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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报道

在鲁南一带，把父亲称为“爷、爸、爹、
大”的居多。但在我老家的那个村，把父亲
称为“爷”的，就我们这姓氏的一支系。听祖
辈说，从明代家谱记载中，就把父亲称呼为

“爷”，把父亲的父亲叫爷爷。所以，当地还
流传一句谚语“叫大轻，叫爹重，叫爷才为
正”，认为叫“爷”最为正。

方言，珍藏古语的生动宝库

山东枣庄、微山，江苏盐城、安徽蚌埠等
地，都有这样的称呼。“爷”这个字以前写作

“爺”，上面是“父”，下面是“耶”。而古人称
父为“耶”，表示父亲的意思，这种称呼最早
见于晋代，王羲之在《告姜帖》中说：“汝母子
佳不？力不一一。耶告。”这里署名“耶告”，
即“父告”的意思。

唐代仍用“耶”字来称呼父亲，杜甫的
《兵车行》中有“耶娘妻子走相送”。其中“耶
娘”就是父母，也就是说，唐代人说的“耶”并
不是祖父而是父亲。南方一些地方，“耶”字
前加“阿”字，称父亲为“阿耶”，比如在《木兰
诗》中：“阿耶无大儿，木兰无长兄。”

到了宋代“耶”字加上形旁“父”字，写成
形声字“爺”。像明朝人写的《西游记》第四
十二回，悟空对红孩儿说：“贤郎，你却没理，
哪有儿子好打爺的。”这里的“爺”，依然指的
是父亲。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家乡话总是很
“土”。在日常交流中，常会不经意间听到或
使用几句方言。这些方言，不仅丰富了语言
表达，还蕴含了深邃的智慧和道理。

假如在某种场合听到一些方言，请一定
不要嫌弃，很可能不是方言“土”，而是咱缺
文化。现在一些很土的方言词汇，实际上都
来自古汉语。一些偏远地区，语言更新的速
度较慢，词语也就被搁置在了语言长河的岸

边，所以听起来它反而很土很生僻了。但
是，当你追究起来古语方言时，你就会觉得
它很雅致，就拿鲁南方言来说。

香菜称为“芫荽”，早在诗经里就有“蕙
兰芫荽，郁郁香芷”。芫荽，这个名字，在许
多文化和传统中都有它独特的地位。细品

“芫荽”二字，感觉很文雅。作为一种常见的
香料和药用植物，芫荽不仅仅因为它的味道
和药用价值受到人们的喜爱。

被子称为“盖体”，枣庄、济宁、菏泽及豫
北等部分地区还保留着这一叫法。这个词
汇，因为被子盖在身体上而得名，盖体用来
盖身体，起到防寒保暖的作用，因此得名。
这个词语不仅体现了当地的语言特色，也反
映了当地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特色。深
秋了从柜子里找到盖体的时候，突然感觉老
家方言浓浓的浪漫气息。

“昨天”称为“夜来”，用“夜来”表示昨
天，至少可追溯至唐宋时期。唐白居易《观
刈麦》诗“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宋翕元
龙《江城子》词“明日柳边春意思，便不与，夜
来同”，元无名氏《度柳翠》第二折“夜来八月
十五日，你不出来，今日八月十六日，你可出
来”，从文意来看，“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
少”中的“夜来”，与前几句诗词中的一样，均
指昨天。

“闯祸”称为“作业”，这个词是用来批评
孩子顽劣的一种说法，意味着孩子做了不应
该做的事情，惹出了麻烦。这种说法，形象
地表达了家长或老师对孩子的不满和批
评。《红楼梦》第二十三回中，贾政对宝玉说：

“作业的畜生，还不出去！”这里的“作业”意
思是“闯祸”。

“舒服”称为“恣儿”，儿化音。济宁、枣
庄、青岛等部分地区，仍保留着这一叫法，表
示开心、舒坦。李白的《将进酒》：“陈王昔时
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这里的“恣”，是
放纵，无拘束，随性，体现了李白对自由、欢
乐生活的向往及其诗歌中的浪漫主义色彩。

李白寄家济宁（古任城）23年，期间写下
59首诗，其中包括《将进酒》。在济宁生活久
了，不觉中就把方言融入诗句，也由此成为
济宁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符号。

“喜宴”称为“吃大席”，枣庄、济宁、徐
州、淮北等部分地区，保留着这一叫法。但
凡喜事，例如结婚、生孩子等，把亲朋好友请
来祝贺，事主要大摆宴席，亲朋好友就叫“吃
大席”。

在西周时期，礼制成为重要的社会法
则，礼更是寓于诸物的使用过程中，席子的

“排面儿”也有别以往，用席成为一件“讲究
事儿”，数量、大小、纹饰、陈设位置，都显示
着身份等级，昭示着社会地位。《礼记》里称，

“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三重，大夫再重”。
“勺子”称为“调羹”，而在冀鲁官话区、

中原官话区、淮语区、吴语区，都有众多的城
市把勺子叫作“调羹”。把“调羹”这个词当
作名词来用，这就有趣至极，比起刻板的勺
子，“调羹”二字一下子就让人想起，“自此长
裙当垆笑，为君洗手作羹汤”。

我们这里把农历小月叫小尽，大月称为
大尽。在农历中，有30天的月份被称为大
月，也叫大尽；有29天的月份被称为小月，也
叫小尽。

“大尽”和“小尽”的概念，在古代文献中
也有记载。例如，《周髀算经》中提到“置小月
二十九日，置大月三十日。”《俚言解》中也解
释道：“月满三十日为大尽，少一日为小尽。”

这两个术语，在生活中也有广泛的应
用。在鲁西南地区，人们仍然按照农历来计
算重要的日子，如集市日、农事活动等。即
使在现代，很多农村地区仍然使用这一方
法，来安排生活和生产活动。

女孩出嫁时给女方家随礼称为“添箱”，
这是一种传统的婚俗礼仪，主要在女方家结
婚之前进行。当女儿要出嫁时，家里人会宴
请亲朋好友，来宾会准备礼物或礼金送给女
方家，以祝贺新婚之喜。

“大胆”称为“戳莽”，形容胆大泼辣、敢
作敢为。这个词汇在不同方言中有多种解
释，但核心意义相近。《台儿庄方言词语》中
有“戳莽”，解释为“做事大胆，初生牛犊不怕
虎”。

炫耀称为“谝能”，《说文解字》的解释
是：“谝，便巧言也。”步行称为“步辇”，清净
称为“素净”，过去称为“每每”，小雨称为“蒙
星、雾露毛”，骂人称为“卷人”，花生称为“落
生”，有空闲称为“得闲”，客厅称为“堂屋、屋
当门”，厨房称为“锅屋”，风筝称为“纸鸢”，
厕所称为“茅子”，恶心称为“干哕”，水饺称
为“扁食”，水桶称为“水筲”等，都是实打实
的古代语言。

方言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文
化现象，蕴含着深邃的人生智慧和生活哲
理，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
和文化心理。方言通过简洁明了的语言形
式，传达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成
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方言，独特的地域文化记忆

各地的方言不仅有趣，还很浪漫，甚至
能够打破方言的刻板印象。

山西年轻人称为“后生”，夸人好看叫
“袭人”，火柴叫“取灯”，窗户上呵气结成的
霜叫“呵雪”，而“想”这个字叫“思慕”。在古

代文学中，“想”有丰富的表达方式，例如“一
日不见，如三秋兮”表示痛苦的等待，“青青
子衿，悠悠我心”表示深深的思念等。

河南话里把小雨称为“滴星”，当地人不
觉得什么，外地人一听就会想起诗人辛弃疾
笔下的“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东
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江苏一带把“东西”称为“搞子”，正确的
写法叫“杲昃”。杲表示太阳刚上树梢，日升为
东，而昃表示太阳在西，一东一西是为东西。

在四川等地，小孩在洗澡的时候，大人
会说“你把身上的狗甲儿搓一下”。这“狗
甲”也就是身上的泥，“甲”字同“圿”。如孟
郊《征蜀联句》：“蹋翻聚林岭，斗起成埃圿。”
还有，雨伞被西南地区称为“撑花儿”，因为
伞谐音“散”，世俗讳之，故改称“撑花”，像雨
天撑开的花朵一样，十分浪漫。

在重庆，“毛毛雨”称为“雨飞飞”，诗经
里《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
思，雨雪霏霏。”是不是同出一辙？

陕西，去年称为“年时”。苏轼诗里面的
“白雨跳珠乱入船”，陕西人一看就知道“白
雨”就是暴雨的意思。

甘肃和陕北一带，“美好”叫“嫽扎咧”。
溯其源头，最早见于甲骨文，形容女子的美
貌、聪明，《国风·陈风·月出》里就有“月出皎
兮，佼人僚兮”之句。

广东、广西地区，“倾偈”称为聊天、闲
谈，是吸收外来词汇形成的本土化新词，体
现了广东人求实、含蓄的风格。

潮汕话中，晒太阳称为“借日”。正所谓
“叶里深藏云外碧，枝头常借日边红。”这个
词在潮汕地区的方言中使用广泛，表达了晒
太阳的行为。

在福建等地的客家方言中，“彩虹”被称
为“天弓”，因其弯曲如弓而得名，正所谓“怅
惘复怅惘，云山挂天弓。”

各地方言的沿用并非个别现象，我国历
史悠久，地域文化博大精深，而这些方言就
在很多地区人民的口耳之间，即各地的方言
之中。这一神奇的文化现象，传承着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具有绵延千载而不绝的强大生
命力。

方言，不仅仅是地方语言的表达形式，
更是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载体，承载着一
个族群的情感认同和精神纽带，像一条跨越
星汉的长长的脐带，细若游丝，扎根在了千
年的诗篇。

方言以独特的形式记录了生活方式和
文化特色，成为语言中的瑰宝。当你耳边再
次响起熟悉的方言那一刻，就知道此刻脚下
就是故乡，是乡愁，这就是方言的魅力。

■毛毛 摄影

济宁，隐藏在方言里的古典浪漫
种衍洋

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杨柳
堆烟，帘幕无重数。

春分时节，天气转暖，从一片树
林里穿越到长河之畔，胜日寻芳。

林下满是厚厚的枯叶，在残雪
消融后，踩上去又酥脆，又松软。
去冬留下的枯枝败叶，已被园林工
人清理成一堆一堆的，等待运走。
草地虽仍是枯黄的，但偶尔能找到
几株顽强的小草芽，绿意星星点
点。

各种的野花野菜，也已穿过陈
年的枯草腐叶，脱颖而出稀稀疏疏
的新绿浅紫鹅黄。松树由苍翠转
为青翠，仿佛返老还童。仔细看
去，梨树桃树光秃秃的枝条上，已
缀满一颗颗豆粒大的芽苞。白桦
树细细的树梢高耸入云，雪白的枝
干映衬着碧蓝的天空。

河堤路上，垂柳已是团团浓雾
般的一片烟黄。柳枝柔软了，妩媚
了，婀娜了，纤韧了，身姿曼妙地在
空中舞蹈。

河之畔，水之湄，去冬的枯黄
芦苇，零星地点缀在河畔，在浩荡
的春风里招摇，清纯雅致间透着一
丝孤单与忧伤，却自有风情，骤然将我带入《诗经》的意境。

春风十里柔情。风从河面吹来，在耳畔猎猎呼啸，但是
吹在脸上不硬，不疼，乍暖还轻冷。空气变得朗润了，鼻子知
道，眼睛知道，脸庞知道，耳朵知道。

春水初涨，丰沛的河水滔滔向前奔涌，阳光肆意泼洒在
宽阔的河面上，银鳞点点。水波荡漾，轻浪逐岸，像喁喁私
语，像情话呢喃。冰封了一冬的流水，此刻听来却是特别悦
耳，特别抚慰内心。

仰头看去，天空飘荡着几只风筝，造型各异。水面开始
有鸟群盘旋，林中亦时有鸟鸣啁啾。我多半叫不出它们的名
字，但是喜见它们的身影，感谢它们让天空不再单调，让枝头
不再空瘦，让耳畔不再清寂。

微醺的春风，舒软的春泥，逢春的枯木，自在的燕莺，一
切都是长冬之后的新生，朝气，鲜活，剥去冬的素衣，渐次披
上春的彩纱。枯黄草地上的各色小花，似黄麻腰带上的刺
绣，这儿一星，那儿一点，随性而生，无拘无束。

河堤路上不甚热闹，恰到好处的人影，多半是附近的人，
也有特地来摄影的，脖子上挂着专业相机。时不时有人从我
身后走过去，又或者迎面而来；有的脚下匆匆，有的闲庭信
步；有的白发苍苍步履蹒跚，有的穿戴轻盈青春活力；有的坐
着轮椅，有的骑着自行车……最让人动容的，是年轻情侣嬉
笑打闹，中年夫妻牵手依偎，老年伴侣相扶相搀，一人一狗互
相陪伴。

沿着河堤路一直走，一直走，忘路之远近。每一座栈桥
浅滩，每一处亲水平台，每一间廊阁凉亭，其所在都恰到好
处。它们本身是风景的点缀，也能助游人饱览最美的风景。
一些河堤石看似随意地守在河边，它们或大或小，或卧或蹲，
或丑或俊，或粗犷憨直或灵秀圆润，或半入水中或高耸水
上，溅石而起的朵朵浪花熠熠生辉。

三月的河畔吐故纳新，枯荣交替，寒瘦与温润更迭。河水
千百年不知疲倦地流着，草树风云，鸟雀蜻蜓，绿柳红英，闲散
行人，我们都是这里的主人，我们都乐于看见彼此的身影。

早春三月，在河畔独行，万物平和宁静，心中涌起对生命
的无限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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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看《哪吒2》是全家总动员，片长两个半小时，我们家
四口睁大眼满坐两个半小时，甚至我连眨眼都觉得奢侈，担
心错过了哪幅唯美的画面。

这部动画给我的最大感觉，就是收获了视觉的饕餮盛
宴，画面壮阔唯美，实在舍不得错过。

包裹在东方美学和英雄叙事中的《哪吒2》，并不复杂。
被申公豹偷换灵珠种下魔丸之种的哪吒，遭受天劫时，在良
师和益友的帮助下，保住一缕魂魄。当然与他一起承担天劫
的好友敖丙也被轰掉真身，只留一缕魂魄，故事就在太乙真
人帮助两个小辈重塑莲藕真身中开场。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哪吒》系列最大的价值，就是颠覆
了被框定的价值体系，重建人们对原生家庭的认知。

我们家先生真的被触动了，深入分析了故事中的几个父
辈和师辈角色，寻摸着他们的不同功能和暗喻：李靖的父爱
是沉默的山岳，面对魔童哪吒，他选择了最艰难的守护之
路。龙王敖广的父爱是深海的暗流，他将龙族的希望寄托在
敖丙身上，却用仇恨的锁链束缚了儿子的灵魂。直到最后才
明白，真正的传承不是仇恨的延续，而是和解的智慧。

太乙真人看着糊涂，却包容心大，且爱无分别，因此他耐
心托举哪吒成长。申公豹的爱则是扭曲的镜像，他对敖丙的
操控，对命运不公的呐喊，包含着野心的投射。最后通过申
小豹这个角色，诠释了他内心的柔情。这是爱的回归，好比
教育，我们更多时候应该关注的对象是自己，自己的内心是
否圆满，自己的精神是否强大，自己的德行是否深厚，如此这
些才是托举孩子成长的最好土壤。

身为人母，影片也有让我动容之处，即哪吒之母殷夫人
在天元鼎中，即将被无量仙翁练成仙丹失去人身时，她不顾
哪吒满身的刺，轻轻抱住他，也不顾那些刺钻入自己肌肤钻
心的疼。她心疼她的“吒儿”，可又不得不临终叮咛：“娘从未
在乎，你是仙是魔，娘只知道，你是娘的儿。”

这一点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哪吒乃魔丸转世，从小就被
定义为魔童，在他拯救大家之前，陈塘关的百姓对他真的是
又恨又怕。唯有李靖夫妻和太乙真人，没有遵从世人的眼
光，没有嫌弃满身是刺又丑极的孩子，而是从爱出发，用温柔
的陪伴，无尽的耐心，细心的教导，托举哪吒的成长。

她轻轻地说：“和你度过的每一天，娘都很开心。今后的
路，你要自己走。”不知不觉，我已经泪流满面。虽然知道这
是人为演绎的动画故事，但谁能否认其中传达的爱充盈着满
满的力量呢？有人评价此处最令人遗憾，因为让女性角色沦
为了工具人，母亲被简化为“无私奉献”的刻板符号。

此人言之凿凿颇有意思，恕我冒昧私下揣测，其要么未
曾当过母亲，要么受过伤害看满世界男性都是敌人，要么是
故意制造谈资刷存在感。但此人显然不懂生命的第一性就
是爱，这爱既贯穿在生命传承的每一个间隙，又飘荡在辽阔
无际的苍穹大地，从来也不曾多，从来也不曾少。

影片最后，借哪吒之口说“因为我们不知天高地厚”，也
借这句话说出了父母们破而后立的新教育观念——要把这
个世界，放手给年轻无畏且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们。让他们
在自我的成长中，在创新的拼搏中，构建新世界。

爱是最强大的
叶燕君

周末下午茶

济宁快板作为山东地区极具特色的曲
艺形式，承载着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作为
一种广泛的民间表演艺术，济宁快板不仅承
载着丰富的地方文化，也融合了语言艺术、
节奏感与表演性于一体。

济宁快板的历史背景与发展

从历史脉络来看，济宁快板的雏形可在
“莲花落”中觅得踪迹。早在宋代，贫民以
“莲花落”这种说唱形式沿街乞讨，其简单节
奏和通俗歌词，成为了济宁快板的萌芽。

明清时期，济宁地区经济繁荣，商业活
动频繁，人口流动较大，这为民间艺术提供
了肥沃的土壤。众多来自不同地区的艺人
在此汇聚，说唱技艺相互交融，使得快板艺
术逐渐丰富起来。

不仅如此，济宁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也
对快板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当地方言
音韵优美、节奏感强，为快板的唱词创作提
供了天然的素材。艺人们巧妙地运用方言
中的声调变化、词汇特点，创造出朗朗上口、
富有韵味的快板唱词。同时，济宁丰富的民
间故事、历史传说，也成为快板表演的重要
内容源泉。比如孔子及其弟子的故事、梁山
好汉的传说等，都被艺人们改编成快板作
品，在民间广为流传。

此外，运河文化的繁荣发展，也对济宁
快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运河沿线的
文化交流频繁，济宁作为运河上的重要城
市，吸收了各地的文化精华，快板艺术不断
汲取新的元素，逐渐形成了独有的艺术风
格，包括表演形式、节奏韵律，以及内容题材
等方面，最终成为一种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
曲艺形式，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

济宁快板的艺术特色

语言与节奏的结合
在艺术表现上，济宁快板最为显著的特

色之一，便是语言与节奏的精妙结合，二者
相辅相成，共同构建起独特的艺术魅力。在
语言方面，济宁快板运用的是极具地域特色
的方言，其词汇丰富、生动活泼，具有浓郁的
生活气息。比如用“俺”“恁”等具有地方特

色的词汇，使表演更加贴近百姓生活，让观
众产生强烈的亲切感和共鸣。

快板的唱词注重押韵，通常采用“十三
辙”，使得词句朗朗上口，易于传唱。艺人巧
妙运用夸张、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增强了
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例如在描述一个
人跑得快时，会说“他跑得比兔子还快，比风
还疾，脚跟儿都快不着地”，这种夸张的表
达，生动形象地刻画出速度之快，让观众在
脑海中迅速构建出画面。

在节奏上，快板通过大板和小板的敲击
配合，产生出丰富多变的节奏韵律。节奏的
快慢、强弱、疏密，根据唱词的内容和情感进
行灵活调整。在讲述紧张刺激的情节时，快
板的节奏会加快，敲击声急促而有力，如同
密集的鼓点，使观众的情绪也随之紧绷；而
在表达舒缓、抒情的段落时，节奏则会放缓，
敲击声轻柔且沉稳，如潺潺流水，让观众沉
浸在宁静的氛围之中。

这种节奏的变化与语言的抑扬顿挫完
美配合，使表演张弛有度。例如在表演一段
歌颂家乡美景的快板时，艺人会在描述山水
风光的优美词句处，采用舒缓的节奏，配合
轻柔的敲击，让观众身临其境般感受家乡的
宁静与美好；而在提到家乡的建设成就和热
闹场景时，节奏陡然加快，激昂的敲击声配
合有力的唱词，充分展现出家乡的蓬勃生
机，真正实现了语言与节奏的高度融合。

表演形式的独特性
济宁快板的表演形式具有鲜明的独特

性，这使其在众多曲艺种类中脱颖而出，别
具一格。从演员的表演姿态来看，艺人在舞
台上站立稳健，身姿挺拔且富有活力。

他们的动作自然大方，举手投足间都与
快板的节奏紧密配合，以生动的肢体语言增
强表现力。比如讲述一个英雄人物的故事，
演员会通过挺胸抬头、步伐坚定有力的行走
姿态，展现出英雄的豪迈气概；而在描述一
些诙谐幽默的场景时，身体则会微微弯曲，
配合一些夸张的手势，如挠头、耸肩等，营造
出轻松活泼的氛围。

在道具使用上，竹板作为核心道具，其
运用技巧尤为关键。艺人手中的大板和小
板，通过巧妙的指法和力度控制，能够敲打
出变化多端的节奏。

大板的开合、撞击，小板的轻点、连击，
相互呼应，形成丰富的音响效果。不仅可以
打出清脆明快的节奏来配合欢快的唱词，还
能通过轻重缓急的变化来模拟风声、雨声、
马蹄声等各种音效，为表演增添生动的情境
氛围。

表演形式还包括与观众的互动环节。
济宁快板艺人擅长与现场观众进行眼神交
流、语言互动，及时捕捉观众的反应，并根据
观众的情绪调整表演节奏和力度。

这种互动性使得表演不仅仅是台上演
员的单向输出，而是与台下观众共同营造出
热烈的艺术氛围，增强了观众的参与感和体
验感，其独特的表演形式，也因此得以代代
传承和发展。

济宁快板的文化意义

济宁快板蕴含着深厚且多元的文化意
义，犹如一部生动的地方文化史书。其起源
可追溯至久远的民间说唱艺术，历经岁月沉
淀，承载着济宁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风
貌、民俗风情与生活百态。

例如在济宁快板的经典曲目中，有一些
以历史故事和传说为题材，如《武松打虎》
《劫刑车》等。这些曲目通过生动的表演和
精彩的唱词，讲述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
事，让观众在欣赏曲艺的同时，也了解了历
史文化。

还有一些曲目以现实生活为背景，反映
了社会的变迁和生活的改善。例如《赞济
宁》，以快板的形式赞颂了济宁的城市建设和
人民的美好生活，展现了济宁新风貌，在其发
展过程中，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地域文化记忆，
是研究当地历史文化演变的鲜活样本。

在艺术审美方面，艺人运用快板打出变
化多端的节奏，配合幽默诙谐、押韵合辙的
唱词以及生动的表情动作，呈现一场视听盛
宴。其丰富的语言艺术，巧用修辞，展现出
汉语的韵律之美与表意之巧。

于社会教育而言，济宁快板具有重要价
值。快板作品常以积极向上的内容，宣传国
家政策、宣扬传统美德、普及生活常识等，实
现寓教于乐。在潜移默化中，引导群众树立
正确价值观，增强社会责任感，促进社会和

谐发展。
济宁快板还承载着浓厚的文化认同功

能。它是济宁的一张文化名片，增强了当地群
众的地域归属感与自豪感，也作为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文化交流中促进民族
文化认同，让更多人领略到中华传统曲艺文
化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在新时代文化浪
潮中熠熠生辉，持续传递着独特的文化价值。

济宁快板作为一项珍贵的地域文化遗
产，其历史传承犹如一部生动的地方文化编
年史书。从早期的萌芽，到历经岁月的磨砺
与沉淀，每一个阶段都镌刻着时代与地域的
印记，见证了济宁这片土地上人民的生活变
迁与精神追求。

通过独特的表演形式、富有韵味的语
言，以及深刻的文化内涵，济宁快板生动地
彰显了当地的民俗风情、价值观念与审美情
趣，成为地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
分。

在现代社会多元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积
极探寻保护、传承、利用之路，成为济宁快板
发展的历史选择。

一方面，要坚守传统艺术的核心精髓，
通过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延续其独
特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要大胆拥抱时代
变革，借助新媒体平台拓展传播渠道，融合
现代元素进行创新创作，使其与当代社会的
审美需求和文化氛围相契合。

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济宁快板这
朵传统艺术之花，定能在新时代的舞台上绽
放光彩，继续以其独特的板韵，诉说着济宁
的故事，传承着地域文化的基因，为中华民
族的文化宝库增添一抹亮丽而独特的色
彩。让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在岁月的长河
中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板韵济宁”的历史传承与文化彰显
赵雪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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