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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承

“问奴家，问奴家，现住广寒王母家……有
缘法，有缘法，就做夫妻也不差，已是惹得娘娘
嗔，到了如今还说啥……”一阕聊斋俚曲《迓迓
油》，把人们带回三百年前男欢女爱风月常新的
市俗生活。

即席唱曲的是淄博市聊斋俚曲研究会会长
鞠素萍。3月20日这天，鞠素萍恭敬三鞠躬，递
上拜师帖，正式拜师聊斋俚曲市级传承人、90
岁的陈倩先生。20世纪80年代，鞠素萍以优异
的成绩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艺术系，早在十五
年前，鞠素萍便跟随着陈倩先生从事聊斋俚曲
的挖掘研究、普及推广工作。经过多年的研究探
索和舞台实践，鞠素萍认为聊斋俚曲的传承，不
仅要挖掘保护曲谱和俚曲剧目，曲牌演唱更是
根本，演唱传播十分重要。于是，鞠素萍牵头成
立了淄博市聊斋俚曲研究会、留仙聊斋俚曲艺
术团，亲自教学演唱。她教过的学生，上至八旬
老人，下至几岁孩童。她所到之处，离不开聊斋
俚曲的介绍传播。她把聊斋俚曲带到全国各地
展演展示，还多次带领团队参与中央音乐学院、
山东师范大学等承办的聊斋俚曲录制。十几年
来，她创作了聊斋俚曲剧本十几部，如《油篓坟》
《颜神琉璃》《时代楷模朱彦夫》等。

聊斋俚曲，是流行于山东省淄博市的地方
传统音乐，是清初文学家蒲松龄将自己创作的
唱本配以流传于世的俗曲时调而形成的一种独
特的音乐文学体裁，以北方白话方言土语为载
体、曲牌联套为结构形式，唱白相间、散韵交融，

诙谐幽默、寓庄于谐，熔小曲、说唱、戏曲等多种
艺术样式于一炉。因蒲松龄的斋名为“聊斋”，故
称“聊斋俚曲”。聊斋俚曲被称为中国明清时期
民间音乐的“活化石”，2006年5月列入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以文言短篇小
说集《聊斋志异》著称于世。《聊斋志异》承袭六朝
志怪和唐人传奇的衣钵，却无不基于现实生活经
验。蒲松龄娴熟驾驭志怪、传奇的夸张手法以及
民间信仰中的神秘意识，视狐鬼妖魅为美学范畴
并将其转化为特定文学意象，由此虚构出诡谲瑰
丽的故事以针砭现实，抒发忧愤，表达独特的情
感体验和审美情趣，寄托精神上的追求和向
往——这是《聊斋志异》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
上超越六朝志怪、唐人传奇的根本原因所在。《聊
斋志异》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来自蒲松龄纪念
馆的统计资料显示，《聊斋志异》在西方诸国的流
传始于19世纪中叶，最早的译本是1880年英国
汉学家翟理斯在伦敦出版的《来自中国书斋的神
异故事》，选译收入了其中的164篇小说，是英语
世界里影响最大的《聊斋志异》选译本。目前，《聊
斋志异》已被翻译成英、法、德、俄、日、韩、乌克
兰、意大利、匈牙利等20余种文字，是中国古典
名著中被翻译最多的作品之一。

蒲松龄的艺术成就，不仅仅体现在雅文学
上，还充分体现在俗文学上，这构成了蒲松龄精
神和艺术世界的多姿多彩。

蒲松龄笔下《聊斋志异》那个充满奇幻与迷

离的世界，是古典文学中的璀璨明珠；而那些流
传于街头巷尾、富有生活气息的民间俚曲，则是
民俗文化的生动体现。将这两者结合，便诞生了

“聊斋俚曲”这一独特的文学现象。蒲松龄生长
于淄博农村，幼年多受乡村文化的熏陶，很早就
会唱俗曲，其晚年《聊斋志异》基本辍笔以后，转
而热心为民众写作：一方面用当地民间曲调和
方言土语，创作出《墙头记》《姑妇曲》《翻魇殃》
《禳妒咒》等反映家庭伦理的俚曲；另一方面为
方便民众识字、种田、养蚕、医病，编写了《日用
俗字》《历字文》《农桑经》《药祟书》等文化技术
普及读物。

聊斋俚曲，经历了一个从短篇到长篇、由简
单的琴书说唱到搬上舞台演出的地方戏的演变
进程。聊斋俚曲所表现的内容，大部分是写农家
百姓的日常生活，而且是人们所关心的生活热
点问题，所以它贴近时代又切入生活，为平民百
姓所关心、所理解。即使涉及神话故事、历史故
事、爱情故事、传奇轶闻等，也大都是家喻户晓、
代代相传的。用于演唱的曲牌，则是风靡当时社
会的时调俗曲。本来这种活泼的有说有唱的艺
术形式，就足以吸引人了，再加上使用了时调俗
曲，一改过去用南北曲作剧的传统，既熟悉又新
鲜，使聊斋俚曲成了广泛传唱于街衢里巷的传
世之作。蒲松龄的思想也由最初的自悲自喜，进
而转化为与大众同悲同喜的境界。难能可贵的
是，聊斋俚曲摒弃文言，以白话为主体，杂以淄
博方言、俚语、民间成语、歇后语等语言，明白晓
畅，幽默诙谐，尖刻辛辣，寓庄于谐。

聊斋俚曲不仅保留了聊斋故事的经典元
素，更融入了民间音乐的韵律和节奏，二者产生
了奇妙的交响。它既有聊斋故事的奇幻色彩，又
有俚曲的通俗易懂；既适合文人墨客的品位，又
能满足普通百姓的欣赏需求。聊斋俚曲生动反
映了封建时代晚期的人民生活，长期在社会中
传唱，成为山东地区一种独树一帜的群众性艺
术形式。它还以其独特魅力影响了其他姊妹艺
术的发展，单以戏曲为例，以俚曲故事改编剧本
的就有吕剧、五音戏、柳子戏、川剧、京剧、秦腔、
河北梆子等。通过聊斋俚曲，我们可以看到古典
文学与民间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也可以感受到
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传承与创新。它是一

座桥梁，连接着古典与现代、传统与时尚，让我
们在欣赏美妙音乐的同时，也能领略到传统文
化的魅力。

现存聊斋俚曲手抄本有15种（原著佚失），
均已整理、出版。遗存较原始曲牌50余支，1962
年搜集了10余首，近从古籍文献中查寻、翻译
了30多首，尚有部分失传曲牌有待查找。会唱
俚曲的人已渐衰老，俚曲研究者也寥若晨星，多
年来，淄博市从政府到民间，同步开展着对聊斋
俚曲非遗的抢救保护。

参加拜师仪式的现场嘉宾、淄博市艺术研
究所原所长巩武威告诉我，聊斋俚曲非遗保护
过程中，多家民间聊斋俚曲艺术团体先后完成
注册。2008年7月，蒲松龄的家乡淄川区组建成
立了以传承聊斋俚曲为宗旨，编演聊斋俚曲戏
的剧团——淄川区聊斋俚曲艺术团，致力于搜
集整理现存的聊斋俚曲曲牌，创编、排练和上演
聊斋俚曲戏，努力将其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活力
的新型地方剧种。蒲章俊入选为第二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聊斋俚曲代表性传承人。
通过召集培养，剧团现有演职人员51人，十五
年来编演聊斋俚曲戏20多个，《求骂》《王六郎》
《钟妹庆寿》《般阳桥》等剧累计演出900余场，
观众达40余万人次，在省、市比赛评选中多次
获奖，反响热烈。2019年11月，淄川区聊斋俚曲
艺术团获得了“聊斋俚曲”项目保护单位资格。

2013年12月，淄博市聊斋俚曲艺术团成
立。2014年12月，张店区聊斋俚曲艺术团成立，
主要以演唱已挖掘整理的聊斋俚曲曲牌来弘扬
聊斋俚曲。2016年3月，淄博中学成立聊斋俚曲
传承基地，为传承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找到了
新的阵地。2016年5月，淄博市留仙聊斋俚曲艺
术团成立。2018年1月，淄博市聊斋俚曲研究会
成立……连续十六年，各大聊斋俚曲艺术团体
在春节和重阳节期间开展聊斋俚曲戏专题演
出，让更多的聊斋文化作品登台亮相，扩大传播
力和影响力。在每年的“戏曲进乡村”活动中，通
过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的方式，增加与蒲松
龄文化和聊斋文化内容有关的演出服务，鼓励
民间剧团和文艺骨干主动创作、编排与聊斋文
化相关的文艺作品。至今，淄博市的聊斋俚曲已
有国家级传承人1名、市级传承人5名，今年90

岁的陈倩就是非遗传承人中的一位。
20世纪60年代初，陈倩和同事们开始挖掘

整理聊斋俚曲时，他便深深爱上了这项独具魅
力的艺术。斗转星移，陈倩潜心搜集聊斋俚曲失
散资料的初心从未改变。哪怕得到一页残纸、一
句唱腔，他都兴奋不已。2008年夏，已故同行牟
仁均之妻杨占娥给他送来一个包裹，说：“这是
先生全部有关聊斋俚曲的文章和他亲笔记录的
俚曲手稿，我的孩子们不研究这个，先生临终前
嘱咐我把它托付给你，你收下吧！”陈倩接过包
裹，一份沉甸甸的信任让他哽咽不已，说：“你放
心，我一定要把事情做好！”

2008年7月，淄川区组建聊斋俚曲剧团，陈
倩写剧本帮助剧目上新，排演了俚曲戏《带着奶
奶做新娘》，弘扬孝道，雅俗共赏，受到热烈欢
迎。他还将濒临失传的12个曲牌、19首乐曲编
纂成《聊斋俚曲音乐集》。2010年，陈倩随淄川
聊斋俚曲剧团参加山东省第二届“谁不说俺家
乡好”文艺电视大赛，与11岁的韩晓霜同台演
唱蒲松龄聊斋俚曲《磨难曲·金纽丝》，舒缓迂
回、跌宕动听的旋律倾倒观众，全场起立向陈倩
致敬鼓掌。

陈倩是淄博著名剧作家，退休前供职于淄
博市艺术研究所、市民盟，他把传承聊斋俚曲当
作一项毕生事业。他编写大戏小戏20多部，其
中《王六郎》获泰山文艺奖，《丫头大主任》入选
文化部精品库，其他的市级奖项更不计其数。
传统文化必须与时俱进，聊斋俚曲的出路在于
传承，更在于创新。陈倩积极探索聊斋俚曲的
创新突破，编写多部贴合时代审美的现代戏，除
了《带着奶奶当新娘》，还有反映大学生村官事
迹的《丫头大主任》等。疫情期间，陈倩与人合
作了《老憨抗疫》《正月十五雪打灯》等四部戏并
获奖。2021年淄博市小戏比赛中，又有《背母
求学》《三背娘亲》等三部小戏获奖。同时，他不
遗余力地开展讲座、教唱俚曲，扶持年轻俚曲爱
好者，扩大俚曲影响力，“俚曲的教学方式为口
传心授，这样才能把俚曲从古到今一直蕴含的
味道传承下去”。

跟陈倩先生学过俚曲的学生有许多，但专
门举办拜师收徒仪式、指定鞠素萍为嫡传入室
弟子和聊斋俚曲传承人，这样的隆重还是第一
次——一位耄耋老人献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赤子之心清晰可见。拜师仪式现场，当陈倩先生
将他保存了十六年的牟仁均先生手稿交给他的
爱徒鞠素萍时，人们看见蒲松龄奋笔直书的俚
曲经由牟仁均先生、陈倩先生之手，传递到了淄
博市聊斋俚曲研究会会长、淄博市留仙聊斋俚
曲艺术团团长鞠素萍手里，也仿佛看见了蒲松
龄、牟仁均如释重负的神情——薪火相传三百
年的聊斋俚曲，后继有人了。

俚曲悠悠唱聊斋俚曲悠悠唱聊斋
□□刘培国刘培国

看树中夕阳（外三首）

□曾新友

天烧炉火炼开心，万道红光染树林。
纵横枝条撑骨架，乐朝幽处运黄金。

大云洲看钓鱼

湟川碧水向天横，好动游鱼肆意行。
岸畔两三随伴者，垂竿四处钓心情。

四 季（新韵）

岁月枝条入画图，阳光霸气暖如初。
从来花色各逞艳，草木四时换戏服。

城外悦光（藏头诗）

城举高楼亲碧天，外织绿树绣山川。
悦朝险境攀崇峻，光景凭心跃大鸢。

春 耕（外三首）

□黎锡光

春风春暖草欣欣，一世营谋当自勤。
布谷声声新雨足，开犁破土早耕耘。

吊脚楼望春

远山如黛白云悠，秀美连江野色浮。
欲揽风光无限景，风光醉在水边楼。

春 景

峰林雨后霭余清，万壑千山总是情。
翠岭云横天地远，人间春到几分明。

游湟川三峡

金龙吐玉落青潭，赏景观猴拍照酣。
浩荡湟川三峡里，奔流直下向东南。

后 山（外一首）

□李衔夏

后山览绿涛，鸟啭挂竹梢。
意气无栏挡，随风漫野飘。

宿 郊（新韵）

山郊夜宿闲，天地一村间。
远曲偶脱调，敲桌补律全。

丫山夭桃（外三首）

□熊 雄

红雨因山迟灿艳，三春过半始韶羞。
羸枝无力东风弱，彩蝶玄蜂自可留。

城西梨花

难得昌黎盛赞君，雪枝千树作诗文。
欲携师命花丛醉，且遣愁怀任悦欣。

小院柚花

几番清啭朝天去，一阵浓香扑鼻来。
春意应知缘恰巧，故摇嫩蕊令繁开。

连江细柳

向早惊慌迎黑雨，近昏轻快透红霞。
斜阳况解垂丝意，催促新枝吐嫩芽。

乡 村（外一首）

□申雨霏

蓝天碧水树葱茏，小径悠长入梦中。
如黛青山谁执笔，白鸥一色过晴空。

雨 后

谁人昨夜独吹笙，青石阶前浅草生。
纸伞掠花穿窄巷，犹闻烟雨湿春城。

桃花岛（外一首）

□潘文貌

水共长天一样清，云山深处鸟争鸣。
平湖未照桃花色，却叫春舟镜面行。

英德茶园骑行

风铃茶树竞春光，绿满园林幽径黄。
日暖轻车才一过，衣襟已染许多香。

梨 花
□张美艳

朵朵梨花瓣瓣香，春枝嫩蕊竞芳忙。
倩妆铺出新诗意，暗叹娇姿似画廊。

英德积庆里红茶谷
□罗东文

梯田青绿长茶芽，拾级而观雾里花。
愿到田园多采撷，清香缕缕绕繁华。

乡村生态（外二首）

□张海英

青葱野陌远山蒙，落日霞辉映水中。
白鹭高飞相戏逐，和谐共处乐无穷。

山村春景

花溪碧水绕村流，远岫云烟入眼眸。
雨后春山颜渐丽，撩人吟诵语难休。

北江仙境

江畔烟迷笼远舟，渔夫唱晚醉清流。
长桥玉宇连天际，疑是仙宫入眼眸。

希望田野
□刘志强

雨过青苗格外新，蛙鸣鸟唱赞农民。
轻风漫卷诗情送，更慰田园苦累人。

田园欢歌
□梁永鑫

布谷催耕鸣叫期，铁牛欢唱奋蹄时。
齐心播种新希望，十月丰登处处诗。

龙村农家
□邓宏业

溪水潺潺九曲湾，龙村农户汗田间。
荷锄稻谷融三界，四月繁忙哪得闲！

飞来湖湿地
□万国良

宽波万顷漫清香，水草浮萍秀翠妆。
笔架山泉又输送，宜栖湿地鸟天堂。

春天的油彩
□曾玉堂

燕剪香尘风渐软，莺啼柳岸见春归。
谁研油彩山村上，瘦了鹅黄粉色肥。

北江春色（外一首）

□彭小虹

黄花吐蕊显温柔，簇簇红樱艳带羞。
试问清风谁最美，北江两岸拔头筹。

清水村小景

幽幽水静令人迷，春到闲田草色萋。
展翅低瞧镜中影，青山回荡鹡鸰啼。

雀鸟迎春（外一首）

□优 伦

欣然一跃上高楼，雀鸟随风荡小舟。
岁末年初呈俊景，河山大美醉明眸。

春江丽梦

点墨青山玉指柔，芊芊细步戏渔舟。
云浮水上琼楼羽，袅袅飞烟雾染眸。

昆陂村所见（外一首）

□罗燕廷

假日闲游真快哉，草侵石径脚难抬。
小村也识冬晴暖，一树梅花夺路开。

夜宿龙华村

绿水青山映阁台，天光云影似花开。
夜临窗口东风壮，万顷波涛扑枕来。

秀色平星村
□莫祖颖

青山雨后独清新，绿润茶园更养神。
碧翠华庭飘锦韵，村前岭坂永芳春。

古 村（外一首）

□金荣广

碧波依旧泛池塘，一样青砖黛瓦房。
小寨千年颜未改，古榕见证立村旁。

茶园春色

远山雾绕似披纱，绿树青枝发嫩芽。
未几清明将又至，背篓复可采新茶。

河堤赏景（外一首）

□易域勤

远山碧翠连天涌，云朵随风起靓光。
眸瞰岸边青绿柳，帆船湖面恰梳妆。

春江水暖

苍松岫岭锁云雾，远赏融峰耸入天。
生态江清河面静，卷翻春水泛波涟。

绿色田野（外一首）

□李启秋

千垄梯田绿满崖，飘飘云锦醉山花。
青峰九曲通幽境，几处山民在浣纱。

欧家村晚霞

晚霞浸染秀梯田，九曲环山过岭前。
金色秋光风亦爽，一层稻浪半林蝉。

菜之心
□三 清

皇冠裙碧舞翩跹，雪雨冰霜容更鲜。
为报村民勤种育，清心一片献君前。

生态文明生态文明 绿美清远绿美清远
广东省清远市清远诗社广东省清远市清远诗社

聊斋俚曲市级传承人陈倩

聊斋俚曲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