剪纸
技艺要想更好的传承下去，不但要让
更多人学会这门手艺，还要让它变成
可以挣钱的行当。

2015年，我策划开展了渤海渔
村剪纸进学校、进单位活动，先后在
20 所中小学开设渤海渔村剪纸课
堂，渤海渔村剪纸艺术培训学校成为
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艺术系社会实
践基地。

2016年，我和母亲受邀与黄骅
市黄骅镇共同组织策划成立了东常庄
剪纸艺术风情小镇，并建立了剪纸博
物馆、剪纸体验馆、剪纸展销馆以及
剪纸艺术中心，目前已接待游客4万
余人次。

这些年，渤海渔村剪纸艺术培训
学校共培训学员 1000余人，为剪纸
技艺储备了大批后备力量。剪纸被越
来越多的人认同，也逐渐给我们带来
收益。

如今，我们设计生产的剪纸作
品，品种多、样式新、包装精，区域
特色明显、创意内涵丰富，艺术中心
集教学、设计、研究、生产、装裱、
销售、收藏于一体，不但占领了周边
市场，更远销香港、日本、新加坡、
德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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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磊 33岁 沧县刘吉舞狮团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