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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
伊人，在水一方……”王寿增沙
哑的嗓音起起落落，将《诗经》名
篇《蒹葭》吟诵出苍老而自由的
味道。

每周五下午，72岁的王寿增
都要到行别营小学义务传授河
间歌诗（图一）。他沧桑的声音，
述说着河间歌诗的古老历史。孩
子们稚嫩的声音，展示出河间歌
诗的魅力和活力。

他是老人的“眼
睛和拐杖”

河间歌诗是汉代以来河北
民间口头文学的杰出代表，也是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王寿增与河间歌诗的机缘，
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 60年代。
当时，村里有位老人告诉他，河
间歌诗音调抑扬顿挫，极富韵律
感，不仅可以吟唱《诗经》，还可
以吟唱唐诗宋词、现代诗词。不
过，当时的王寿增对河间歌诗并
没什么概念。

王寿增 2005年从沧州十三
化建退休。退休后，王寿增回到
河间市行别营乡西庄村居住，并
加入了河间毛公诗苑协会。在这
里，他认识了河间歌诗国家级非
遗传承人，现年 82岁的裘孝信
老人。

2006 年，裘孝信要在行别
营小学办河间歌诗暑期培训班，
但他的听力、视力都不好，外出
非常不方便。王寿增听说这件事
后表示，他可以带着裘老先生去
授课。

于是，王寿增成了裘孝信
的“眼睛和拐杖”。在裘孝信给学
生们授课时，王寿增听着富有韵
味的吟唱，不禁陶醉其中，常常
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吟唱起来。

在往返于裘孝信家和学校
的路上，王寿增总是向裘孝信探
讨河间歌诗的唱腔和唱词。他觉
得，河间歌诗太有魅力了。琅琅
上口的吟唱也能加深吟唱者对

《诗经》的记忆和理解。
第一期暑期培训班结束后，

王寿增发现自己已经深深喜欢
上了河间歌诗这门古老的艺术。

到第二期暑期培训班开课

后，王寿增对河间歌诗有了深入
的思考和研究。他发现，学生吟唱
河间歌诗的声调有高有低，声音
也长短不一。让他吃惊的是，裘孝
信听到学生们节奏并不整齐的吟
唱后，并不制止或者纠正。

借着与裘孝信聊天的机会，
王寿增提出了心中的疑问。裘孝
信的回答让他找到了答案。原
来，河间歌诗由民间代代口头相
传而来，极具乡土味道。它既能
抒发个人的心情，又能抒发诗词
作者的意境。形式为一个人或几
个人对吟和唱，节拍自由散漫，
无需将其固定在某个框架中。

记唱腔，学谱曲

到 2012 年的时候，王寿增
已对河间歌诗有了更深的接触
和了解，并开始和裘孝信一起编
写培训教材。

王寿增把诗词一句一句读
给裘孝信。裘孝信加入唱腔后，
王寿增再一个调一个调地记录
下来。时间一长，王寿增也能谱
曲了。

成为河间歌诗沧州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后，王寿增
感觉自己身上的责任更重了。

在保持河间歌诗原有主旋
律的前提下，王寿增对其进行归
纳、总结，不断规范节拍，完善教
材，总结教学经验。

授课时，王寿增会根据诗词
内涵、歌诗题材和吟唱者个人特
点而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比
如，一首诗，适合舞伴歌诗，他就
打造成歌舞的形式；若个人演
唱，更能体现它的内涵或抒发演
唱者感情，表达出诗词作者情怀
的，他就用独唱、清唱的方式把
它表现出来。

经过不断摸索和改进，王寿
增采取营造诗词境界、舞台再现
歌诗情境等方式，让喜爱河间歌
诗的人多了起来。

如今，行别营小学除了暑期
培训班，每周五下午还有一节河
间歌诗传承课（图二）。每一节
课，王寿增都一句一句、一段一
段地教，再利用课下时间给那些
进度慢的学员补课。等所有学员
都学会的时候，他已经口干舌
燥，有时嗓子都哑了。

传承不能“走调”

当学生们第一次给观众表
演完河间歌诗后，有人觉得河
间歌诗既声调苍老又没有伴
舞 ，让 人 觉 得 没 有 听 点 和 看
点。也有人认为既然是非物质
文化遗产，就该将这最原始的
艺术进行还原，不能把它弄成
现代歌舞节目。

拿不定主意的王寿增开始
了寻访之路，与全国各地的吟唱

爱好者和研究者进行探讨。经过
一段时间的探寻，王寿增得出一
个结论：河间歌诗是老辈文人墨
客的吟唱活动，要传承就不能偏
离方向。

于是，王寿增开始专注于河
间歌诗的传承。他与学生们一起
吟唱，一起排练，并将河间歌诗
搬上了河间春晚的舞台。

2016 年，王寿增参加了甘
肃省举办的全国性国家级非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展 演 活 动 。在 前
台 ，他 受 到 观 众 们 的 热 烈 欢
迎。在后台，他受到艺术家们
的高度赞誉。其中，两位甘肃
的吟唱爱好者专程找到他，表
达 对 河 间 歌 诗 的 热 爱 。他 们
说，王寿增沙哑嗓音唱出的苍
老 味 道 ，将 歌 诗 演 绎 到 了 极
致。这次经历，让王寿增更坚定
了传承歌诗的信念。

10 多年来，王寿增坚持举
办暑期培训班。虽然天气炎热加
之蚊虫叮咬，他从不缺一次课。

今年，很多人宅在家中，文
化生活比较单调。王寿增便在

“红歌微信群”中教大家吟唱河
间歌诗。每周三、周日，他将河间
歌诗的录音发送到群里，再通过
视频交流进行讲解。如今，他已
在微信群里传授了《关雎》《蒹
葭》等10多个作品。

说起网上教学这种新的传
承方式，王寿增有些兴奋。他说：

“我已经迈入暮年，只要把爱唱
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学，会唱河间
歌诗的人才会越来越多。”

王寿增计划着把河间歌诗
各种唱法的简谱标注完善后，再
做进一步的整理和规范，将其装
订成册，便于大家学习和收藏。

“行别营小学的暑期培训班
和每周五下午的传承课都不能
断……”王寿增说，他会一直坚
持在传播河间歌诗的这条路上
走下去……

本报讯（记者 崔春梅）近
日，一名男子驾驶轿车不慎落
入水中。12月6日，在消防队员、
民警、沧州红十字蓝天救援队志
愿者和热心村民的努力下，落水
轿车终于被打捞上岸。不幸的是
车内男子已无生命体征。

盐山县圣佛镇刘窑厂村 53
岁村民刘吉敏参与了轿车的打
捞工作。12月10日，他向记者讲
述了事情的经过。

12月5日，刘吉敏听说有一
名男子驾车不慎坠入盐山县圣
佛镇滕千路附近的水坑中，他
便立刻赶去现场查看。那个水

坑很大，深约 6米。刘吉敏赶到
现场后和沧州红十字蓝天救
援队的志愿者以及民警、消防
人员一起寻找落水轿车。几经
寻找，大家最终确认落水轿车
在水坑中的位置。由于天色已
晚 ，给 救 援 工 作 带 来 很 大 不
便。

12月 6日，当地的民警、消
防人员、沧州红十字蓝天救援
队的志愿者以及刘吉敏再次赶
到现场实施救援。令人惋惜的
是，落水车辆被大家合力打捞
上岸后，车内的男子已无生命
体征。

本报讯 （通讯员 孙建伟
记者 马玉梅）12 月 7 日，一辆
货车通过京沪高速公路青县
收费站时，备用轮胎掉落而司
机却浑然不知。收费站员工追
上货车，和司机一起将轮胎固定
好（右图）。

当天7时20分许，青县收费
站收费二班班长孙建伟听到“咣
当”一声响。他发现一辆天津牌
照的货车上掉落一个轮胎。货车
已驶离。孙建伟立刻通过对讲机
指示疏导员将这辆货车追停，并
将轮胎搬到安全位置。

司机检查发现，车辆右侧的
备胎铁链断开了。随后，疏导员
帮助司机将备胎固定好。

古稀老人王寿增迷恋河间歌诗。他不仅自己吟唱，还通过义务授课、网上
教学等方式，将这门古老的艺术瑰宝传播给更多人——

让更多的人爱上河间歌诗
本报通讯员 刘春梅 本报记者 崔春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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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厂房仓库
低价出租厂房仓库3000平方米，

可分租，水电齐全，沧州市南10公里，
紧靠新104国道。电话：15100818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