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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鼓、一副板、一把三弦，
这就是南口大鼓的全部家当；一
站一坐两位演员，凝神提气、拉
开架势，说古唱今已开篇……

走近献县郭庄镇张渰村
一处院落，便听到时而高亢浑
厚、时而低沉婉转的鼓书声，
那浓郁的方言、诙谐的语句，
引人驻足聆听，并沉醉其中。

“……一岁两岁娘怀中抱，
三岁四岁也不离娘的身，一到
五六岁上满街跑，当娘的惦记
着井边河边水浅水深……”

古稀之年的省级非遗南口
大鼓代表性传承人杨玉忠，在年
过花甲的堂妹杨玉梅、崔立红夫
妇的伴奏下，说唱着南口大鼓

《劝孝》曲目。

“南口大鼓一般由两人表演，以唱
为主。我右手敲台鼓、左手打鸳鸯板唱
书，妹妹和妹夫给我弹三弦伴奏。有正
规演出的时候，我们还要配上醒木或
折扇以渲染气氛。”杨玉忠介绍。

虽然只是普通的排练，杨玉忠亦
彰显端庄大气的台风，表演起来字正
腔圆、声情并茂。为刻化人物性格、特
征，他手、眼、身、法、步并用，字字句句
反映出主人公喜怒哀乐的情绪，使人
如临其境。

很难想象，表演如此生动的杨玉
忠已有72岁，且去年曾因脑血栓住院
治疗了一段时间。

为他伴奏的堂妹杨玉梅、崔立红

夫妇，分别从学校和企业退休。因为对
南口大鼓的热爱，夫妻俩经常是你拉
我唱、切磋技艺，日子过得其乐融融。

当被问及南口大鼓和西河大鼓的
区别，杨玉忠说：“南口大鼓是顶板唱，
西河大鼓是顺板唱。三弦伴奏，揉、弦、
颤音多，情节分明、情绪突出，适合唱
悲腔。唱腔分快板、慢板、快二六板、慢
二六板。”

翻开一本由杨玉忠整理出版的南
口大鼓书录，不难发现，这一曲艺内容
丰富多样，各种故事大多以教人向善
为题材，多以说唱长篇鼓书为主。

“南口大鼓的传统长篇书目，有
《王奇卖豆腐》《双凤告》《杨家将》《呼

家将》《大隋唐》等。过去老艺人们表
演，随便抄起一部书来，都能说上几个
月。”杨玉忠说。

“除了这些长篇书目，寓教于乐的
小段子还有 100 多个呢！”杨玉忠说
着，又唱了起来，“四四方方一块铜，斧
子一剁两下里崩。这一块儿崩到南京
去，那一块儿崩到了北京城。南京城的
那块儿做了一个罄，北京城的那块儿
做了一个钟。南京城的罄一敲叮当地
响，北京城的钟一撞嗡嗡地响连声。为
什么一样的铜它不一样的响？世界上
的人同心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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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的耳濡目染再加上勤学苦
练，杨玉忠练就了一身好本领。他很
小就学会了演奏三弦，还学会了《双
凤告》《红风传》《大明五虎少英烈》

《王奇卖豆》等4部长篇鼓书。
1970年，20岁的杨玉忠加入献县

曲艺队，成为了一名专职演员。其间，
为了传承南口大鼓这门艺术，他曾把
献县文化馆发给的新书《桐柏英雄》

《回民支队》，整理改编成适合南口大
鼓演唱的书目。

上世纪80年代，杨玉忠为了改善
家庭生活，不再只依靠说书养家糊
口，也投身到了商海打拼。他开过研
磨机生产厂、做过服装生意，赚钱养
家的同时仍不忘南口大鼓书演唱。闲

暇时间，他积极参加各种文艺演出。
经过数十年的历练，杨玉忠可谓

功底深厚、技艺精湛，全面掌握了南
口大鼓的各种表演技能。他的唱腔既
刚劲又华美，既庄重又俏皮，在演唱
时真假嗓兼用，韵味醇厚，非常善于
表达书中人物内心感情，深受观众喜
爱。

近年来，杨玉忠着手南口大鼓第
六代传人的选拔和培养工作，利用节
假日和周末的时间，对下一代传人传
授技艺。如今，他已经培养了杨志远、
崔东旭等新生力量。

“南口大鼓作为献县特有的曲
种，承载着我们这个地域的文化。保
护好它，我们的民间音乐、民间娱乐

文化才会完整。可是，一门艺术仅仅
有传承人而没有市场，是很难传承
下去的。南口大鼓只有重新被社会
大众接受和喜爱，才算是枯木逢春。
我希望，能把它‘声声’不息地传下
去。”杨玉忠深情地说。

献县南口大鼓的发源地献县南口大鼓的发源地
为郭庄镇张为郭庄镇张渰渰村村，，从第三代艺从第三代艺
人起人起，，由杨氏家族传承至今由杨氏家族传承至今，，已已
有有150150多年历史多年历史。。

20122012年年，，南口大鼓被南口大鼓被
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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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忠出身南口大鼓说书世家，
是献县南口大鼓派系的第五代传承
人。

他 7岁随祖父杨进祯学艺，13岁
跟随父亲杨俊杰和叔父杨俊祥在秦皇
岛，以及黑龙江省的哈尔滨、牡丹江边
演出边学艺。

“我的爷爷杨进祯是南口大鼓艺
人，在上世纪 30年代，因他腔调响亮
清脆、质朴淳厚、荡胸生情，以及舞台
艺术造诣高超，得到观众的喜爱，被赞
誉为‘扫西都督镇京南’。”杨玉忠说。

“南口大鼓由清代咸丰年间山东
籍女艺人何来凤创建。第二代传人实

名不详，只留得‘粉娃娃’这一艺
名。”献县文化馆馆长李峥嵘说，

“杨进祯是南口大鼓第三代传人。
从他开始，南口大鼓便在献县张渰
村杨氏家族传承下来。”

杨进祯十分重视对南口大鼓
传承发展，广收门徒。

在抗日战争年代时，有一次为
帮助建国县第七区抗 日 小 分 队
（今献县境内）躲避日军的搜捕，
杨进祯召集弟子们演出节目，吸
引汉奸及日伪军观看，巧妙地引
开敌人视线，成功掩护抗日战士们
撤离。

新中国成立后，南口大鼓第四代
传人杨俊杰和四弟杨俊祥等人，不仅
在艺术造诣上不断提升，还积极投入
国家文化事业建设。

1952 年，杨俊杰、杨俊祥参加抗
美援朝文艺慰问团赴朝鲜前线。“听爸
爸说，在朝鲜战场上，他和四叔给战士
们说唱的南口大鼓很受欢迎。那时候，

慰问演出都是在战火纷飞中进行的，
可以说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表演的。
他们的慰问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将士的
斗志。”

献县文化馆馆长李峥嵘说：“杨俊
杰老先生上个世纪 50年代就成为中
国曲艺家协会会员。他曾担任献县曲
艺队队长30余年，不仅自己坚守和传
播着南口大鼓艺术，也为献县的文化
艺术事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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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家具、办公用品、铝合金门
窗、废铁、饭店用品，一切库存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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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忠杨玉忠（（中中））和杨玉梅和杨玉梅（（右右））崔立红崔立红（（左左））在排练在排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