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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传承韵悠悠2
“父母恩情重如山，为儿女

费尽力你报答不完。人生在尘世
上各有父母，老扶幼幼敬老是理
所当然……”

一段竹板书《报母经》，唱
出人间冷暖、父母深恩。几十年
来，他两手竹板声声，一腔唱词
朗朗，在妻子弹拨的三弦韵中，
沿袭着祖传竹板书艺术教化育
人的说唱，并大胆创新、拥抱时
代、赞美英雄……

他就是57岁的省级非遗盐
山竹板书代表性传承人——盐
山县杨集镇杨集村张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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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山竹板书是盐盐山竹板书是盐
山县极具地域特色的说山县极具地域特色的说

唱形式唱形式，，因演出自由灵活因演出自由灵活、、随随
景编制景编制、、与观众互动多与观众互动多，，在冀在冀
鲁一带很受欢迎鲁一带很受欢迎。。

20062006 年年，，盐山竹板书盐山竹板书
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遗产名录。。

盐山竹板书盐山竹板书

“竹板书通称竹板三弦书，也叫毛竹
板，是我国北方的传统说唱艺术。竹板书
形成于清代嘉庆年间。它由明清时期的
数来宝和莲花落艺术发展而来。但是，咱
们的盐山竹板书发源于竹板书，又不同
于竹板书。”盐山县文化学者石磊说。

“起初，盐山竹板书可不是现在这
样。当时的表演只有一人双手拿着竹板
站立说唱。唱腔也是板腔体，常用板式为

‘二板’。”张玉良说。
据张玉良介绍，张朝旭和张朝臣兄

弟二人自幼从师河北竹板书名家张福
堂，出师后他们曾去东北行艺。在演出
中，他们先后吸收了西河大鼓、河北梆
子、山东琴书等曲艺的唱法和曲调，初步
形成了有别于其他竹板书的曲种——盐

山竹板书。
张玉良说：“爷爷和三爷爷在原竹板

书仅用节子、大板伴奏的基础上，加进大
三弦伴奏。唱腔也起了很大变化，听来既
是竹板书，又像西河调，还带点山东琴书
的味道。”

1930年，张朝旭和张朝臣兄弟俩带
艺还乡，除在京津冀一带小有演出外，最
常去的是山东的高青、邹平、乐陵、庆云
等县市。

他们流传下来的传统书目有《刘公
案》《包公案》《杨家将》《康熙私访》等中
长篇大书及一些短篇小段。新中国成立
后，他们演唱的曲目有《平原枪声》《林海
雪原》《烈火金钢》《桐柏英雄》等。

后来，张氏兄弟将自创的盐山竹板
书传给张朝旭的两个儿子张立恒和张立
通，其中张立恒的演艺技能尤为精湛，在
方圆数百里内享有盛名。

“我父亲说书不拘泥于老张家说唱
的老调框框。他特别有创新意识，把竹板
书从竹板单奏，增加到三弦或坠琴伴
奏。”张玉良说。

张立恒进一步完善了盐山竹板书说
唱艺术。他把高腔发展得激越高亢，如同高
山瀑布飞流直下；他把低调转变得清脆婉
转，好似山间溪流潺潺；他对人物的刻画描
述细腻逼真，手眼身法步运用得体……

张立恒能在任何情况下即兴编唱，
说唱内容值得称颂。因此，人们称他是盐
山说唱艺苑的“一朵鲜花”。

盐山竹板书传到张玉良夫妇这儿，
已经是第三代了。

舞台偶遇结良缘1

讴歌时代担使命3

站在堂屋正中央的张玉良，右手持两片大竹
板，左手持5片小竹板也叫节子板。别小瞧这几片
普普通通的竹板，它能碰撞出清脆的节奏。只听那
双手打出的板声，就像两个人一唱一和。大板在

“说话”，节子板在“搭腔”。
他的妻子朱志凤弹拨着三弦为他伴奏，那丝

丝弦音极富穿透力，真是“未成曲调先有情”。
张玉良说起竹板书来，口齿流利，声音洪亮，

合辙押韵，抑扬顿挫间，深深感动着听书的人们。
颇为有趣的是，张玉良说书用的是浓重的盐山口
音。

近40年来，他们夫妻俩你弹我唱，琴瑟和鸣，
在竹板书艺术的道路上相互扶持、相互敦促。

“我 18岁下学后，开始跟父亲张立恒学习盐
山竹板书。那时候，我们经常到庆典活动和庙会上
去说书。我和志凤还是因为同台说书认识的，慢慢
地才走到了一起。”张玉良说。

由于张玉良自幼耳濡目染，加上勤学苦练，很
早便成为盐山竹板书圈子里的新秀。一次在山东
演出时，张玉良和唱大鼓书的朱志凤同台表演。二
人下台后畅谈对人生和艺术的追求，产生了心灵
的共鸣。

婚后，夫妻俩一个竹板说唱，一个鼓词表演。
她学他的调，他弹她的弦；他练她的腔，她敲他的
板。夫妻二人时而鼓词，时而竹板，共同进步。

“盐山竹板书诞生于上世纪初，是由我的爷爷
张朝旭和他的三弟张朝臣二人携手创作而成的。”
张玉良说，“在我爷爷那个年代，竹板书可谓风靡
一时，是老百姓主要的娱乐节目。我爷爷和三爷爷
还因为嗓音好，分别被人们称为‘金达子’和‘银串
铃’。”

谈到自己的父亲张立恒，张玉良感
慨万千。

“我的父亲虽是一名说书艺人，但是
一生不忘为国出力。”张玉良说。

抗日战争年代，张立恒深入广大农
村，以演唱形式进行抗日宣传。在解放战
争时期，他编创的《不忘阶级苦，牢记血
泪仇》《吃水不忘挖井人》等书目广为传
唱。他被冀鲁边区民众称颂为“不拿枪的
战斗员”。

1971年，盐山县文工团成立后，张
立恒对竹板书进行了改革；1973年，张
立恒演唱的竹板书《知识青年到农村》，
参加了原沧州地区曲艺汇演并获“演出
奖”；1975年，他赴省会演出，颇受好评。

这一擅于创新的优良传统，也被张
玉良这一代继承了下来。

“这些年，我们俩一直坚持创作，没
有演出任务的时候，白天经营门店生
意、照顾一家老小。晚上，我们就创作新
节目……”谈话间，朱志凤拿出十余本创
作笔记，每一页都写得密密麻麻的。其
中，有宣传国家政策法律的，有宣传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赞美孝老爱亲典
范的……

去年，张玉良夫妇还自编自演，并录
制了讴歌抗疫一线白衣战士和志愿者的
竹板书，在乡村农户间传播着。

传统的竹板书多引经据典，其中一
部分是从日常生活中来，好多传本唱下
来，常常需要一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
间。随着人们生活节奏加快，竹板书的

“培土”渐渐消失了。即便这样，工作之
余，张玉良夫妇还是积极参加各种书会
和演出。

近些年，喜欢曲艺的观众又逐渐多
了起来。他们的演出邀约也多了起来。张
玉良欣喜地说：“我们希望通过创新，加
入时代元素，让咱盐山竹板书能一直流
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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