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岁开始接触北管
唱了一辈子也不厌烦

讲述

A04 闽味 智 慧 海 都
968880

2023年7月19日 星期三 责编/林威 美编/建隆 校对/德峰

智

慧

海

都

我司委托福建省环境保护设计院有限公司开展

“金门供水水源保障南高干渠供水替代工程”环评编

制工作，现已在微信公众平台(网址连接：https://mp.

weixin.qq.com/s/-48Ai411y94rjNaopxIkOA)发布该项目

环评第二次公示信息、环评征求意见稿以及公众意见表，

公示日期2023年7月14日-2023年7月28日，特此公告。

泉州原水运营有限公司

2023年7月19日

金门供水水源保障南高干渠供水替代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新郎林牧易与新娘吴炜琛

于公元 2023年 7月 19日正式结

为夫妇。特此登报，敬告亲友，

亦作留念。

结婚启事

而为更好传承北管文
化，1995年，刘宗训在担任
峰尾圭峰北管乐社副社长
时，就开始收徒传授三弦、
二胡、打击乐演奏，传授北
管唱腔等。自 2015年起，
刘宗训还利用暑期为青少
年免费培训北管音乐及民
族乐器。

当日下午，在刘宗训
的带领下，我们一同来到
了隔壁的诚平村，北管市
级传承人刘峥宗的家中。
刘峥宗是刘宗训的老朋
友，年轻时耳濡目染，在他
心里也埋下了热爱北管的
种子，也是一名受人尊敬
的北管老艺人。为让更多
人传唱北管，刘峥宗将自
家的二楼腾出，作为圭峰
北管乐社教学北管的场

地，刘宗训常常会来这里，
同刘峥宗及其他老艺人一
起向学生“倾囊相授”，免
费教学北管乐。

下午3时许，刘峥宗家
中传出一阵悠扬的歌声和
乐器演奏声，30 多位老中
青少四代学生齐聚一堂，个
个手持乐器，管弦悠扬,声
线温婉,令人陶醉。如今，
他们的北管乐社兴趣班已
经吸引周边50多位村民参
与，刘宗训从北管的历史到
北管的基础知识再到一对
一的指导，凭借多年的经验
进行教学。

“我和老公看到他们
在这里拉二胡等乐器，就
抱着尝试的心态报名了，
一开始怕学不会，没信心，
但老师教得很耐心很详

细，北管的氛围也很好，现
在我会拉二胡，老公会吹
箫，很有成就感。”在村里
开店的50多岁村民刘秀恩
说道。

而刚刚初中毕业的学
生林舒涵，一开始是很抵触
北管乐的，她说，后来偶然
有机会参加北管培训，直接
听入迷了，立即报名参加了
学校的北管乐团，幸运的
是，家里人都很支持。“升高
中后也会继续接触北管，不
会因为学业繁忙而放弃。”
学生林舒涵说道。

如今，像这样的场景，
在泉港区各个乡镇都能见
到，泉州北管传承在当地深
入人心，“传承与保护是作
为一名非遗传承人应尽的
责任。”刘宗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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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管又名北曲、小曲、小调、曲仔，是广泛流传
于泉州市泉港区的一种民间丝竹音乐，与南音并称

“姐妹花”，素有“天子传音”的美誉，早在2006年，就
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成
为泉州的一张文化名片。今年75岁的刘宗训，是北
管省级传承人，近日，记者来到他家中，聆听这位七
旬老人讲述北管情结。

在泉港区峰尾镇诚峰村
一栋民宅里，我们见到了刘
宗训。因前些年意外摔倒，
他腿脚有些不利索，看着略
显疲惫，但只要与他一聊起
北管来，立马神采奕奕。

“我从 10岁时就开始接
触北管了，唱了一辈子的北管
曲，怎么也不厌烦。”聊起与北
管的结缘，刘宗训侃侃而谈。
他的北管音乐启蒙老师叫刘
锡碧，是当地的一位北管民间
老艺人，同时也是一名理发
师，擅长所有北管乐器，尤精
京胡、三弦。儿时刘宗训常
常会来理发店玩耍，有次刘
锡碧将一对钹拿给他玩，没
想到刘宗训操弄得像模像样
的，很有节奏感。刘锡碧觉
得，这是块学北管的料儿，便
收他为徒，教他弹奏乐器、唱
小曲儿。不知不觉中，刘宗
训很快学会了所有北管乐
器，最擅长的还是继承老师
的三弦，而三弦是北管乐队里
的压阵，算是所有北管乐器里
最有难度的。

说罢，他起身从屋里一
面挂满伬胡、瓢胡、三弦、二
胡、板胡等北管乐器的墙壁
上，取下一把三弦，为我们弹
奏了一曲北管经典曲目《梅
花三弄》，技艺娴熟，悦耳动
听，弹着弹着，他也跟着尽兴

吟唱起曲儿来，沉浸在自己
的世界里，停也停不下来。

北管乐队里，大多数都
是业余的老艺人，平时要忙
自身的生计，刘宗训也是如
此。年轻时，他是名摄影师，
需挣钱养家，但他对北管的
热爱一直未改，只要一有空
闲，就与志同道合的艺人朋
友坐在一块吹拉弹唱，切磋
技艺。那时，北管在泉港十
分盛行，无论婚丧嫁娶、宗教
节庆，泉港各村无不使用北
管音乐，辉煌的场景令他记
忆犹新。

之后北管一度没落，上
世纪 80年代，老艺人纷纷自
发抢救整编北管音乐。“我的
老师刘锡碧，到了古稀之年，
还与弟子演奏多首北管曲
谱，凭着记忆整写曲谱，整理
编印北管曲谱，提供有关资
料，对濒临绝迹的北管音乐
继续流传及为它的抢救整编
做出了积极贡献。”刘宗训
说。

刘宗训深受老一辈北管
艺人的感染，也加入了发掘抢
救北管的工作中。他从上世
纪 80年代起，便投身搜集整
理北管音乐原生态素材，在为

“泉州北管”申报列入国家级
非遗保护名录时，提供了大量
历史照片和遗存资料。

“北管源自明清两朝
的江淮小调及江南丝竹
乐，通过海运与移民等方
式传入泉州，在泉港融入
闽南与莆仙音乐元素后，
渐渐成为独特的乐种。”
刘宗训时常为北管音乐
的独树一帜感到自豪，但
内心常惶恐不安，北管艺
人从艺收入不固定，主要
靠民间丧礼、通宵伴坐演
唱取得微薄报酬，加之表
演老调重弹，重复演奏老
曲牌曲谱，形式单调乏味
等因素，因而愿意学的人
越来越少，传承成为问
题。

他觉得，北管音乐应
在表演和曲目上尝试创

新，迎合不同观众的口味，
才能让大家对北管有全新
的印象和感受。为此，在
过去数十年里，刘宗训用
心创作一些通俗易懂、朗
朗上口又接地气的北管曲
艺，融入当地民间民俗文
化活动，寓教于乐，增加参
与学习北管音乐的兴趣和
授徒传艺的延续性。

他为当地大大小小的
文艺晚会，创新创编北管曲
艺节目，演奏、说唱，创编北
管曲艺，将传统音乐中的工
尺谱与五线谱融合，并结合
社会热点重新创作，拓展传
播面。他根据北管曲目《采
莲歌》进行改编，结合北管
艺术形式，创作出的一首

《创建文明新城市》曲，在传
承非遗文化的同时，深受年
轻人喜爱。

而在北管音乐濒临
绝 迹 的 关 键 时 期 ，2002
年，刘宗训还主动协助组
织圭峰北管艺人，录制两
盘《泉州北管传统曲牌
选》VCD，共 50 多 首 曲
谱，使得北管音乐得以保
护和发展。同时，20 多次
主动配合北管乐队、乐团
赴国际性、国家级、省、市
交流比赛并获奖，接待海
内外音乐家对北管的专
题考察和拍摄，并根据北
管传统曲牌填词改编创
作了 10 多件作品，在市、
区文艺活动中获奖。

表演和曲目上不“老调重弹”深受年轻人喜爱创新

免费教学北管音乐 传承北管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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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课堂上，刘宗训为学员传授北管演奏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