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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的故事，犹如西河
大鼓那激荡的鼓点，回响在
耳边。从她身上，我们看到
的不仅是一位西河大鼓传承
人的成长，更是一个民族传
统艺术的韧性和活力。她的
坚持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
传统并不意味着陈旧，传统
是时间的馈赠，是历史的积
淀。

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
李雪的选择提醒我们，每一
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文化传承
的使者。正如她以鼓声穿越

时空，我们每个人也能用自
己的方式，跨越障碍，将那
些 熠 熠 生 辉 的 遗 产 带 到 未
来。

让我们致敬每一位“李
雪”，致敬那些坚守初心的
人。在他们的坚守下，古老
的文脉得以延续，在他们的
心 中 ， 文 化 的 火 焰 永 不 熄
灭。只要有人愿意倾听，那
古 老 的 鼓 声 就 永 远 不 会 消
失，就会不断激励着新一代
人去发掘、去热爱、去传承
我们的文化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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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魏焕光） 近日，《中华读书报》发布
“十年百佳童书书目”，我市儿童文学作家赵卯卯的作品
《我的，我的》入选。

小说《我的，我的》讲述了一个9岁患病男孩在面对
病痛与死亡、孤独与友谊、爱与遗忘等问题时，从心有不
甘、坚决抵抗转变为释然接纳的过程，展现出作者对真善
美的呼唤以及对生死问题的深入思考。这部小说于 2022
年10月出版，曾获2022年度中国好书、第十八届文津图
书奖、第五届张天翼儿童文学奖等荣誉。

近年来，赵卯卯致力于儿童文学作品创作，关注
儿童内心世界，助力孩子成长。截至目前，她的作品
已达 20多部、60多万字。

本报讯（记者魏焕
光）南皮县集北头村的
民国江苏都督刘之洁的
宅第，是沧州域内为数
不多的名人故居之一。
日前，南皮县相关部门
考察故居现状并研究保
护方案时，在现场发现
了其建造于清代的确凿
证据，同时故居的修复
工作也有了时间表。

刘之洁故居被当地
人称为“都督府”，因
其主人刘之洁曾任江苏
都督而得名，人们之前
普遍认为“都督府”是
民国时期的建筑。近
期，南皮县相关部门的
工作人员在故居现存主
体建筑里发现一处藏宝
阁，阁内残存的文字成
为推算“都督府”建造
时间的新依据。

新发现的藏宝阁位
于客厅大门内南墙东
侧，内贴一张残纸。经

“都督府”修复保护论
证委员会成员祁凌霄仔
细辨认，确认这张残纸
是一张光绪年间的灶王
图。图上残存日历、节
气等文字信息。根据民
间习俗和灶王图的传统
样式，他推测出这些文
字应是“上天言好事”

“西南太岁”等。
祁凌霄说，他起初

将图上的年份推定为
“光绪三十三年”，但这
个结论与灶王图上的节
气信息不符。于是，他
又按节气重新进行了复
杂推算。另外，因光绪
二十二年恰是丙申猴
年，且民间认为这一年
太岁在西南，祁凌霄最终推定图上的年份为光绪
二十三年（1897年）。同时，我国北方民间贴新
灶王图的日子一般在农历腊月二十三这天，所以
贴图的时间应为图上标注年份的头一年年底，即
1896年年底。他由此推测，“都督府”建成于
1896年或更早，属清代建筑。

按民间习俗，灶王图应年年焚旧换新，但
“都督府”内发现的图却没换过，且贴图的房
间并非厨房。这些都说明，贴这张灶王图的房
间兼有其他功用，或许是藏宝处。对于这种推
测，集北头村人、我市作家张国中说，这个藏
宝阁原来是密封的，新中国成立后，夜里曾被
人撬开，里面的珠宝被盗走，这件事很多村民
都知道。张国中的讲述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个房
间或为藏宝处的推断。祁凌霄说，集北头村清
代出过不少进士、举人以及众多文人学者，民
国以来更是涌现出江苏都督刘之洁、在东南亚
传播中国武术的刘云樵、《北京科技报》创始
人刘毓轩、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作
者刘西林、武术家李健吾等名人。因此，“都
督府”是南皮乃至沧州的一处重要历史文化遗
产。

“都督府”历经风雨，现状堪忧，《沧州日
报》《沧州晚报》曾多次呼吁对其进行保护修
复。近年来，南皮县相关部门进行了一定程度
的维护，今年又把对“都督府”的实质性修复
提上日程，并做了专家研讨、科学论证、筹措
资金等大量前期工作。下一步，相关部门将本
着“修旧如旧”的原则，恢复这处名人故居的
旧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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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之洁故居 资料片

日前，由文化和旅游部、河
北省政府主办的第三届全国曲艺
木偶皮影优秀作品展演在邯郸举
行。在我市选送的西河大鼓《我
是说书人》节目的演出现场，演
唱者李雪身着华服，挥动鼓箭
子，演唱一气呵成，这个节目也
最 终 被 评 为 “ 优 秀 剧 （节）
目”。这一刻，李雪的名字与西
河大鼓相映生辉。

鼓声穿越时空

家住河间的西河大鼓省级代
表性传承人李雪，是一名“80
后”。近年来，她致力于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西河大鼓的
传承工作，创作并演唱了《大运
河新画卷》《钟灵毓秀美河间》
《幸福的记忆》《春满中华》等20
余个作品，以曲艺形式歌唱家乡
和新时代的变迁。她也因此先后
获得第十三届河北省文艺振兴
奖、第四届京津冀曲艺邀请赛

“最佳表演奖”等诸多荣誉。这
一切都是对她坚持传承的最好回
馈。

李雪出生于曲艺世家，自小
耳濡目染，深受西河大鼓艺术的
熏陶。她的外祖父张金贵是西河
大鼓朱派第三代传人，她的母亲
张领娣则是西河大鼓赵派第四代
传人，同时也是西河大鼓国家级
代表性传承人。在两位长辈的影
响下，自 6岁起，李雪就开始学
唱西河大鼓，走上了从艺之路。

在李雪的记忆中，童年的时
光总是与西河大鼓相伴。别的孩
子与玩具为伴，她的玩伴却是月
牙板和鼓箭子。每当母亲在家练
习新段子时，李雪总在一旁默默
跟学，听着母亲反复吟唱，逐渐
学会了这些曲目。母亲不在家
时，她会偷偷穿上母亲的演出
服，站在小凳子上模仿母亲的表
演。上学后，尽管学业繁重，李
雪依然利用周末时间对着镜子练
习手势、站姿和眼神，一练就是
半天。

随着年龄的增长，李雪唱得
越来越动听。有一次，母亲在台
上唱，她在后台跟着唱，她的声
音意外地吸引了许多观众的注
意，大家纷纷称赞她唱得跟妈妈
很像。13岁时，李雪在河间市举
办的“少儿才艺大赛”中登上了
梦寐以求的舞台，演唱了西河大
鼓《狸花猫》并获得“最佳才艺
奖”。这份认可让李雪更加坚定
了传承西河大鼓艺术的信心，她
梦想着有一天能够站在更大的舞
台上展示自己。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李雪抓
住每一个机会来提升自己的技
艺。2018年，她前往天津北方曲
校参加了中国非遗传承人群（曲
艺鼓曲） 研培班的学习。白天，
她早早来到课堂，主动上台演唱
示范，晚上回到宿舍，还会翻看
笔记与其他学员探讨，寻找不足
之处。经过不懈努力，李雪逐渐
掌握了各个流派的演唱技巧。

2019年，她正式拜在家住石
家庄的西河大鼓名家宋玉娥门
下，不定期从河间开车去石家庄
向师父请教，技艺更加精湛。

以使命感传递薪火

“‘燕京八绝’誉九州，名
满华夏竞风流，承古烁今风姿
秀，技压群芳占鳌头。”9月 23
日，在河北省第八届旅发大会
上，李雪和其他几名演员表演的
西河大鼓《燕京八绝赞》让人耳
目一新。

为了让西河大鼓这一古老的
艺术焕发新光彩，李雪始终坚守
初心，致力于传承与发展。

然而，李雪的传承之路并非
一帆风顺。随着社会的快速发
展，传统艺术逐渐淡出了人们的
视野，西河大鼓面临着失传的危
险。李雪说，有一次，她参加一
个演出，台下的观众全是满头白

发的老者，她不禁问自己：“这
门艺术真要失去年轻观众了
吗？”一种强烈的使命感驱使着
她思考如何使西河大鼓被更多年
轻人接受。

经过思考，李雪认定，只有
让青少年真正感受到西河大鼓的
魅力，才能激发他们对这门艺术
的热爱之情。

2008年起，她每年通过各种
渠道开设西河大鼓培训班，让这
门艺术走进更多年轻人心中。在
教学中，李雪注重寓教于乐，将
有趣的故事情节融入课堂。《蒸
年糕》是西河大鼓的经典唱段，
讲述的是一个由儿媳妇偷吃年糕
引发的家庭趣事。李雪通过讲春
节风俗并辅以生动表演的方式，
让学生们在欢笑中理解并记住唱
词。

为了让学生们练好丁字步，
李雪常常和学生们一起贴墙站
立，一边站一边念：“头顶一炷
香，肩横紫金梁，板在肋下藏，
脚踩丁字步，注视正前方。”有
一次，李雪不小心崴了脚，但她
仍然坚持给学生们上课，即使需
要坐着教，她也不放弃。“我从
未对教学生这件事感到烦躁，看
到有人喜爱西河大鼓，我心里特
别高兴。”李雪说。

李雪希望西河大鼓不仅能走
进校园，还能走向更广阔的世
界，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爱上这项
传统艺术。在她的指导下，目
前，千余名学生走进了西河大鼓
的艺术之门，有的学生还考上了
艺术类高校继续深造。

除了教学，李雪还利用一
切时机传播西河大鼓艺术。在
河间市文化旅游公司担任讲解
员时，李雪常向来宾介绍河间
歌诗和西河大鼓。和其他人不
同，她经常边走边唱，生动的
讲解常引来阵阵喝彩。一次，
一位外地游客听说李雪会唱西
河大鼓，专门找到她说：“河间
是西河大鼓的发源地，您要是
能给我们唱上一段，这趟河间
我们就来得更值了！”李雪二话
没说，立刻唱了一段，既满足
了外地游客们的要求，也宣传
了地方文化。

借调到河间市非遗传习所
后，李雪的演出活动多起来。不
管走到哪里，她都能和曲迷打成
一片，尽量满足粉丝们的演唱要
求，她也因此收获了一批“铁
粉”。这些粉丝不仅是她的听
众，更是西河大鼓艺术的守护
者，他们和李雪一道守护着传统
曲艺的精神家园。

2014年秋，首届“中国河间
西河书会”开幕，李雪全身心投
入到书会的接待及表演工作中。
至今，她已连续参加了十届大
会，并多次被西河书会组委会评

为优秀演员和优秀组织工作者。
李雪说：“历史文化是城市

的灵魂，我们要像珍惜生命一
样珍视和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
产。我为自己是一名传承者而
骄傲，传承西河大鼓是我一生
的使命。”

下一步，李雪计划建立一个
“西河大鼓展示园”，为老艺人和
学生提供一个固定的演出和教学
场所，吸引更多人加入传承西河
大鼓艺术的行列。

传统与现代相交融

李雪深知，若想让西河大
鼓这门古老的艺术焕发青春，
必须不断创新。为此，除了学
习和表演经典唱段，她还积极
编排新段子。对于创新性发
展，李雪有着自己的理解：“创
新不是完全打破旧的，而是灵
活运用传统技法，并在作品中
融入现代元素。”

李雪与已故西河大鼓词作
者刘子敬共同创作的 《我是说
书人》就体现了这一点。“我一
人就是一台戏，既有将来也有
兵……有文有武有奸有忠，我能
叫数九隆冬下透雨，我能让六月
的天气大雪冰封……”这些唱词
写得诙谐幽默，让听众能在欢笑
之余感受到说书艺人的艰辛与不
易。

《幸福的记忆》也是她参与
创编的优秀作品，由京津冀三地
艺术家联合打造。作品采用了北
京琴书、天津时调与河北西河大
鼓三种艺术形式，反映了新中国
成立初期京津冀20万劳动大军修
建密云水库的过程。此作品首次
在一个节目中同时采用了 3种曲
艺形式，且中间用合唱方式衔

接，展现出大胆的艺术创新精
神。

此外，李雪还积极探索数
字化传播路径，通过网络平台
发布教学视频，让更多年轻人
能在家中自学西河大鼓。她借
助新媒体力量，制作了一系列
关于西河大鼓的微纪录片，令
古老的艺术形式经现代传播展
现风采。

李雪坚信：越是民族的就越
具世界性。她希望西河大鼓成为
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

为将这份宝贵的遗产推向国
际舞台，她积极参与全国各地的
文化交流活动，使西河大鼓越来
越多地走进大家的视野。

2018年，在首届内蒙古旅游
产业博览会开幕式上，李雪现场
演唱了一段西河大鼓，外国与会
嘉宾被这种独特的中国民间艺术
深深吸引。“Very good！”“It’s
beautiful！”听完她的演唱，许多
外国友人起立鼓掌并发出赞叹。

这就是李雪，一位“80后”
“老”艺人。在传统艺术受到冲
击的当下，她的努力显得尤为可
贵。她接过先辈的接力棒，开始
艺术的长跑；她开设网络课堂，
用现代手段弘扬传统艺术；她坚
持“走出去”，让鼓声响遍全国
各地；她的每一次出场，都是对
传统的致敬与召唤。

对于未来规划，李雪充满信
心与期待。她将继续发挥自身专
业优势，创作更多富有时代感的
优秀作品，践行与时俱进的文化
自觉与责任担当。同时，她会继
续探索西河大鼓与其他艺术形式
相结合的可能性，努力拓宽其发
展空间，让这一珍贵遗产得到更
好传承与发展。

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如今
的李雪依然每天坚持练习一个小
时唱功。除了自己练习，她还带
着儿子钟一玮一起学习。李雪
说：“西河大鼓就是我的全部，
我愿意用一生去热爱它。” 我身边的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