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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莽莽北流而生九河，

河间因在“九河之间”而得

名，又因“毛诗”故里而声名

远播。2000多年来，诗经文

化在这片广袤大地上薪火传

承。今天，河间域内依旧有诗

经村、三十里铺、毛公祠等很

多和《诗经》有关的地方，君

子馆村就是其中之一。

10月14日，由沧州市文广

旅局、河间市文广旅局主办，

沧州市群艺馆承办的“诗经之

乡美名扬”——沧州市“秋季

村晚”示范演出《诗经》主题

演唱诵读音乐会来到君子馆

村，为当地群众献上了一台

《诗经》文化盛宴。其中，9首

《诗经》相关音乐作品全部为

我市文艺工作者原创。

从演出开始到结束，记者

一直被这场村晚台前幕后的故

事感染着、感动着，无处不在

的“诗情”让传统与现代的这

次碰撞显得耀眼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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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向阳郎向阳：：

笑从生活来笑从生活来笑从生活来
本报记者 哈薇薇

““毛诗毛诗””故里唱响故里唱响《《诗经诗经》》
———沧州市—沧州市““秋季村晚秋季村晚”《”《诗经诗经》》主题演唱诵读音乐会河间演出侧记主题演唱诵读音乐会河间演出侧记
本报记者 魏焕光

喜欢相声的沧州人对郎向阳一定不陌生，他是我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相声代表性传承人、天乐祥曲艺社“班主”。他对相声艺术热爱

并坚守了40年，如今他的儿子郎骏尘也初出茅庐，在国家级相声舞台

上斩获大奖。近日，记者就相声与本土文化的结合、相声教育、传承

与发展等问题对他进行了专访。

大运河文化论坛·让诗经文化“活”起来

郎向阳郎向阳

村民广场唱起“两千年前的歌”
小村庄诗情洋溢

10月 14日演出当天下午，君子馆村党
群服务中心广场上人头攒动，电子大屏的背
景舞台搭建得简洁而美观。君子馆村和周边
村的村民络绎不绝来到现场，一边谈笑风
生，一边等待着演出开始。下午 3时 30分，
随着开场歌舞《诗经礼赞》前奏响起，广场
立即被如海的诗情围拢。依偎在大人怀里撒
娇的孩子、正在说笑的人群、售卖糖葫芦的
生意人瞬间被舞台吸引。温暖的秋阳、绚丽
的服装、古雅的乐调，千年古曲焕发出灼灼
生机，奏出奇异而新颖的旋律。

开场歌舞后，我市青年歌手袁冰演唱的
《国风·邶风·简兮》、河间第一实验小学学生
表演的《诗经娃》、歌手穆洋和刘飞演唱的
《国风·郑风·子衿》、女声小合唱《小雅·鹿
鸣之什·伐木》等节目陆续亮相。2000多年
前古人的歌吟再次被演员们尽情演绎，歌唱
着《子衿》的情意绵绵，歌唱着《黍离》的
哀婉悲怆，歌唱着《击鼓》的铮铮豪情……
这歌声在向《诗经》致敬，唤起观众对先民
生活的回忆、对脚下故土的敬畏之情。

演唱了《国风·邶风·燕燕》的吕京芝，
走下舞台后一脸兴奋。她告诉记者，这首歌
乐景哀情相互映衬，把送别情境和惜别气氛表
现得深婉沉痛。《诗经》歌曲是音乐和文学的
完美融合，既具备了艺术的美感，又表达了人
们最原始的情感，唱起来非常有共鸣。

沧州市群艺馆副馆长石松林说，这次演
出是今年我市“四季村晚”和“乡村文化
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群众艺术
工作者用艺术点亮乡村、助力乡村振兴的一

次有益尝试。演出以《诗经》原创音乐作
品为主，加上传统的歌诗诵唱和《诗经》
朗诵节目。依据《诗经》编成的现代歌曲
来到君子馆村演出，是相隔 2000多年后传
统与现代的一次文化交融，具有极其特殊
的文化意义。

诗经文化融入乡风民俗
“毛诗”发祥地抒写千年诗情

正如石松林所言，君子馆村与 《诗
经》的确有着长达 2000多年的不解之缘。
诵唱《国风·王风·黍离》的演员王贞国，
是距君子馆村几里地的东诗经村人，热衷
书画和诗经文化的他，在演出后向记者说
起了当地几个村庄和《诗经》的深厚渊源。

他说，孔子删定《诗经》后传给了子
夏，又几经传承传给了毛亨。然毛亨生不
逢时，遇始皇“焚书坑儒”，遂从鲁地逃至
相对荒僻但水草丰美的武垣县 （今河间
市，当初属赵国的北部），隐姓埋名，聊度
余生。时代巨变，随着西汉政府废除秦始
皇焚书时所颁《挟书律》，毛亨才重新著

书，整理编纂《诗经诂训传》，并口授给侄
子毛苌。毛亨去世后，毛苌接过诗学旗帜，
在这一带讲经传诗。汉景帝时，河间王刘德

“实事求是，修学好古”，对能够讲解诗经的
毛苌礼遇有加，封为博士，为他建“君子
馆”，让他安心传授弟子。后来传诗的鲁、
齐、韩、毛四家中只有毛诗流传下来，尤显
珍贵。为纪念毛亨、毛苌保护传播诗经的伟
大功绩，当地人把毛苌最初讲解《诗经》的
村子改名叫“诗经村”，刘德为毛苌讲经建
的“君子馆”渐渐形成村落，命名为“君子
馆村”，毛亨生活居住过的村子取“崇敬河
间王刘德”之义改叫“崇德里”，清雍正年
间方改为今天的村名“三十里铺”。

听完王贞国的讲述，历史变得更加触手
可及。与《诗经》有关的这几个村子相隔数
里，鸡犬相闻，阡陌相通。人们行走的村
道，或许就是当年小毛公的讲学之路，他不
为碎银几两，只为天地立正心，为往圣继绝
学，每天早出晚归，传诗授道，方使《诗
经》在这里保存下一颗火种，在后世燃遍华
夏神州乃至世界。

与《诗经》的风光无限相比，这片毛诗
的发祥地似乎偏僻落寞了些。可转念一想，
或许正是这种功成不必在我的品格才孕育出了
《诗经》文脉，才使诗经文化虽遭重挫而力量
积蓄，最终绽放光芒、泽被后世。君子馆村党
支部书记杜亚明说，至今，当地村民还深受诗
经文化影响，孩子取名、婚礼形式、相互交谈
时还有着深刻的《诗经》烙印。

演职员来自文化志愿者和业余演员
因弘扬诗经文化结下诗情

这场村晚的演员既有孩童也有老者，人

数近 120 名，阵容庞大、表现不俗，但令
记者意外的是，他们都不是专业团体的演
员。

现场导演赵春伟告诉记者，这些演员
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文化志愿者和业余文艺
团体的爱好者，但他们都具备专业的表演
水准。为了今年 6月的 《诗经》 音乐会首
演和这次登台，他们冒着酷暑排练，不计
报酬甚至自费购置演出用的汉服，表现出
了很高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积极性。

整台村晚的作曲编曲、我市著名音乐
家常连祥，也将演出的成功归结为大家的
精诚合作、无私奉献。他说，全体演职人
员对故乡和艺术发自内心地热爱，从各个
岗位、各个地方走上同一个舞台，他写的
曲调加入了大家对《诗经》的个人理解后
被演绎得更加完美。歌伴舞、诗朗诵、男
声小合唱、女声小合唱、男女声二重唱、
女声独唱、男声独唱等多种演唱形式异彩
纷呈，令人回味无穷。

曾受教于常连祥的演员刘飞，是沧州
市实验小学的一名音乐教师，他用低沉浑
厚的歌喉把《子衿》思念之情表现得淋漓
尽致。他说，在常连祥老师弘扬家乡文化
精神的带动下，他和搭档穆洋加入了这个
演出团队，并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磨合，从
动作、站位、表情都进行了切磋。他说，
能担负起弘扬诗经文化的新使命、回报老
师的培养，感到很光荣。

《诗经娃》节目的领队、河间市第一实
验小学校长赵增成告诉记者，他们学校作
为沧州国学院《诗经》传承基地，始终以
传承诗经文化为己任，每学期各班都会举
办《诗经》诵读比赛，让每一名学生从小
在心中种下诗的种子。今后他们会开展更
加丰富多彩的诵《诗经》、写《诗经》、画
《诗经》、剪《诗经》、唱《诗经》、演《诗
经》等系列活动，把《诗经》这一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河间市文化馆馆长闫亚州畅谈了观后
感，他说，《诗经》以艺术的形式走进《诗
经》故里，为河间和沧州打造诗经文化名
片营 造 了 更 加 浓 厚 的 氛 围 。 传 承 《诗
经》 既要有学术也要讲艺术，既要讲形
式更要重内涵，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
古，要把诗经文化中那种质朴的人文精
神植入群众心田。河间文化馆正在搜集
整理关于 《诗经》 的文艺节目，进行线
上展播。

接受采访时，演职人员的每句话都离
不开 《诗经》，他们因 《诗经》 诗情而走
到一起，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日暮
时分，演出团驱车离开君子馆村，但诗经
文化还会永远留驻在这片土地上。因为在
人们心目中，《诗经》已经不再是一部书，
而是一个象征，一个地方文化的象征。这
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让解读它的人
流连忘返。

全国获大奖 传承代有人

记者：郎骏尘最近在国家级的相声舞台
上获了奖，作为父亲，您有哪些感想？

郎向阳：我很欣慰，因为毕竟孩子学习
实践了这么多年，能获得国家级舞台的认
可，对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他现在
在西安说唱团。今年9月，参加了第十四届北
京青年相声大赛并进入决赛，作品《我是音
乐家》 获得三等奖，是其中年龄最小的演
员。10月5日，又获得了第四届马季杯全国大
学生相声展演的传承才俊奖。相声表演近200
对演员，26对进入决赛，他和他的搭档凭借
自己创作的传统相声《同仁堂》获得了传统
赛道的奖项，还是很值得祝贺的。

记者：您在孩子学习传承相声上，有什
么独特的教育方式？

郎向阳：学习相声，尤其是在初期，是
很枯燥的，很多东西都得一点一点背，节
奏、气口、高低等等都得琢磨，一点点掌
握。毕竟是小孩子，学着学着就烦了，也想
跑出去玩，有时候我气急了，是真说真打。
不过，等到学入门了，看得出来这孩子还是
很喜欢相声的，他的竹板打得好，吉他也弹
得不错，他对相声有着自己的理解。尽管我
们的思想时有碰撞，但我愿意和年轻人探
讨，因为他们才代表这个时代未来的方向。

记者：沧州相声已列入非遗，那么在传
承这方面您都做了哪些工作？

郎向阳：为更好地传承相声这门艺术，我于
2015年创办了沧州天乐祥曲艺社。2016年，又创
办了沧州天乐祥曲艺学校。

从 2016年起，除疫情外，天乐祥曲艺学
校每年招收小学员200多名，最小的六岁，最
大的十五六岁，主要开设包括快板、相声、
朗诵、表演、评书等7门课程，极大地弥补了
相声人才短缺的状况。我们还经常走进学
校，义务传授相声，为孩子们辅导相声创
作、快板、故事、情景剧等，也获得了多个
国家级和省级奖项。

孤木难成林 笑从生活来

记者：您最初学习相声是什么机缘？学
习中遇到过哪些困难？

郎向阳：一开始就是听收音机，听完一
遍，下一遍得等人家播。后来有录音机了，
可是看不到文本，有的句子就靠猜，尤其是
贯口，说得又快，有的时候听不太清，到底
这菜名叫什么呀？这地名叫什么呀？所以又
怕背错了。再有，因为看不到图像，观众笑
了也不知道笑什么，所以就很苦恼。

记者：您学习过程中是否遇到过恩师？
受到哪些启迪？

郎向阳：马志明是马三立相声大师的长
子，从辈分上来说，他是我的师爷。他说过一
个词叫孤艺难成，给我很大的启发。就是说你
只会一样很难能够大成。尤其相声还是个杂
学，你一定要多会几样，而且会的这几样都要
达到一定的程度，它们互相之间才能嫁接，才
能有火花。

记者：您创作的第一个相声作品是什
么？您认为如何才能创作一个好的作品？

郎向阳：我写的第一个相声叫 《武乡
赞》，因为我会一个贯口叫《论拳》，就是报
拳名，能说一百多种拳，和报菜名的形式差
不多。我就依托这个节目，写了《武乡赞》，
这个作品在市群艺馆张占军老师的指导下，
参加了 1992年第二届武术节的演出，还获得
了河北省的三等奖。

作家贾平凹说，好好生活，坐下来就有
写不完的东西。对于相声来说，说相声、学
相声，就建立了一套有关相声的思维模式。
当你看到一件东西的时候，就会从喜剧的角
度去分析它，如果它符合一段喜剧的架构，
可能就是一个好相声。好多人有一个误区，

觉得经历一个什么事特搞笑，拿过来就可以
写一个相声，其实不是所有生活中可乐的事
都能搬上舞台的。

我认为要想写好相声的第一步，就是按
照相声的技术和手段去观察生活。大道边
儿、小道沿儿发生点什么事，我们看到了，
然后记在心里，经过加工、总结，形成相
声，最后把它呈现在舞台上。

运河畔采撷 创作本土相声

记者：这么多年您写了很多有关沧州以
及运河主题的相声，能举几个例子吗？

郎向阳：在与本土文化结合上，我写过
一系列的相声段子。比如一个是关于纪晓岚
与乾隆皇帝在运河上乘船路过捷地的传说。
传说船正行至捷地，乾隆正好睡醒，问纪晓
岚此处地名是什么？但沧州方言把捷地读成
jué dì，听起来不吉利，纪晓岚灵机一动，说
了一句，回皇上：此处名叫“醒龙镇”。乾隆
虽知是纪晓岚随口瞎编，但也龙颜大悦，决
定下船察看，并在这里题词，留下了乾隆御
碑，所以我就把这个传说编进了相声，取名
乾隆下船。因为有沧州的元素，观众听着分
外亲切，台上台下就有了互动和共鸣。

比如过去运河边上吆喝“倒两梢”，干嘛
呢？卖水。从运河挑到岸上就值一个铜板
了。然后往城里走，缸市街、书铺街、晓市
街，这时候就卖两个铜板了。接着我又把它
加入了人情、人性的部分，进行了再创作。
比如卖水的这个人人缘好不好，扁担一上肩
膀就能看得出来。人缘好的是扁担一前一
后，抬腿就走。人缘不好的，他得把扁担横
在肩膀上，两个水桶不能离开视线。为什么
呢？如果这个人往常说话总吹胡子瞪眼，看
见别人摔倒了，他哈哈一乐，水故意不给人
打满了，说半路上晃洒了，那么这样的人，
小孩们就饶不了他。比如抓把土、扔只破
鞋、来只死耗子，一分钱你也卖不了。根据
这个资料我写过一个评书，叫 《三代运河
情》，就是从运河中挖掘人情、人性的东西，
观众听后的反响也是非常不错的。

学艺长能耐 提升相声品位

记者：在相声传承中，您和弟子们说得
最多的是什么？

郎向阳：在传承方面，和儿子、徒弟们
说得最多的就是有多大水和多少泥，你要想
拿这泥盖一座房子或者造一座宫殿，你得有
多少水啊。你会 10 段相声，那你在写的时
候，能写出一个什么作品来，你会100段，你
就能写出一个比会 10段强 10倍的东西来。话
糙理不糙，你继承了多少水，你就能开创多
少“泥”。

记者：面对整个相声界的发展状况，您
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郎向阳：现在比较担忧的就是，台上的
相声越来越不像相声了，几个“垫话”放在
一块，最后入“正活”的时候，也就是真正
说这段相声的时候，就没能耐了。“正活”的
部分，三五分钟就说完了，名字还叫这个名
字，羊上树还叫羊上树，前面就是为了效果
而效果，很浅的东西在前头，就失去了艺术
的完整性。思想性、知识性、观赏性、艺术
性都不考虑了，只考虑趣味性，这是不对
的，降低了相声的品位和艺术水准。

本报讯 （记 者 魏焕光） 日前，墨聚沧
海——田玉洲书画篆刻作品展在沧州博物
馆开幕。

田玉洲祖籍沧县，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沧州市美协副主席，主攻文人大写意画艺
术，诗书画印修养全面。擅画猛禽、蝈蝈、花
鸟、鳞介果蔬兼及山水人物，画风放逸沉雄质
朴典正、洒脱秀润自然清新。美术作品曾被某
些单位和个人收藏并入编数十种画集，被国内
多家出版社出版发行。有《连年有余》《工笔
猛禽画法》等多部个人专著和《画鹰浅说》

《国画艺术二十四品》等学术论文发表。提到
书法、篆刻、画作三者的关系，田玉洲告诉记
者，“书画同源”，书法是中国画的基础，从书
法中画家可以汲取营养，增进画作的神韵，而
篆刻则能让画家的笔力中透出一种“金石
气”，三者是相辅相成的。

此次展览展出了田玉洲 40多年来各个时
期的书画篆刻作品约 120幅，涵盖诗文、书
法、山水画、篆刻等多种艺术形式，较为全面
地展现了他在艺术上多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展
出将于10月30日结束。

田玉洲书画篆刻作品展开展田玉洲书画篆刻作品展开展田玉洲书画篆刻作品展开展

演员演唱演员演唱《《国风国风··郑风郑风··子衿子衿》》 汪海升汪海升 彭彭 坤坤 摄摄

11

33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