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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骅渔鼓背
后的故事。

渔鼓与渔民的世代情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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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鼓本是神仙
留，摇摇马颤皮包头。
今日落在我的手，不唱

《东游》唱《西游》，《东
游》《西游》全不唱，王
母殿前赴蟠桃……”

在渤海新区融媒
体中心，56岁的王洪山
仅以一个渔鼓筒子和
一副简板为乐器，给来
访者自奏自唱起黄骅
渔鼓来。

唱词里那一句句
方言俚语、一声声浓郁
的乡土气息，和在舒缓
的鼓板声中，再伴随着
窗外吹来的徐徐春风，
仿佛把人带到了那个
古老的海边村落……

唱罢几段，王洪山感慨道：
“真怀念小时候看村里老人们唱
渔鼓的热闹场面啊！”渔鼓这一
民间艺术，在黄骅已经传唱了
200多年，曾是当地渔民闲暇时
自娱自乐的主要娱乐方式。

相传，黄骅渔鼓由清朝乾隆
年间一位因灾荒而流落于此地
的外乡渔鼓艺人所传授。

“那是乾隆年间的一个初冬
天气，渔民们都在家里休息。一
天，南街口传来‘嘭、嘭、嘭’的击
鼓声，伴着鼓声还有说唱。人们
纷纷出门看个究竟，从那说唱人
的穿衣打扮，断定他是个叫花
子。这人虽说上了点年纪，却精
神矍铄。”在王洪山的讲述中，黄
骅渔鼓的来由生动地展现在面
前。

这位老人唱的是《西游记》
中的一个段子《美猴王出世》。全
村老少都爱听，就商量着把他留
下来。大家伙凑份子包他饭吃，

让他唱完全本。
“ 老 人 说 完《东 游》说《西

游》，唱完《征东》唱《征西》，教完
了《北游》教《南游》……从歇海
到春汛，一连好几个月，村里天
天跟过年似的，也有人学会了渔
鼓。自那时起，黄骅渔鼓在冯家
堡算是扎下了根。此后，才有了
我们这些后人一代代的传承。”
王洪山兴奋地说。

“黄骅渔鼓”的名字是在上
世纪 80年代初确定的。当时，渔
民把唱渔鼓直白地称为“打渔
鼓”或“三句弯子调”。每逢鱼骨
庙上香的日子，就有人坐到庙前
的海滩上亮亮嗓子。别的渔村见
这东西挺有意思，就跟着拜师学
艺，自得其乐。

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一溜
儿海堡村村都有了抱渔鼓的人，
以后又扩展到内地一些地方。渔
鼓真正走进了渔家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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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骅渔鼓作为渔鼓道情类
的一个曲种，与我省其它地方同
类曲种是迥异其趣的。虽传说为
外地传入曲种，但经与《中国曲
艺音乐集成·山东卷》和《中国曲
艺音乐集成·河南卷》比对，未见
有音乐形态相类者。

“我们这的渔鼓有固定的曲
调，动一点则会变调，就不是黄
骅渔鼓了。”王洪山说。

黄骅渔鼓是一种板腔体和
曲牌体相结合的艺术形式，说
唱形式以群体坐唱为主，也有
单人唱、双人唱，简便易行，适
合民间流传。音乐节奏长调与
短调共存，快板和慢板同在。曲
牌有耍孩儿、三拔气等，此外还
有韵白、边白、上场引子、上场
诗等。

黄骅渔鼓乐器的制作
都是就地选材，使得它有了
独特的声韵。“竹筒一端封
上鱼皮，就做成了渔鼓。”拿
起一副简板和一个渔鼓筒
子，王洪山说，“简板是渔民
用造渔船剩下的硬木下脚
料制作的，加之适当弧度的
弯曲，发声脆朗。渔鼓筒子
是渔民用制作网具的有一
定粗度的竹竿制作而成，鼓
面是用鳎目鱼皮制成的。它
的粗细、长度，筒壁的厚度
及鱼皮鼓面的紧度，都设计

得恰到好处，共振强烈、发声浑
厚。”

“老辈子，渔民们还把渔鼓
当作一种‘唤头’，到内地农村卖
海货时招揽顾客。以后的年年岁
岁中，每到歇海或年节，人们闲
来无事就凑在一起唱些渔鼓段
子，自娱自乐，热闹非凡。”王洪
山说。

在 200多年的传承中，黄骅
渔鼓汲取当地民间歌曲的营养
和精华，并不断丰富完善，逐步
演变为一个节奏明快、曲调舒
畅，极具浓郁乡土气息的独特曲
种。

黄骅渔鼓的演唱书目《南
游》《北游》《东游》《西游》，均为
其它曲种所未见。从演唱曲艺文
学的角度讲，它也是独到的。

表演形式独具特色2

古老曲艺焕发生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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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6岁的王洪山是黄骅渔鼓第四代传承人。他从小爱
好广泛，对任何有关艺术的东西都充满好奇。童年时期，村上
渔民在海边劳作时唱渔鼓的情景，让他至今难以忘怀。

2006年，王洪山产生了学习和继承渔鼓戏的想法，主动
找到老艺人、黄骅渔鼓第三代传承人杨宝山拜师。

2008年底，在黄骅市文化馆的组织下，在冯家堡村举行
了拜师仪式。王洪山与何文洪、赵小溪、尹汝来同时向杨宝山
正式拜师传习黄骅渔鼓。

“2012年春天，师父的突然病逝，对我触动很大。之后，我反
复研究师父生前留下的光盘录音和演唱词本，历经艰辛，终于系
统掌握了渔鼓戏的表演要领，并形成了的演唱风格。”王洪山说。

多年来，一直挖掘整理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黄
骅市文化馆馆长冯宝刚，对黄骅渔鼓研究颇深。据冯宝刚介
绍，黄骅渔鼓最早的演出记录大概在清朝同治年间。第一代
艺人杨文炳、王起彬曾与十几个人带着戏装去山东济南卖海
蜇、虾酱，在济南街头表演的渔鼓小戏《三度林英》《杨宗宝搬
兵》《降人生》等很受观众欢迎，于是留下了“小渔鼓顶大戏”
的佳话。

冯宝刚说：“黄骅渔鼓的鼎盛时期是上世纪50年代到70
年代。黄骅沿海一带以冯家堡为中心活跃着的一支四五十人
组成的演出队伍，表演的曲目多达30余个。1964年8月，北京
举办‘全国农村文艺大调演’。黄骅渔鼓演出队入选后，带着

《渤海风采》《共产党恩如山》等曲目，进京汇报演出。他们的
表演得到了好评。”

“2008年，在黄骅市文化馆的组织下，我和尹汝来等师兄
弟们结合自身所长，对黄骅渔鼓进行了一些创新，把渔鼓的
元素完美地引入到舞蹈中，创作了一个集体舞蹈节目《渤海·
女人·鼓》，荣获省第九届燕赵群星奖舞蹈类老年组二等
奖。”王洪山说。

近年来，由于种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和老艺人的相继去
世，能完整演唱黄骅渔鼓词曲的演员，特别是年轻演员已是
凤毛麟角。

为了让当地的孩子们了解渔鼓，在渤海新区文旅局组织
下，王洪山多次参加非遗进校园活动。近年来，他还在本村教
3名青年学习渔鼓。

“近些年，人们逐渐重
视传统文艺，这是一个很好
的契机。我坚持从自己做
起，不断研究、宣传，为传统
文化的保护尽自己一份力。
我相信，渔鼓这一原汁原味
的地方文化，一定能传承下
去。”王洪山说。

王洪山王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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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鼓舞渔鼓舞《《渤海渤海··女人女人··鼓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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