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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弦艺人的曲艺情结

在素有“中国曲艺之乡”的山西省沁县，有一位资历
老、年龄长、艺术精的三弦书传承人，名叫栗四文。

自幼跟随县盲宣队学习三弦

栗四文 1960 年出生在南里乡中里村一个贫困的家
庭，先天的肢体残疾让这个从小就聪明好学的苦孩子学
习生涯止步于初中毕业。那个时候县里的盲人宣传队经
常到村里表演，自幼就爱好文艺的他十分感兴趣，在人家
弹三弦的时候他就坐到他们身边，“就觉得听着好听，几
遍下来音律都记在脑子里了”。当时栗四文全凭脑子去记
忆三弦的音律，一有空闲便在脑子里细细摸索，时间长了
自己慢慢地也能哼出来。后来，他的这个喜好被人发现，
经过引荐，19 岁的栗四文作为第一个非盲人，正式加入
县里的盲人宣传队。那个时候盲宣队有 60 多人，他勤学
苦练，孜孜不倦，于 1978 年正月二十三第一次跟着师傅
下乡表演，在当年的五月初五端午会上，已经可以熟练地
进行吹拉弹唱，也就是那年的端午节，栗四文正式磕头拜
师学艺，开始了他一辈子的三弦生涯。

早已名扬在外却仍坚持不断学习

因为栗四文是盲宣队的唯一一位非盲人队员，所以
他学起来三弦书要比盲人队友们容易也相对简单一些，
照顾队友也成为了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严师出高
徒，跟着师傅苦心研究学习三弦书三年之后，1981 年，栗
四文经过县文化局的严格考核，正式批准出师。可是他对
自己的要求不仅仅局限于此，认为还应该继续严格完善
自己的功底，于是又跟着师傅潜心学习了四年。跟着师傅

摸爬滚打学习了七年的栗四文正式出师，到盲宣队别的
小组担当起了更加重要的职责。地位高了，收入多了，但
是看着被自己精心照顾多年的师傅生活起居无法自理，
十分困难，栗四文含着热泪又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师傅的
身边，这么一待，就是十八年，直到 2003 年师傅去世。栗
四文自己掏腰包，像送别自己的父母一样送走了如兄如
父，改变了自己一生，成就了自己一辈子的可亲可敬的师
傅，现在回忆起来，栗四文都是热泪盈眶，他说，师傅是他
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栗四文告诉记者，那个时候外出表演纯粹是为了
养家糊口，所以会想方设法地吸引更多的人去看，“每
到一个地方便敲锣打鼓地开始唱三弦，唱完后乡亲们会
给点钱表示一下，而挣的钱也只够解决温饱问题”。栗
四文和盲宣队的其他艺人便开始分工搭伴外出表演，二
胡、扬琴、三弦等各种乐器的艺人都有。“那个时候唱
一场就能有比较可观的收入了。”有了正式“工作”后，
栗四文对三弦的热爱越来越强烈，也使得他在 20 多岁
就已名声在外。他还回忆说，在一次全省艺人组织学习
中，别的县的曲艺队都邀请他教学生、讲课，“其实
也谈不上去教他们，就是一起交流交流”。栗四文说，曲
艺文化精深博大，虽然都是三弦的说唱，但是各地唱法
还是有区别的，和其他的艺人在一起弹唱时，自己也会
学习别人的唱法，“我们这些民间艺人就是要走到哪学
到哪。”

曾担心三弦文化消失现在情况比较乐观

近几年来，因为电视网络的普及，县曲艺队下乡表

演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为了养家糊口，很多盲人都另寻出
路谋生。栗四文曾经一度无比堪忧，担心传承已久是三
弦文化从此消失。其实为了防止这种可能，沁县县委、
政府异常重视沁州三弦书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在当地实行了三弦书进校
园、进社区、进农村 等

“三进”活动，开设培训
班，吸纳志愿者，招聘新学
员，尽可能让每一位沁县
人都能哼唱几段三弦书，
真正把三弦文化流 传 下
去。栗四文告诉记者，只要
有人来请，有地方
需要，他还是会毫
不犹豫地去演出，

“以前穷，演出是
为 了 挣 钱 ，
现在就是图
个 乐 子，想
让更多人尤
其是年轻人
了 解 三 弦 ，
学 习 三 弦 ，
只要还有人
愿意听我们
就 很 高 兴
了。”

———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沁州三弦书传承人栗四文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非物质文化遗产只能束之高阁供“保
护”？三弦书仅是满足少数人艺术化的“高大
上”？如何让这些遗产“活”起来，重新融入到
我们的生活中，如何让“三弦书”这一文化遗
产保护当下、传承发展，成为了近年来沁县直
面的重要课题。

2012 年起，沁县成功开展“进社区、进农
村、进校园”曲艺人才培养活动，县政府办公
室文件下发了 《关于印发在全县开展普及学
唱沁州三弦书活动的通知》，并成立了以县委
常委宣传部长、副县长郭爱斌为组长的领导
机构，保证了连续六届沁州书会举办及曲艺
邀请赛等系列曲艺活动，几年来累计投入近
百万元，为曲艺人才培养和三弦书保护传承
提供了保障。

曲艺传承进校园，从娃娃抓起

为使学生了解乡土文化，增强青少年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意识，沁县特
别注重从娃娃抓起，2012 年起沁县大力实施
非物质文化遗产三弦书进校园活动。根据县
政府统一安排，在各中小学开设了曲艺课，沁
州三弦书传承人到各学校轮流授课，并对学
校音乐教师进行了集中培训，将传统文化教
学纳入学校日常教学工作之中，受到师生的
广泛欢迎。在红旗小学还组成了兴趣小组，校
内第二课堂开展“小演员”登台表演活动。副
校长魏霞说，“一直以为三弦书学习很难，通
过学习，孩子们兴趣很高，加上历史文化知识
的讲解，学习的热情更高了，每个孩子都以学
会一两段弦书而感到自豪。”“古代艺术中劝
世醒人的东西很多，在学校则能更好的发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作用”。

曲艺传承进社区，人人都参与

沁州三弦书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越来越受到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近些年，沁县狠抓精心创作，排练了一批具有
时代精神、贴近群众生活的曲艺作品，这些作
品弘扬正能量，歌颂真善美，充分展现了曲艺
艺术的魅力。带着传统文化和这些作品走进
各大社区，手把手传授，口对口教唱，不仅丰
富了群众生活，而且三弦书队伍不断壮大。在
县城北关社区，就组织了一支中青年三弦书
业余团队，每天早晨集中在公园里交流学习。
2015 年春节，北关和南石堠两社区群众文艺
联欢，三弦书节目表演十分引人注目，他们自
编自演，自弹自唱，有板有眼，幽默风趣，唱出
了反腐倡廉，反对铺张浪费的新主张、新精
神，赢来了大家的阵阵掌声。

曲艺传承进农村，尽享文化餐

为群众带去精彩的曲艺节目，让农村老
百姓享受到了丰富便利的文化服务，让全社
会人人都参与、人人都学唱三弦书，成为沁县
三弦书保护传承的目标之一。近年来，每年要
组织一批农村三弦书骨干培训，利用乡镇文
化站开展三弦书培训，骨干学员带动基层群
众学习，边学习边实践，截止目前，全县各个
民乐团都有一至两人会表演三弦书，为了增
强活动的效果，县里专门编辑了相关说唱资
料和教材，把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廉政文化、
建设法治中国等时代主题主题，融入三弦书、
鼓书说唱之中，呈现在群众面前，赢得现场观
众阵阵掌声。同时，还组织了自愿者队伍，把
学唱、传唱活动带到城镇乡村每一个角落，广
大农村精神文化生活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

沁州三弦书走进红旗小学

沁州三弦书走进北关社区

沁州三弦书走进段柳乡双沟村专业人士在教志愿者学习三弦书

———沁县“曲艺三进”活动全纪录 魏 方方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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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声飞出刘家坪》进京表演

《柳树湾的婚事》参加第五届中国中部六省曲艺大赛

第八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长治赛区

“和平杯”华北五省区市曲艺票友邀请赛

第二届“岳池杯”中国曲艺之乡曲艺大赛

《文化讲堂》三晋绝活特别节目

沁州三弦书走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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