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拂去岁月尘封 迎来珠还合浦
——张派京韵大鼓重现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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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起在录制张派京韵大鼓

1962年曾受邀在“津门曲荟”演出，取得轰动效

应，可惜昙花一现，并未引起备方面的重视。其后

张派京韵大鼓在天津曲坛绝迹已五十余年，且迄今

所知的张氏师徒唱片也不足十张。

李玉起先生六十年代中学在学期间，因爱好

京韵大鼓，向宋明元学唱，得到宋明元老人的悉

心传授，已能掌握张派的一些诀要。1966年中断

学习，上山下乡，后返城另谋生路，退休后参加

民间票房活动，重操鼓板。他自觉地致力于张派

京韵大鼓的恢复、传承，于传统曲目之外，还运

用张派京韵大鼓声腔谱唱了自己创作的系列新曲

目《知青情》。他苦于得不到有关方面的支持和帮

助，以一己之力难于引起社会、民众的注意，也无

法聚集同道；男一方面，个人录制唱段效果不佳，

不利于传播。在与天津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联系

之后。这一颗沉埋已久的曲艺明珠得至Ⅱ了重现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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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的机会。

老实说，尽管我对这一录音专辑的播出期待

已久，却并没有料到听李玉起老先生的演唱会有

如此震撼的“惊艳”之感。肯定地说，李先生的唱

腔唱法确实得到张派的真谛。如果与张小轩百余

年前灌制的唱片对照，那种巨流出峡、一泻千里

的气概，质朴又凝重的份量，隐约间闪现的津味儿，

都是无可挑剔的。张小轩灌制唱片时三十二岁，正

在壮年，能听出他的嗓音浑厚有余，脆亮不足；而

古稀之年的李先生则高宽亮兼备，气力充沛，更占

优势。足以胜任研讨、选材、录音、示范演出甚至传

艺之各种需求。李先生以再演五年为期，这是自谦的

说法。希望能物色到有志继承传统艺术的门人，把这

—支老树新花重新植根在天津曲坛的沃土之中。

我们失去的已经太多，若任张派京韵大鼓继

续自生自灭，对培育它的天津民众，对天津曲坛

的振兴，对传统文化，都是不可弥补的损失。而且

当今的部分曲艺、戏曲，受到社会风气影响，日益趋

于柔靡花哨，很需要在振奋时代精神的同时，吸收、

借鉴传统艺术的菁华，充实表现形式和表演方法，重

振民族磅礴气魄。故此，张派京韵大鼓颇有可取法

之处。何况重现曲坛多个流派争奇斗艳、百花齐放

的盛况，丰富文艺生活，更是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当今之世，为收视率和创收驱动，哗众取宠、

弄虚作假、不知所云的节目一度有铺天盖地之势。

天津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能够不惜人力物力和时

间，把这个显然不能获得经济效益又难以借其获

取声名的事情当作重中之重来安排，并在新春之

际播出，足见媒体人的卓识和担当，这也是文化

事业之幸。

最后，我想说的是，一位合格的媒体人，应该

而且必须熟悉自己的专业，尽量全面地了解所涉

对象的前生今世。试想，如果李先生打进电台的

电话被一个不知张派京韵大鼓为何物的人接听，

只当作一股的听众接待后轻轻放过，会造成怎样

的遗憾!幸好天津文艺广播有内行的编辑、主持，

敏锐地抓住时机，立即约见、详谈、试录，得到领

导支持后迅速展开一系列工作，于是我们有了这

样的惊喜。

感谢媒体人!感谢同样热心传统曲艺的青年

朋友们!感谢年轻的弦师、录音师!保存文化遗

产，功莫大焉!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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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元、李玉起师徒1965年于天津合影

存世，所以我们对它表演的全貌都心中无数。为

此。蒋卯卯、张博拿出他们珍藏多年的曲艺老唱

片和文献资料，与三位青年琴师和我一道研究、

分析张派唱腔特点，伴奏音乐等等。因张派的形

成早于刘宝全、白云鹏两派，历史资料上也记载

着“张派京韵大鼓表演形制与其他派别相同。唱

腔有平腔、上板、甩腔等。上板的唱句紧凑，行

腔迅疾，是张派突出的优长。”据此，我们达成

伴奏“返璞归真”“整IH女UlB”的共识，力求给

人以穿越到民国初期的感觉。乐队问题解决，我

们有了信心。

方针既定，便约请李先生来排练。第一次排

练《单刀会》之后李先生非常激动，表示满意。

经过我们六个人近一年的排练、磨合，完成了张

派传统曲目《单刀会》《华容道》，重要的是完

善了张派的伴奏。经过一年左右的排练，李玉起

先生的张派京韵大鼓已经“初具形制”，他与乐

队的合作也已经达到了演出、录音的要求。

听李玉起的演唱能够体会到张派京韵大鼓何

以独树一帜。气力充沛，唱腔古朴苍劲，上板之

后一泻千里，粗犷奔放，痛快淋漓。特别是感受

到了怯大鼓转化为京韵大鼓初期的音乐形态，确

实代表着京韵大鼓发展的起始阶段，与白云鹏、

刘宝全一起组成京韵大鼓的完整链条，具有重要

的艺术与学术价值。

2016年夏，我们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第二届

“宣南杯”京津冀鼓曲大赛。比赛期间，与曲艺

理论家常祥霖先生谈到发现张派传人一事，他很

感兴趣，说这一重要流派可以填补京韵大鼓历史

的空白，并鼓励我们排练成熟后一定要申报“非

遗”，保护好这门古老的艺术。当时正值河东区

文化馆馆长闰帅先生在座，闰先生当场承诺2017

年河东区非遗保护中心将大力扶植“非遗”中的

曲艺项目，张派京韵可以考虑在河东区申遗。得

到了专家、领导的认可，我们更增添了对张派京

韵大鼓重现生机的信心。

张派京韵大鼓之所以稀罕、珍贵，是因为张

派的相关音响资料少之又少。据现有的记载，张

小轩在百代公司灌制的唱片有《草船借箭》《华

容道》《游武庙》《单刀会》《灯下劝夫》《马

大帅夺杨村》《西太后起銮》等，其中有的尚未

发现。即使有唱片也只是曲目的片段，无法窥见

张派京韵的全貌，所以李玉起先生录制的这些完

整的张派京韵大鼓资料无疑填补了空白。天津市

艺术研究所曲艺研究专家，曾经担任《中国曲艺

志·天津卷》编辑的周春玲女士听到李玉起的排

练录音后，惊呼不已，说这是一次“与故人重逢

的大喜事”。

2016年底，我把抢救张派京韵大鼓的意愿向

天津文艺广播的领导反映后，文艺广播总监张立

群先生、副总监贾永胜先生非常重视，马上安排

录音棚，指定了录制、播出张派京韵大鼓的具体

流程，很快就邀请李先生来天津电台录音，并且

制作专题节目于2017年2月19日在天津文艺广播

《曲苑大观》栏目中向听众播出。

专辑播出后引起学术界和广大听众的强烈反

响，认为绝迹舞台多年的张派京韵大鼓重生是功

德无量的大事。

现任天津非遗保护协会会长、著名作家、资

深曲艺专家李治邦先生提出要为张派京韵大鼓申

遗。天津河东区文化和旅游局、河东区非遗中心

很快就进入了申遗的程序。

相信在如今良好的社会环境下，在有识之士

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够顺利推进对张派京韵大

鼓的挖掘与保护工作，使这一珍贵文化遗产重现

光辉。躅

(作者单位：天津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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