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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济宁故事

本文以文化场域理论的视角，通过调查
研究，全面分析了济宁书法与曲艺的结合，
揭示了书法与曲艺在济宁深厚的文化土壤
中各自形成的独特场域，并探讨了两者结合
的可行性及其带来的创新空间拓展、文化内
涵深化和文化资本生产等多重效益。这一
调研，对于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具有重要意义。

——主编在线

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
的文化场域理论，主要用来分析文化和艺术
形式在特定社会场域中的运作机制及其相
互关系。

文化场域理论关注的是文化实践、艺术
创作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在不
同的文化领域和社会场域中，个体与群体如
何通过符号、权力、资本等因素来塑造和维
持文化现象。

在文化场域的理论框架下，书法和曲艺
分别可以视为济宁的文化与艺术场域中的
不同子领域，二者在济宁的历史、社会和文
化背景下形成了各自的文化“场”。

济宁市书法传统深厚。首先是历史上
曾有许多著名的书法家在济宁活动，如唐代
的虞世南，宋代的米芾、周邦彦，明代的王
铎，近现代的邵其驯。其次，济宁的书法资
源丰富，被誉为“汉碑之乡”。

曲阜汉魏碑刻馆内的《礼器碑》《史晨
碑》《乙瑛碑》等，均为汉碑中的翘楚。这些
汉碑不仅是书法艺术的珍品，更具有重要的
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除此以外，济宁还保
存了北朝摩崖刻经、武氏墓群石刻等。

近年来，济宁书法界组织举办了一系列
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书法活动，如“孔孟之
乡汉碑行”“孔子书法奖”“黄易篆刻奖”等，
承办了全国性的书法展赛活动，如全国当代
隶书优秀作品邀请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全
国书法篆刻名家邀请展等，进一步扩大了济
宁书法的影响力。

济宁有着“曲山艺海”的美誉。济宁的
曲艺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山东琴书、山东渔
鼓、山东梆子、山东快书等，且都有其独特的
表演风格和音乐特点。

济宁曲艺的语言充满地方特色，承载着
济宁人民日常生活经验、地方风俗和社会历
史的记载。与书法场域不同，济宁曲艺的场
域更加关注语言的交流、表达技巧以及与听
众的互动性。在这个场域中，表演者通过幽
默、夸张和反讽等方式，极尽所能发挥语言
的作用，引起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

济宁市高度重视曲艺艺术的传承与保
护，近年来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曲艺艺术的
繁荣发展。例如，通过实施非遗传承人研修
培训计划，提升传承人的技能艺能。金乡县
文化馆还推出了“非遗少年”曲艺公益培训
项目，以多位曲艺非遗传承人为依托，以培
养优秀的少年曲艺传承人为目标，已成功培

养了1000余名少年非遗传承人，并多次在
省市级曲艺大赛中获奖。

文化场域互动的可行性

书法和曲艺这两个文化场域，虽然展现
形式和表现手段不同，但文化场域的互动却
是具有可行性的。

第一，书法和曲艺的受众具有交叉性。
这类受众通常具有较强的传统文化认同感，
尤其是在济宁地区，书法和曲艺都具有悠久
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背景，因此，喜欢这两
种艺术形式的观众，通常是对传统文化具有
浓厚兴趣的人群。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往往更容易接
触和欣赏书法与曲艺这两种艺术形式，因为
这两者都涉及较为深厚的文化积淀，要求观
众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一些社会上层或有
一定文化资本的人群，他们既有充足的时间
和经济基础参与书法收藏、展览等活动，也
更有可能参与到曲艺活动的推广、组织和文
化传承中。

第二，书法和曲艺都与当地人的文化性
格契合。济宁地区的汉碑数量众多，且艺术
价值极高，这反映了济宁人在制作汉碑时严
谨认真的态度。汉碑多用于祭祀、纪念等庄
重场合，其内容和形式都充满了庄重感，体
现了济宁人尊重传统、注重礼仪的文化性
格，从中也可以看出儒家文化的深远影响。

济宁的曲艺同样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
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了当地的文化性
格。作品往往以当地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
为题材，通过生动的表演和优美的唱腔，展
现了济宁人幽默风趣、乐观向上的性格特
征。

曲艺故事中传递的喜怒哀乐、善恶美丑
等价值观念，也是济宁人文化性格的体现。
因此，观众无论是在欣赏书法还是曲艺，都
能感受到强烈的情感认同。

第三，书法与曲艺在艺术形式上具有一
定的互补性。书法以笔墨纸砚为工具，通过
线条、结构、布局等元素展现艺术美感；而曲
艺则通过说唱、表演等形式，借助语言、音
乐、舞蹈等手段，来传达情感和故事。两者
在艺术表现上具有不同的特点和优势，可以
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共同创造出更加丰富
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

在现场书法创作的过程中进行表演，在
曲艺演员讲述或演唱的同时，书法家可以现
场挥毫创作，书法的文字内容可与曲艺表演
的主题相关联，形成一种视觉与听觉的艺术
互动。

书法相比于曲艺，其作品呈现是静态
的，书写过程的节奏和韵律也是内隐的。书
法家在书写时可以随着曲艺的韵律控制书
写节奏，让观众直观地感受到笔墨流动的速
度，增强艺术的层次感和互动性。

第四，济宁的传统文化市场需求日益扩
大。济宁定期举办书法交流活动，如“孔孟
之乡汉碑行”等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展览。

在济宁，书法产业不断创新发展，涌现
出了一批以书法为主题的文化创意产品和
旅游项目。例如将书法作品与旅游产品相
结合，推出书法主题旅游线路和纪念品，以
及利用数字技术将书法作品进行数字化展
示和传播等。

济宁的曲艺产业市场也表现出蓬勃发
展态势。在曲阜孔庙景区，曲艺表演作为旅
游项目的一部分，吸引了大量游客。节日期
间的大集新春季活动，包含了多种曲艺展
演。济宁的曲艺小品大赛不仅是曲艺演员
竞技的舞台，也通过比赛吸引了商业赞助，
增加了门票收入。

昆曲与书法的结合，能为济宁曲艺与书
法的结合提供参考。在长沙昆曲研习社十
周年庆曲会上，上演了经典昆曲剧目唱段，
并同时展出了书法作品。此外，在雅集活动
中，曲艺与书法也可以同台展现。在上海交
通大学举办的戏曲文化雅集中，活动现场不
仅有京剧、越剧、昆曲等多种戏曲表演，还有
诗朗诵和书法创作。这种多维度的传统文
化形式，让舞台既可借歌留芳，又能以墨载
道。

济宁市高度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出台
了一系列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
政策措施，如《济宁市高质量推进曲阜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建设行动计划
（2022—2025年）》。这为书法与曲艺文化
的互动，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发展机
遇，有利于推动两者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深
度融合与创新发展。

文化场域互动的效益

书法和曲艺的互动能在多个层面带来
积极的影响。

第一是创新空间的拓展。作为传统文
化，济宁曲艺和书法都面临着如何更好地融
入时代、适应潮流的问题。书法和曲艺属于
不同感官的艺术，因此将书法和曲艺置于一
个空间中进行展示并不会造成冲突。

如举办互动体验式展览，利用AR（增强
现实）、VR（虚拟现实）技术，创建沉浸式体
验，设计以书法为基础的展览，并将曲艺表
演或录音、视频等元素融入其中，受众可在
观看书法作品的同时，欣赏到曲艺的表演，

形成多感官的文化体验。
可制作曲艺主题的书法文创产品，例如

将曲艺经典台词、段落等书法作品，制作成
明信片、书签、笔记本、装饰画等文创产品，
进行市场化销售。同时可以将曲艺表演中
的经典元素与书法艺术结合，推出具有地方
特色的文化衍生品。

通过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将曲艺和
书法结合的创新表现形式传播给更广泛的
受众。年轻人对短视频和网络平台的关注，
为创作及作品提供了新的文化传播空间，可
以利用这种平台进行创新性的互动演绎。
可以举办线上曲艺表演与书法创作的直播
活动，通过直播带货等方式与其他产业链结
合，盘活传统文化产业。

第二是文化内涵的深化。书法作为文
字的艺术表现，以独特的书写技法、深厚的
文化积淀为基础。欣赏书法艺术，不仅仅是
欣赏作品的书写方式，更重要的是读懂作品
内容传达的精神。因此，书法作品的文本都
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观众在欣赏书法作品
时，也经历了一次文化的熏陶和教育。

济宁曲艺取材广泛，历史故事、民间传
说、志怪传奇都是其素材来源。书法家可以
通过书写曲艺中的经典文本，让观众在欣赏
完曲艺表演后，还能以另一种方式加以回
味，从而更好地去理解曲艺中蕴藏的文化内
涵。

在济宁这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地方，
书法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也承载着道德
观念和历史记忆，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和文化
意义。

将济宁曲艺的题材与书法结合，不仅能
够让书法通过文字的形态增强曲艺的文化
深度，也能通过曲艺生动地演绎书法的艺术
性和情感力量。

第三是文化资本的生产。书法与济宁
曲艺的结合，可以通过多种途径生成文化资
本。文化资本理论强调文化资源在社会中
传递、积累和转化的过程。

书法与济宁曲艺结合，产生了可供识别
和传递的文化符号，这些符号能够在社会中
产生认同感并帮助建立文化资本。

如果一个家庭长期重视书法和济宁曲
艺的学习和传承，那么家庭成员尤其是下一
代，将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积累丰富的文化资
本。在济宁等地，书法和曲艺的结合往往通
过社区活动、文化节庆、文化培训等形式进
行推广。家庭和社区在这些活动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它们成为文化资本积累的场域，
为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提供了土壤。

不仅如此，书法和济宁曲艺的结合，在
社会层面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能够帮助个
体提升社会地位，创造社会资本，从而进一
步积累文化资本。

知名的书法家或曲艺演员将这两者结
合，可能会成为文化界的标志性人物，代表
济宁的文化特色，进而在社会中获得较高的
文化资本。

从事书法和曲艺创作或表演的个体，尤
其是在作品中结合两者的艺术家，往往能通
过文化资本的积累，获得社会精英阶层的认
同。

而当人们想融入社会精英的圈层，就会
去学习能体现这一圈层文化素养的知识，以
获得文化资本。通过参与书法和济宁曲艺
的创作或表演，个体在社会中展示自己的文
化素养，获得社会的认可。这种文化资本最
终能够在社会中生成社会地位、资源、影响
力和经济价值，推动社会的发展与文化的繁
荣。

济宁市书法与曲艺的互动，不仅丰富了
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也为地方文化产业的
繁荣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

①礼器碑、史晨碑、乙瑛碑局部②山东
快书③济宁渔鼓 ■资料图片

从文化场域理论看济宁书法与曲艺的结合
吴晓璐

我的童年是在“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
革命忠于党”的歌声里长大的。课堂上唱，
上学放学路上唱；语文作业平时造句子，最
亲切的就是“雷锋叔叔是我们的好榜样”

“雷锋叔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让
我永远不能忘怀”，作文的题目和素材有过
《雷锋精神鼓舞了我》《沿着雷锋叔叔的足
迹》《雷锋精神，榜样的力量》，数学应用题
也有“学雷锋小组共24人，女生是男生的2
倍少一人，问男女生各多少人”。校园内外
的墙壁上贴着的标语，都是关于学习雷锋
的语句词汇，黑板报上还常年开辟“学雷锋”
专栏……

有了肥沃的土壤，阳光的沐浴，雨露的
滋润，生长出来的小草肯定是绿油油，焕发
出勃勃生机的，开出来的鲜花肯定是明丽争
奇斗艳的，大树肯定是参天伟岸的。在浓浓
的学雷锋氛围下，同学之间互相帮助，团结
友爱的事比比皆是，尊老爱幼、拾金不昧等
好人好事层出不穷。

那年我上三年级，因为贪玩儿，顽皮捣
蛋数第一，学习成绩在班级倒数第一。不但
家里和老师着急，我自己也是既没勇气又没
信心。班长小玲比我大1岁，她主动请求老
师让我与她同桌，帮助我进步，老师欣慰地

答应了。
课堂上，我听着听着课，就会开小差，小

玲提醒或警告的小拳头就打过来；刚掏出上
学路上抓的青蛙玩儿，就被小玲一把抓起，
顺着窗户给扔了出去；老师的板书我没有及
时记笔记，或者记得不认真，一下课，小玲就
把她的笔记扔在我面前，监督我抄下来。

每天老师要求背诵默写的现代文、古诗
词、文言文，我首先要背诵给小玲听，写给小
玲看，否则就不让我下课出去玩儿，放学也
不让回家，直到完成了任务为止……一晃半
年的时间过去了，我的成绩竟然在期中考试
上升到中游。期末考试的时候，我的总成绩
竟然和全班第一名的小玲差了3分。

当时，小玲还带着我和几位同学，在校
外学雷锋做好事。比如给看守山林的八路
爷爷送咸菜，给拄双拐的仓叔晒被子。失明

的二大娘家的猪崽子丢了，我们放学后顾不
上吃饭，帮她找回来。

村里年迈而又残疾的四奶奶，既是伤残
军人，又是军烈属，独自一人生活。她的日
常生活都是我父母照料的，小玲常带着我们
去她家打扫院子、掏灶灰，清理猪圈、鸡窝。

那年寒假的一天上午，刚刚下了一场薄
雪。我和小玲、狗剩儿给四奶奶打扫完院子
里的积雪，发现水缸里仅剩一碗水了，我们
当即拎着水桶，偷偷地去村西头儿的水井里
汲水。

那口水井七八米深，既危险，又需要力
气，因为那水桶装满后重达70多斤。我自
告奋勇，踩着井沿汲水，小玲和狗剩儿在后
面抓着井绳后端。看着黑洞洞的井底透出
的一点点水的光亮，我竟然双腿抖动，不小
心滑进了水井内：“啊——扑通——”

尽管我会游泳，还是喝了许多水。大约
1分钟后，我的脑袋浮出水面，由于井水又深
又凉，井下又黑，我吓得直哭。

小玲也在井口哭了：“呜呜……你别害
怕，我陪着你，狗剩儿喊你爹去了……”

20多分钟后，父亲来了，把我从水井内
捞上来时，我的嘴唇被冻得铁青，牙齿止不
住地“咯吱咯吱”直打颤。

这事传到了学校，老师先是表扬了我
们，又狠狠地批评了我们的冒险行为，“做好
事是要量力而行，不能以身犯险，否则就失
去了学雷锋做好事的意义”。从那以后，我
们做好事就再也没有犯过险。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瞬间几十年过
去了，我们那些当年天真烂漫的儿童都已经
过了知天命的年龄，回首往事，特别是那些
年“学雷锋做好事”的经历，别有一番滋味。

难忘童年学雷锋的往事
周脉明

春天，父亲送给我一盆一叶兰。夏天雨水一多，它旺盛
起来，还发了许多新叶。我分成了几盆，放在院子边上，有时
忘了，就几天浇不上水，一干就是半死，盆里长满了草，也懒
得拔。

冬天来了，我选了一盆叶片多的，放在了客厅，其余的几
盆栽到家门口的路边。屋里还有新买的两盆名贵绿植，一盆
旋镙铁，一盆金枝玉叶。那旋镙铁的叶子娇艳欲滴，油黑发
亮，似乎见它天天在长高。而金枝玉叶，单它伸向一旁的虬
枝，谁看了都会着迷。那嶙峋的干，是要数年加工，才有今天
盘曲的样子。

平时下了班，我总是看着它们，中午常搬出来晒太阳，浇
水也是按书上说的，用不低于10℃的井水。如果叶子沾上了
灰尘，我总是细心地用软布擦拭，朝阳的位置当然是它们俩
占着。一叶兰却很少打理，哪天想起来，就用喝剩的纯净水
浇一下，它的地盘只能在不碍事的门后边了。

天气渐渐转冷，一场大雪过后，我忽然发现，那旋镙铁的
叶子好像有点卷曲。又过了几天，叶尖又像是被烫过一样。
再看金枝玉叶，它的叶片也有些枯萎，原先的翠绿变得发白，
树枝也干了半截。

我不禁有些怅然，难道这名贵的花草，真的过不了冬天？
旋镙铁的叶子在一天天变坏，主干也开始干瘪，放在客

厅的确有碍观瞻，我便找了一个没有盖的木箱，把它放了进
去，上面还罩了一层塑料薄膜，放在别的屋里保护了起来。
而金枝玉叶，也只能勉强让它在客厅里待着。

这几天，风和日暖，气温回升。中午回家，我对妻说：“把
旋镙铁搬出来晒晒太阳吧。”她不无嗔怪地说：“你自己去看
看你那好花吧。”掀开塑料薄膜，我愣住了，那旋镙铁的叶子
竟然全干了。

我的目光开始转向一叶兰，它好像比刚进屋时更茂盛
了。我又去门口端详路边的那几簇，只见它们在寒风中挺立
着不屈的叶子，那天生的绿色丝毫没有减褪。

我的心顿时有了几分愧疚，这被我漠视和冷落了的，从
未有过奢求，依然默默地守着本色。做人不也正像这些花草
吗？极尽的张扬与繁华，虽然取悦了主人一时，留下的则是
虚妄和浅薄；那顺境不喜，逆境不忧，坦然面对生活的，却一
直活在茂盛里。

一叶之兰
周建忠

在外工作多年，喝过许多地方
的羊肉汤，各具特色，唯独喝不出老
家的味道。

我的老家，地处鲁西南大平原，
盛产青山羊。小时候，几乎家家户
户都有羊圈，大大小小总有十几只
青山羊。一进腊月，挑选一只膘肥
体壮的公羊留着自己宰杀，其他的
便赶到集市上卖了置办年货。

除夕一大早，母亲把生羊肉从
房檐上摘下来，剁成拳头大小，再
把羊腿骨、羊椎骨等砸劈。听父母
说，我们这儿的羊汤之所以好喝，
关键是地下水好。尽管喝起来口
感偏咸，但这方水土养育的青山
羊，肉质细嫩膻味小，再用压水井
里的水熬煮，羊汤乳白，肥而不腻。

母亲把剁好的羊肉泡在刚压
出来的清水里，用手抓洗三五遍。
母亲说，一定要抓洗，不然肉里的
血水影响羊汤味道。

焯水的时候，是凉水下锅的，
这样才能把血水慢慢焯出来，时间
不宜太长，水一开滚，就得把羊肉
捞出来，放在大盆里沥水。这时
候，熬煮羊汤才算真正开始。

焯好的羊肉，需等水开后才能
下锅。母亲总是按部就班，放肉、
葱姜、茴香、白芷等大料，不急不
躁，不慌不忙。这样煮，肉才不膻、
汤才不腻。煮肉的事，急不得。

羊肉快熟的时候，从锅底下扒一些木炭到火盆子里，放
上铁箅子，把早已洗干净的干红辣椒熥在上面。也就是分把
钟时间，翻个个儿，辣椒就烘脆了，微微发糊，散出特有的香
辣。

母亲端起箅子，一股脑儿把红辣椒倒在案板上，与雪白
的生羊油放在一起剁，直到辣椒与生羊油融为一体。尔后，
再把剁好的羊油收到炒瓢里，来回翻炒匀和。羊油一化，满
院子辣椒的辛香了。

这满锅红油，便是羊汤的灵魂。羊油炒熬好了，羊肉也
煮熟了。母亲便把羊肉捞出来，把羊汤也盛出来大部分，留
好老汤，煮羊汤的任务才算完成了。

添上几瓢水，加上白菜粉条，连同锅里留的羊汤再生火
煮，这才是除夕的午饭。待锅滚起来，葱花芫荽、切片的羊
肉、适量的红油往锅里一倒，接着盛到碗里。羊汤的清香，伴
着红火火的羊油和白嫩嫩的葱花、绿油油的芫荽，随着滚滚
的热气，飘满厨房了。

顺着碗边左右吹上一口，奶白奶白的羊汤浮出红油，葱
花、白菜、羊肉浮浮沉沉，若隐若现，红里带绿，绿中有白，光
看着就很有食欲。喝上一口，微微辣唇，有点烫舌，再来一
口，是鲜美甘淳了。捞点粉条和薄肉一片，啃上一口大蒸馍，
红油的香辣和羊肉的鲜美，融为一体，不腻不膻，劲道嫩滑，
别提有多惬意了。

老家的传统，过年熬煮羊汤，一定要端给长辈尝尝。我
们姐弟几个接着就忙乎起来了——我送爷爷家，大姐送二爷
爷家，四姐送小叔家……当天，路上都是端着热乎乎羊汤的
街坊邻居，穿街走巷，传递着新年里特有的温馨热辣。

初二以后，陆续有串门的亲戚来了，炒上几个酒肴，推杯
换盏，家长里短聊得热火朝天。当客人晕乎乎地说：“咱不喝
了，喝羊汤吧！”这时候，留的老汤、熟羊肉和红油就派上用场
了。主人也不再倒酒，很快端上一碗碗热气腾腾的红油羊汤。

在老家，过年待客，没有羊汤肯定是不行的，不仅主家感
觉没招待好，客人也心里不舒服——来你家串个门，连碗羊汤
都没喝上，看样子不受待见啊！还有，过年串亲戚，寒暄一阵
子后，总会客气一番，“可别折腾炒菜，熬碗羊汤喝就行了。”因
为家家都有备好的羊汤，做羊汤就省去了很多烹炒麻烦。

当然，大过年的，谁家也不会只备羊汤的。客人来了，怎
么着也得炒几个菜，喝上几杯小酒。不过，羊汤是重头戏，是

“酒足”后起“饭饱”作用的。不上饭，客人怎能“酒足饭饱”
呢？

把羊汤作为过年必备年饭的地方，应该不多，我老家应
该算是独一份吧！没有红辣辣的羊汤，怎么过红火火的新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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