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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同乐会吹歌最早起源于明
末清初的京津冀一带，距今已有 400多年的历
史了。刚学吹歌时，听师父说，一开始，民间百
姓在亲人去世后，邀请同乐会吹、打、念，来追
忆亲人。后来，在春节、元宵节、中秋节、庙会等
重大节日和庆典活动上，也邀请同乐会参加演
出。”古稀之年的刘树槐慢悠悠地讲了起来。

桃园同乐会起源于清光绪年间。那时，桃
园有民乐爱好者刘振庠、刘长会等 7人，他们
自带乐器，先后到今属天津的小道口村和垛庄
村拜师学艺。“过去，老人们没有文化，所有技
艺都是由师父口耳相授，尤其是工尺字曲谱，
难学难记。那时候，他们往返都是以步代车，吃
尽了苦头，吹歌能来到俺们村实属不易。”刘炳
志说。

民国时期，在刘振庠、刘长会的影响下，又
有刘金铎、刘金敬、许延庭等 6人加入，并添置
乐器，同乐会自此初具规模。师父帮带新徒弟，
闲暇之时师徒一起苦练技艺，乐队综合实力有
了很大提高。刘金顺小管、王焕章司鼓、许延庭
吹笙也开始小有名气。

上世纪 40 年代，几位年长的传人相继作
古。接着，刘秀林、刘崇贵等 7人加入同乐会。
在他们的苦心操练下，乐队整体技艺有了长足
进步。那个阶段，成为同乐会的鼎盛时期。上世
纪 60年代初，刘光林、刘树槐等 10人加入同乐
会，由刘金铎主教打击乐器、许延庭主教管乐。
师徒们利用农闲时间，勤教苦学，基本上掌握
了全部技能。

之后一段时期，同乐会陷入低谷，尤其人员缺
失，技艺荒废，虽有新人加入，但无人能为师者。

“后来，多亏了早年迁居天津的第三代传
人刘秀林老师回到桃园村定
居，他付出了满腔热忱，使同
乐会起死回生，逐渐形成了现
在的局面。”刘炳志说。

岁月流逝，吹歌艺术却绵
延不断。随时代发展，增添了
一些欢快的曲目，演出场合增
加，影响力扩大，桃园吹歌艺
术日趋完善。

“这是保存了 160多年的云锣，木架是
老件儿，铜锣是后来加的。”捧起一面镶嵌了
10面铜锣的云锣，桃园同乐会会长刘玉泉
介绍起来。

吹歌这种古老艺术为民间口口相授的
传承，主要为吹打乐。以鼓、铙、钵、镲、锣、磬
等打击乐器和笙、笛、管、唢呐等管弦乐器合
奏和交替演奏，婉转动听，内涵丰富。

吹歌不仅仅是技艺的展示，更是情感的交
流。村民们通过吹歌来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
来的憧憬；他们也通过吹歌来传递友情和亲情，
让彼此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过去的百余年，桃园同乐会吹歌一直传承
着原汁原味的民间技艺，最大限度保留了原生
态艺术。它的内容继承了中华民族孝道思想、遵
守古训、义务服务一方百姓的理念，满足着村民
们的文化生活需求。

不过，如今桃园同乐会的发展却面临着诸多
挑战。“一方面，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发生
了巨大变化，吹歌这一传统艺术形式面临着传承
和发展的困境；另一方面，吹歌艺术的传承需要
长期的努力和坚持，需要传承人付出大量的时间
和精力去学习和实践。加上我们参加演出都是义
务的，所以压力很大。”刘炳志说。

然而，刘炳志坚信吹歌艺术有着独特的魅力
和价值，只要用心传承和发扬，就一定能够焕发
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他积极寻求创新和发展之
路，将吹歌与现代元素相结合，创造出更多具有
时代感和现代感的作品；他还积极推广吹歌艺
术，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这一传统艺术形式。

“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和
扶持力度的加大，吹歌艺术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
支持。这为吹歌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
保障和机遇。我们要抓住这些机遇，积极参与各
种活动和项目，为吹歌艺术的传承和发展贡献自
己的力量。”桃园村党支部书记刘玉德说。

“吹歌传递出的是团结、友爱、和谐的声音。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我们需要更多的交流和
互动，需要更多的关爱和理解。而桃园同乐会是
一个让村民们能够放下繁忙、放松心情的方式。
这也使传人们能够坚守着这项技艺。”渤海新区
黄骅市文化馆馆长冯宝刚说。

“桃园同乐会吹歌在我们村延续到现在不容
易，不能在我们这失传了。这些天，已有好几个十来
岁的孩子报名学习。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教孩子
们学习吹歌，一定把它传承下去。”刘炳志坚定地说。

桃园同乐会桃园同乐会
吹歌吹歌，，是自清光绪年是自清光绪年

间起桃园村民自发组织间起桃园村民自发组织
的业余吹打乐团体的业余吹打乐团体。。

20102010年年，，桃园同乐会桃园同乐会
吹歌被列入省级非物质吹歌被列入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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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炳志和师父刘树槐刘炳志和师父刘树槐（（左左））

55岁的刘炳志是桃园同乐会第五代传
承人。他19岁便入会，跟第四代传人刘树槐
学习小管吹奏。由于吹歌是以小管领奏，笙、
笛、管、唢呐等合奏的音乐形式，所以小管的
吹奏对演出的成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还精通其他乐器的刘炳志深感责任重
大，在学习中不断归纳总结，演奏技艺日臻
完善。在常年的演出学习中，他逐渐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演奏风格。在演奏中，他能准确
把握曲子的节奏，充分运用手指技巧掌握吹
歌的欢快及悲伤等情绪变化，同时运用唇舌
技巧形象表达吹歌的内容。

“吹歌因情境而异，在不同场合演奏不
同情感的曲目是其主要特点。丧事吹古曲，
奏哀亡悲曲；喜事吹喜曲，逢年过节，尤其元
宵节，桃园同乐会一路吹歌走街串户送福纳
祥，各家各户更要张灯结彩远接高迎。”刘炳
志说。

目前，桃园同乐会有《小人烦》《苏武牧羊》
《八句赞》《六句赞》等20多个传统曲目，《春天
的故事》《今天是个好日子》等40多个现代曲
目。乐队现有18名成员，村里还为他们安排了
固定的练习场所。

刘炳志刘炳志

同乐会成员同乐会成员

渤海新区黄骅市齐家务乡“娘娘河”畔，
有一个名叫“桃园”的美丽村庄。这个村庄据
说是刘备后裔迁居所建，不免让人联想到刘
关张“桃园三结义”的典故。

这里人杰地灵、物产丰富，村民更是擅长
吹歌这一古老民间艺术。村委会门前的广场
上，在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桃园同乐会吹歌
代表性传承人刘炳志的带领下，十余名村民
用笙、笛、管、鼓、镲、锣等乐器，演奏起了桃园
同乐会吹歌。

古老的声乐或悠扬婉转，或荡气回肠，音
律间仿佛夹杂着一丝丝桃花的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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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类，工程类，经济类，管理类，医学类，教育类等，专业全，
学校多，通过率高，不耽误工作，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可查。
25岁以上有加分政策。电话微信：18713077691刘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