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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琴是流行于鲁、苏、皖一带的民间弹拨乐器，因形似柳叶又称“柳叶琴”，又因外形及构造
与琵琶相似，老百姓亲切地称其为“土琵琶”。200多年来，几经改革，柳琴由为乡村小唱伴奏的
“土琵琶”走上独奏乐器的殿堂，实现了华丽转身。

一
1987年，山东省滕州市的文化工作

者在东郭镇苏楼村发现了一把苏家祖传
的柳琴，据专家考证，这是目前所发现
的最早的柳叶琴。最早的柳琴构造十分
简单，只有两条丝弦，七个用高梁杆做
成的品位，音域很窄，仅有一个半八
度，还不便转调。当时的琴体较大，演
奏时有一竹筒套在食指上，用拇指捏
紧，靠手腕甩动而拨弦发音，演奏形
式别具一格。柳琴发音响亮宏大，音
色高亢刚劲，乡土气息浓郁，专为拉
魂腔伴奏。

拉魂腔原是流传于鲁南苏北一带的
民间小唱，最早是灾民和穷苦人在农闲
时，一家一户或一两个人结伴，走乡串
户乞讨要饭时上门随口演唱的小调，当
时并没有管弦伴奏，也无服装道具，只
用竹板或梆子敲击节奏。演唱内容是农
村喜闻乐见的神话传说故事或充满生活
情趣的小“篇子”，这种演唱叫“唱门
子”。清朝乾隆年间，滕县苏楼村的文
秀才苏道一就喜欢这种民间小唱，爱戏
成癖，连雇佣长工佃户都要选会唱戏
的。苏家每年秋天都要种上四、五十亩
地的荞麦，专留给前来苏楼村搭班唱戏
的艺人们食用，由此苏楼村也汇聚了当
时的各路艺人，逢年过节通宵演出，盛
况空前。艺人们在一起互相切磋技艺，
交流唱法。他们将流传当地的肘鼓子、
四句腔、花鼓相互融合、渗透，形成了
锣鼓铳子。苏家佃户王清精通音乐，自
制第一把柳叶琴为其伴奏，使这种小唱
更加圆润。在苏道一的指导下，吸收了
柳子戏中的“耍孩儿”、“山坡羊”的词
句格式，采用了四句腔的帮腔。

清朝咸丰年间，这种小唱出现了
专业艺人和班社雏形，演出小生、小
旦的“二小戏”，或外加小丑的“三
小戏”，这种戏也叫对子戏。在长期
的 演 艺 过 程 中 ， 形 成 了 唱 腔 曲 调 优
美，细腻婉转，尤其是唱词的句尾的
拖腔委婉缠绵，有拉人魂魄的艺术魅
力，从而得名“拉魂腔”。

到了清末民初，拉魂腔已经形成七

八个艺人，或十几个艺人组成的职业班
社，俗称“七忙八不忙，九人看戏房，
十人成大班”。演出形式也由原来单一
的 “ 唱 对 子 ” 和 打 地 摊 演 出 的 “ 跑
坡”，发展成为庙会会主唱的“会戏”，
为富人家做寿或办喜事的“堂戏”，以
及祭祀请神敬仙、烧香还愿的“愿戏”
等多种形式。随着班社人员的增多，一
些大型剧班开始出现，角色行当也逐步
完善，走上了舞台演出。清朝同治年间
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仅山东滕县和
峄县境内有名有姓的柳琴戏班社，就多
达100多个。滕县苏家班到清末苏友刚
这一代更加红火，长盛不衰。当时有民
谣说：“王清徐四苏友刚，十里八坡吃
得香。”兴起于清道光末年的峄县华家
班也是早期有影响的班社之一，活跃在
鲁苏豫皖四省交界地区，以演出《钓金
龟》《打干棒》《马孤驴换妻》等传统剧
目为主，活动时间长、影响范围广。除
了这些大型戏班之外，当时几乎每个村
都有三五个由一家一户或两三个人组成
的无名无姓的流浪戏班，常年奔波穿梭
在乡村的红白事、开业庆典和过寿祝寿
等仪式活动上，可谓村村有戏台，庄庄
唱拉魂。

二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

戏剧事业，也十分关怀戏曲工作者的地
位和生活。1953年，将拉魂腔正式定名
为柳琴戏。1953年2月，峄县柳琴剧团
正式成立，走上了专业化、正规化的路
子，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柳琴戏艺术，使
这朵乡土奇葩绽放在城乡舞台。1960
年，枣庄建市，枣庄市柳琴剧团应运而
生，成为山东省第一个市级柳琴戏专业
艺术剧团。

1958年，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民族
音乐家王惠然和江苏徐州乐器厂合作改
革制成三弦二十四品柳琴，由原来的两
根弦变成了三根弦，音柱也由7个增加
到24个。跟土琵琶相比，新型柳琴扩大
了音域，方便了转调，音色也由闷噪变
得明亮起来。

经过一代代艺人的努力，柳琴戏在
剧目、唱腔音乐、舞台表演等方面，逐
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柳琴戏
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其语言朴实生
动、通俗明快，包含大量的俚言俗语，
直白诙谐，妙趣横生，具有浓郁的乡土
气息和健康情趣，深受广大观众喜爱；
其声腔风格独特，旋律摇曳多姿，节奏
或舒缓或明快，以丰富多彩的花腔，别
致的拖腔区别于其它剧种。女腔委婉华
美，俏丽悠扬，优美动听。男腔粗犷奔
放，质朴无华，深沉浑厚，独具风采；
其内容多以表现当地人民的生活及情
感、家庭伦理道德和青年男女的爱情为
主要题材，间以表现英雄人物或帝王将
相的内容，其传统剧目十分丰富，据统
计大小剧目 200 多出和 200 多个唱词

“篇子”。在许多传统剧目中，至今还
保留着深刻的时代印记，对研究我国
的民俗文化，很有参考价值。改革开
放之后，随着文艺春天的到来，柳琴
戏被发扬光大，已成为鲁南苏北地区
的一个文化品牌，在建设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和树立文化自信中发挥着无可
替代的作用。1990 年 12 月，由枣庄柳
琴 剧 团 排 演 的 大 型 现 代 戏 《山 村 锣
鼓》 进京参加第二届中国戏剧节，荣
获优秀剧目奖、优秀剧本奖、优秀导
演奖、优秀舞美奖、音乐奖等七项大
奖。2006 年，枣庄柳琴戏被列入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
年徐州和临沂柳琴戏同时被列入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名录。

三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有“柳琴之

父”称号的王惠然又研制出第二代新
型柳琴——四弦高音柳琴。除了在琴
弦和音柱的数量上又有所增加外，最
主要的变化是用竹子代替了高粱秆，
用钢丝代替了丝弦。这些改革大大改
善了柳琴各方面的性能，音色明亮、
优美，高音高亢、清脆，中音柔和、
甘美，低音浑厚、粗犷，显著地丰富
了柳琴的表现能力。王惠然因此获得

中国乐器改革最高奖、文化部科技进
步一等奖、全国科技进步三等奖。

改革后的柳琴结束了 200 余年来
仅仅作为伴奏乐器的历史，走上了独
奏 乐 器 的 发 展 道 路 。 既 适 于 演 奏 欢
快、对比强烈、节奏鲜明、富有弹性
和活泼的曲调，也适于演奏优美、抒
情的旋律，在乐队中能与琵琶、阮、
筝和二胡等乐器和谐默契地合作。如
今的柳琴由民间走上大舞台，由地方
走上全国，走上世界，诞生一批经典
柳 琴 曲 。 王 惠 然 创 作 出 的 《春 到 沂
河》《幸 福 渠》 等 50 多 首 柳 琴 独 奏
曲，旋律具有浓郁的山东风味，描绘
了祖国大地翻天覆地的变化，歌颂了
人民群众的幸福美好的生活，一时间
成为中国电台经常播放的乐曲，家喻
户晓，影响深远，获得“二十世纪华
人音乐经典”等 10 余项中国与国际性
大奖，首创的“四弦高音柳琴”获中
国乐器改革最高奖。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台湾柳
琴新作品的出现，为柳琴音乐增添了新
的元素，形成了别具一格，特色鲜明的
音乐效果。柳琴协奏曲《雨后庭院》由
台湾当代作曲家苏文庆和夫人郑翠萍联
手创作。当时，曲作者夫妻在家中院子
凉亭中与爱犬狗狗戏耍，突然一阵细雨
不约而至，飘洒在绿茵茵的草地上、万
紫千红的花朵上。雨霁，百花靓丽，绿
草晶莹，在雨后阳光的照耀下，折射出
七彩光芒，倒映在泳池里犹如天上的彩
虹，好像海市蜃楼一般，美轮美奂。此
情此景，曲作者灵感陡起，有感而发，
创作了 《雨后庭院》。此曲以美景、情
感为依托，借鉴西洋大小调作曲风格，
每个音符像是雨后树叶上跳动的露珠，
在阳光下闪烁，清新浪漫，给传统柳琴
乐曲的创作注入了一缕清风。听此曲，
仿佛身临其境，听到了雨滴飘落在花草
上的沙沙声，看到了草叶上晶莹剔透的
水珠和含苞欲放的花蕊，闻到了弥漫整
个院落的芳香，婉约悠扬的琴声徐徐飘
来，一唱三叹，柔情似水,使人沉醉在
烟雨迷蒙的江南景色中。

民国时期柳琴艺人
演出时的情景

上世纪70年代专业柳琴剧
团下乡演出时的情景

大型现代柳琴戏《厚土》演
出剧照

柳琴独奏演出剧照

“水光山色葫芦风，吉祥万代聚其
中 。 扈 鲁 引 来 碧 葫 海 ， 问 墨 笔 锋 牵 芦
梦。”当代著名诗人冰虹在她的七绝 《致
葫芦画社》里面，将一对在业界享有美誉
的书画伉俪巧妙地融入其中，他们就是扈
鲁与问墨。

一
扈鲁，本名扈庆学，曲阜师范大学美

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葫芦画社社
长，当代“葫芦画派”创始人，著名画
家，葫芦文化研究著名学者。因古代曾称
葫芦为扈鲁，遂以此为笔名，寓意扈姓鲁
人。

问墨，本名邢建玲，曲阜师范大学书
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女画家协
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扈鲁、问墨的艺术情愫从儿时就开始
在血液里流淌。扈鲁出生在沂蒙山葫芦崖
脚下，从小生活在家家都种葫芦的环境
中，随处可见蜿蜒的藤蔓和悬垂的葫瓜，
传说八仙之一铁拐李的宝葫芦即采自此
处。看着葫芦从开花作纽到收获成熟，这
种温馨的儿时记忆不断地在他脑海里生根
发芽，扈鲁上小学时的第一幅素描作品就
是家门前的葫芦，从此他萌生出一个远大
的梦想——成为一名画家，用自己的画笔
描绘他挚爱的葫芦。

问墨出生在沂蒙山区一个有着浓郁文
化氛围的家庭，父亲有着深厚的文化学养
与艺术造诣，母亲是一位贤淑善良而又心
灵手巧的开明女性。受家庭的熏陶，问墨
从小就表现出对艺术敏锐的感受力,少年时
期她就经常随美术老师画布景、做写生，
在纯净的大自然中尽情呼吸艺术的芬芳。
临沂是书圣的故乡，名家手笔随处可见，
一笔一划都在问墨的心中激起涟漪，这为
问墨日后精研书法播种下最初的梦想。

扈鲁与问墨都出生于广袤神奇的沂蒙
大地，成才于文明浸润的圣人之乡，一个
质厚气和、貌恭行逊；一个性情恬淡、温
婉如玉；一个主攻绘画，一个专修书法，
夫妻二人相得益彰，琴瑟和鸣，成就了书
画界的一段佳话！

二
艺术之路从来都是艰辛的。虽然扈

鲁、问墨夫妻二人从小就在艺术氛围熏陶
中成长，但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更多的源于
平日的刻苦练功。

自幼家贫的扈鲁深知学习机会的弥足
珍贵，1983年考入曲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国画专业后，四年寒窗，不稍懈怠，他的

同学译木先生（本名张洪波）曾于1984年
为其作《老扈酷夏练功图》，成为他当时艰
辛而勤奋的生动写照。扈鲁毕业留校后从
事过多个工作岗位，但他从未放下艺术创
作，每年都有百幅作品问世，且创作技法
日臻精熟，著名画家杨象宪先生专门为他
题写“贵在坚持”四字，一语道破扈鲁最
宝贵的品质。

每当扈鲁在画室挥汗如雨的时候，旁
边总有一个倩影与之为伴，那便是同在悬
腕挥毫的问墨。问墨的勤奋丝毫不输先
生，无论是酷热三伏还是严寒三九，无论
是在书房还是在工作室，都能见到她挑灯
夜读、刻苦练功的身影。尽管问墨的书法
备精诸体，但她依然不断地向艺术高峰攀
登。2008年，问墨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
书法院书法专业研究生高研班学习，2014
年获得山东艺术学院书法硕士学位，2018
年、2019年问墨分别在国家画院、中国艺
术研究院吴悦石工作室学习，在求学期间
得到了诸多书法名家的指点，在理论修养
与创作实践上都有了质的飞跃。

二人同在艺苑耕耘，一起外出写生，
一起探讨技艺，相互鼓励，相互融合，共
同精进，他们博采众家之长，融汇诸派技
法，构图有破有立，亦静亦动，黑白相
彰，浓淡相宜，将书法中的狂草技法融于
画中，笔墨挥洒尽致、收放自如，令览者
无不为之动容。

三
扈鲁、问墨均为淡泊之人，其艺术创

作是为了心之夙愿，抒发人生之感悟，但
随着他们艺术成就不断提升，影响力不断
扩大，书画伉俪无意于名却声名益彰，遂
以独特之姿立于艺坛。

“扈鲁正在开创‘葫芦画派’，这一观
点并非由我首先提出，但是我十分赞同”，

“葫芦作为中国花鸟绘画的题材，最早可以
追溯到宋元时代，但是把葫芦作为中华传
统文化的一个符号，放置在整个文化的大背
景下进行研究、创作，我以为确实是从扈鲁
开始的”，著名画家陈玉圃先生和康征先生
把扈鲁的创作提升到了开风气之先的高度，
而事实也是如此。扈鲁专意以葫芦为题作
画，不仅将葫芦物象了然于胸，更能体葫芦
之情，经多年研习，已达“境界已熟，心手已
应，知纵横中度，左右逢源”的佳境。绘画之
余，扈鲁不断开拓着葫芦的研究领域，葫芦
舞乐、葫芦艺术品收藏、葫芦民俗等等。在
他眼中，葫芦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植物，而是
一种厚重的文化符号。

在问墨的支持帮助下，扈鲁2007年创

办葫芦画社，2010 年创办葫芦文化馆，
2012年与地方政府联合成立葫芦非物质文
化遗产协同创新中心……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曲阜，对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发表重要
讲话。作为孔子家乡大学的一名专家学者，
扈鲁倍感振奋、深受鼓舞，自觉向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对标看齐，推出了“最葫
芦·葫芦文化丝路行”这一浩大的文化工程,
努力推动中华葫芦文化沿“一带一路”走向
世界，为中华文化的自信与复兴、中华文化
走出国门尽心竭智、贡献力量。

“最葫芦·葫芦文化丝路行”分为“葫
芦文化研究工程”和“葫芦文化传播工
程”两大部分。两大工程相辅相成、相互
支撑，共同为“一带一路”的文化交流、
经济融合贡献力量。

《葫芦文化丛书》 编纂是“葫芦文化
研究工程”的重要内容。《葫芦文化丛书》
第一辑于201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第
二辑的编纂工作正在顺利推进，全书完成
后将成为系统研究葫芦文化的大型丛书。

“葫芦文化馆”是“葫芦文化研究工
程”的重要载体。目前已经收藏了数千件
世界各地的葫芦藏品，年接待参观访问学
者达到千余人次，成为国内最有特色的专
业性葫芦文化展馆之一。依托文化馆这个
实践创作与民俗研究基地，扈鲁在《文艺
研究》《美术观察》《艺术百家》等核心期
刊发表论文和画作一百余篇（幅），出版专
著《扈鲁画语》《写意葫芦》两部。

“葫芦文化课题研究”是“葫芦文化
研究工程”的重要支柱。近年来，扈鲁主
持完成“葫芦题材花鸟画及其民俗文化意
义阐释”“葫芦民俗及葫芦文化产业发展研
究”“拉祜族葫芦文化研究”等山东省社会
科学重点课题多项，其葫芦文化研究成果
荣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3 项。特
别是 2019 年获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

《中国葫芦图像艺术研究》，成为海内外第
一个葫芦文化研究的国家级项目。

“立体化的葫芦文化展演”是“葫芦
文化传播工程”的重要手段。“最葫芦·葫
芦文化丝路行”海内外巡展，已经走进了
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白俄罗斯、日本
等数十个国家，及北京、上海等十余个省
市，累计举办展演五十余场，观览者数十
万人次，成为国内外影响最大、时间最
长、水平最高的葫芦文化综合巡展。

“葫芦画社”是“葫芦文化传播工程”的
主要平台。目前，葫芦画社己在美国、加拿
大等海外以及“世界拉祜之根、天下葫芦之
源”澜沧拉祜自治县、中国葫芦艺术之乡聊
城、中国葫芦之乡葫芦岛等挂牌，成为海内

外葫芦文化传播的重要品牌。
“多元化的葫芦文化传播”是“葫芦

文化传播工程”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扈
鲁的研究创作成果，受到光明日报、中国
网络电视台、人民网、全日本爱瓢会会报
等海内外各级各类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
道。据不完全统计，海内外各类媒体对扈
鲁的报道总篇数350余篇。

四
艺术道路无不充满荆棘坎坷，但对于

扈鲁而言，感受更多的则是温馨与快乐，
因为有问墨的一路相伴。书画兼修的问墨
与先生扈鲁交相辉映，在创作中逐渐展现
出厚积薄发的巨大能量。先后在《中国书
法》《文艺研究》《光明日报》《中国美术》

《国画家》《民俗研究》《书法导报》《书法
报》 等 报 刊 发 表 论 文 和 作 品 50 余 篇

（幅）。主持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山
东省文化厅、山东省教育厅重点课题近10
项。《图像与民俗的“互勘”——以〈清明
上河图为例〉》等多项成果，荣获山东省
泰山文艺奖三等奖、山东省文化艺术科学
优秀成果奖二等奖。问墨指导的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获国家级立项。出版
专著 《传统的魅力》《问墨书画作品》 两
部。参加文化部“文化援疆”项目以及文
化惠民、文化下乡活动三十余场，书画作
品多次参加国家、省市级展览并获奖。

众誉加身的问墨没有在光环中沉醉，
而是站在更高的文化的层面来审视自己的
艺术，勇敢担当起一个艺术家的使命。问
墨不但数次远赴新疆、云南、辽宁等地参
加艺术采风活动，而且多次为美国、韩
国、新加坡、日本的访华团和留学生讲授
中国书画艺术，用自己的知性优雅、言传
身教无数次让外国友人折服在中国书画艺
术的无穷魅力之下。2017年10月4日，问
墨女士携伉俪二人近年来创作的40余幅精
品力作，在党的十九大即将胜利召开之
际，远赴白俄罗斯，站在“一带一路”欧
洲线上，讲述中国“最葫芦”故事。此次
出访和展览既加深了中白双方的文化交
流，也充分展示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在白
俄罗斯、塞尔维亚等地引起了强烈反响。

浩瀚艺海，风起云涌、潮起潮落，在
这样的背景下，扈鲁、问墨以皓首穷书的
雄心壮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历练学
识，更以脱去胸中尘俗的内功修养，入古
出新，本立而道生，用抱朴守拙之心，渐
成大家气象。书画伉俪情意浓，艺海远航
共撷英，祝福这对情笃意合的伴侣在艺术
的海洋里永立潮头……

书画伉俪 丹青人生
——扈鲁与问墨的艺术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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