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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个体的快活，不难；无论自己是否快活，
却几十年如一日为大众制造快活，很难。

张明智就是一位几十年如一日为大众制造快活
的人。

如今，这位给大众制造快活的人，走了——惊悉
湖北大鼓表演艺术家张明智先生辞世，不胜哀婉！

论年齿，张明智为兄；论行当，明智兄是耍嘴皮
子吃“开口饭”的。我是耍笔杆子吃“字墨”饭的，照
说，其间不会有多少交集。明智兄作为湖北大鼓表
演艺术大家，又是这一行当的“非遗”传承大师，在某
种意义上说，他就是武汉这种乡邦艺术的一张名片，
三镇粉丝无数。或许我的行当也沾了点“艺术”的
边，故而，几十年来，在许多演艺场合，还颇有些见面
甚或聚会的机会。印象中，明智兄一如他的名字，既
明且智，机敏干练；身板亦精悍，属于那种肉长在骨
头里的螃蟹体型；且相貌清俊、眼神清朗、嗓音敞亮、
谈吐幽默，接触几次，就觉得这应该是个趣人。记
得，应该是二十多年前，私家小轿车还不是很普及，
尤其是中老年艺人中，有私家小车的还不多，明智兄
就有一辆。小车颜色颇鲜亮，总之不是很沉闷的那

种，尤其记得清楚的是，小车外形极像很原始老款的
老爷车，也就是武汉人称之为“乌龟壳”的那种款
式。那天，是一次聚会散场，明智兄盛情邀我坐他的
小车，他当司机，副驾驶座是谁，不记得了，我与另一
位也不记得名字的兄台坐后座。后座，简直就如同
现如今小车的后备厢样逼仄，对我这近一米八的块
头，实在有点哭笑不得：“张兄，伙计，你这车也太迷
你了哇！”回应我的，是明智兄一串长长的极响亮的
大哈哈。当年场景，至今历历在目。我想，后来明智
兄的车，肯定换了。

舞台上，张明智是个十分有个性的踏实的表演
艺术家；台下，明智兄是个快活人、爽快人、活泛人，
换种说法，张明智，真是个妙人。

几十年来，张明智用鼓板，用他独特深厚的艺术
功夫，给万千民众带来了艺术享受，播撒出太多太多
快乐的种子，如今，斯人骤逝——唉，真个是，鼓板声
渺音容在，江城又失快活人！

呜呼哀哉，明智兄，天堂也应该有制造快活的需
要，您家，一路走好！

（作者系作家、武汉作协原副主席兼秘书长）

鼓板声渺音容在 江城又失快活人
□彭建新

鼓界代有才人出
□何祚欢

张明智走了。湖北曲艺人用自己的方式寄托我
们的哀思：

追悼会开始，没有哀乐，只有鼓声。
湖北大鼓的鼓声。张明智表演的前奏鼓点，来

自湖北民间，来自老一代“鼓王”王鸣乐的化用翻新，
来自张明智的进一步扩充演变，活泼跳脱。

这是他喜欢的鼓声，他曾经多次说过，他喜欢这
鼓声。“我死了，就用这鼓声代替哀乐。莫搞得悲悲
切切！”

可是，当追悼会上响起这鼓声时，满场却哭倒了
一片。

因为这鼓声再也听不到了，因为打鼓的人走了！
曲艺人谁不知道，这鼓声曾有多招人喜，就曾有

多招人“恨”：都半夜了，起居无定时的张明智想到一
句新腔，也许就会把乐队、把徒弟都催命似地叫起
来，他要哼给大家听，他要别人把曲子记下来，演示
一遍再商量、修改，这时就有人嘀咕着：“自己睡不
着，吵醒一湾子人！”这时候，“恨不得把他生吃下
去！”

可哪里舍得？当说唱团演到了那些听不懂湖北
话的地方时，张明智就有本事把广东话、湖南话还有
不晓得哪里的话夹到他的湖北大鼓里，硬是把观众唱
到喜欢他为止。这时候，全团伙计们又会骂骂咧咧地
说：“好逗人疼！恨不得把他生吃下去！”然而，今天打
鼓人却走了，这鼓声，再听到也不是他本人的了。

难怪他的爱徒徐宁说：“师父经常会在半夜叫
醒我，突然考我一个唱段，那时候，我心里真是烦
得要死。可是……如今再想听这半夜的呼叫还听
不到了……”

可喜的是，他用他不顾生死的爱，一生从前辈那
里学了三十几段，自己创新了四十几段湖北大鼓节
目，他将它们传给了他的徒弟。更可喜的是，他的徒
弟中有唱得极似他，却并不满足的人。

鼓声悠悠，代有传人，我们可以告慰明智：
老弟走好，鼓界代有才人出，旧曲新声，我们的

事业有希望！
（作者系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湖北评书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湖北大鼓是湖北省的曲艺类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原名“鼓书”，又称“打鼓说
书”“打鼓京腔”“说善书”等，是一种流行于湖
北武汉、孝感、黄冈一带的传统说唱艺术。
1950年，著名鼓书艺人王鸣乐倡议改称湖北
大鼓，得到广泛响应，于是使用此名，并流传
至今。湖北大鼓是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一种
艺术形式，也涌现出一批优秀艺人，张明智就
是湖北大鼓表演艺术的杰出代表，他通过多
年的亲身实践，在内容曲目题材、唱腔和表演
上进行大的改革和创新，逐渐把湖北大鼓这
门传统艺术发扬光大，张明智也因此被人们
称为“湖北鼓王”。

创作题材演唱曲目紧贴百姓生活

如果仔细分析张明智表演的湖北大鼓经
典曲目，就不难发现那些传唱度很高的作品，
正是因为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和风貌，贴近百
姓生活，能够与观众发生情感共鸣，所以深得
观众喜爱。

张明智所演唱的湖北大鼓经典曲目中，
一部分来自民间传说故事。例如《大老王剃
头》，描写的是穷剃头匠对财主的愤恨和反
抗；《三女婿拜寿》表现了庄稼汉巧戏文武秀
才的民间传说；《聚宝盆》讽刺了贪得无厌的
官员自作自受的丑态，这些曲本都反映了群
众的朴素意愿，也是对社会中贪婪人性的批
判。还有一部分来自社会现实生活。例如张
明智的代表作《亲生儿子闹洞房》，讲述了父
亲抛弃糟糠之妻另娶佳人，儿子大闹其父洞
房的故事。曲目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还有

《丰收场上》《酒司机》《加班车》等之所以能成
为张明智演唱湖北大鼓的经典曲目，也是因
为它们与社会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彰显社会
公序良俗，符合百姓的审美标准。

张明智不仅演唱湖北大鼓，也常参与创
作和编写湖北大鼓，例如《如此媳妇》就是他
参与编词创作的，该曲目创作后就受到老百
姓的欢迎。曲目讲述的是婆媳关系，主人公

“郭细娥”因为虐待婆婆被群众称为“恶鸡
婆”，因为张明智演唱该曲目优美动人，不少
观众深受感动，都向张明智倾诉家里的烦心
事，还在当时的媒体和社会上引发了热烈讨
论，“恶鸡婆”更成为“恶媳妇”的代名词。张
明智创作的这些湖北大鼓曲目，因为接地气，
深受老百姓喜爱。

张明智编写新的湖北大鼓唱段源于生
活，亲切感人。例如《找嫁嫁》，发现街头的好
人好事，呈现一个助人为乐的青年形象；《这
样的媳妇》描写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婆媳纠葛，
引发强烈的共鸣；《久司机爱酒》是从经常发
生的交通事故中，说明酒后开车的危险性，确
实是现实社会中值得重视的问题。

唱腔音乐通俗丰富守正同时创新

湖北大鼓有一批百听不厌的保留节目，根据不同时期人们
最关心的问题，不断编出新节目演唱。张明智继承前辈湖北大
鼓艺人的表演艺术，一板一眼、一举一动，嗓音宽厚洪亮、行腔
激昂、吐字清晰、讲究韵味。他的湖北大鼓演唱唱腔抒情，字正
腔圆、韵味十足，可称得音断情不断，腔完味未完。在表演上也
是别具一格：幽默风趣、朴实大方、含蓄可亲、以情感人。但是，
张明智也深刻认识到，模仿这条路只能越走越窄，要继承更重
要的是走自己的路。

于是，张明智一改湖北大鼓过去的演唱风格，从伴奏到唱腔
都进行了改进，音区得到了提高，节奏进行了加快，句式也加以
改动，与原来的起承转合相比，湖北大鼓面目一新，为了将故事
唱得清晰生动，他平起、高起、慢铺、快垫、垛句、数板……变幻无
穷。有时几句联唱、截唱、连板、急板、慢板都处理得很得当。他
还在发展南派音乐的基础上吸收了不少北派的音乐风格、唱腔
特点和鼓板特点，创造带有自己风格的鼓板打击法和行腔手段。

张明智的湖北大鼓唱腔音乐的创新，还表现在他在湖北大
鼓的演唱过程中，常常借鉴戏曲、相声、独角戏、话剧等姊妹艺
术为其表现手法。他将京剧、黄梅戏及各时期最流行的歌曲与
湖北大鼓掺和着演唱。例如，在《亲生的儿子闹洞房》中，唱“苦
命的秦香莲好似我的娘”这一句时，就采用了楚剧的仙腔和摇
板，反响极好。同时也会借鉴京剧和民歌的唱腔，例如，在《久
司机爱酒》改良版中，借用了《祝酒歌》和京剧《今日痛饮庆功
酒》。在《找嫁嫁》和《加班车》中，借用了歌曲《学雷锋》。这些
观众所熟悉的剧种和歌曲在湖北大鼓的音乐中，起到了增加色
彩调和气氛的作用，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实践也证明，在
湖北大鼓音乐的创新中，不但要守正，保留传统曲艺的地方特
色，同时也要与时俱进，适应现代人的欣赏趣味，也就是在音乐
的通俗性上下功夫，推动这门古老艺术的传承和发展。

表演形式逗笑却不低俗

张明智的湖北大鼓艺术在长期的探索和追求中，形成了独
特的表演风格，更加注重演绎人物的性格。他翻新了以前我唱
故事你听的老模式，既唱又演，发展了说唱艺术的说法现身传
统。他的表演十分夸张，特别逗笑却不低俗。在演唱中，经常
加点说白，多半是俏皮的讽刺、生动的比喻，有对真善美的赞
颂，铿锵有力；有对丑恶的针砭，极其犀利尖锐。

张明智的湖北大鼓表演艺术，有的源自学习楚剧练就的基
本功，更多的是他广泛借鉴，学习相声、评书、小品的语言表达
技巧，运用滑稽戏、独角戏等艺术形式的夸张手法，使他的节目
表演生动、风趣。

湖北大鼓表演中，最重要的是紧紧抓住现场观众的心理，
张明智根据不同观众对象，根据当时当地大家关注的焦点事
情，现编四言八句的开场诗，在演唱正段之前，现编的唱词一下
刺激现场观众的兴奋点。例如，在表彰大会之后进行的演出
中，张明智先生把受表彰的重点人物编几句鼓词先唱，一下子
就吸引了观众的兴趣。例如，一次在酒厂演出的时候他唱道：

“去年喝了一杯高粱酒。今天打嗝还有酒味香。”当时酒厂的观
众都欢呼雀跃，掌声如潮。

张明智在演唱湖北大鼓的时候，往往要一人饰演多角，特
别注重一个“扭”字，即从这一个人物突然跳到下一个人物，还
要及时把正在表演的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舞台形体，一瞬间扭过
来，来表现另一人物，但他都做得极其自然，犹如行云流水；板式
唱腔也多达十几种，张明智演出时，往往都是最初是一副云板一
架鼓，整个演出过程全靠嘴上功夫和脸上表情，再配一副好嗓
子。他的演出服并不时髦花样，最多也就是表演传统的段子时
穿套马褂长袍。即便演出环境简陋，却也因为表演幽默风趣、唱
腔优美动听，他总是能吸引到一大批观众，甘之如饴，陶醉其中。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湖北大鼓的代表性传承
人，张明智一生创作演唱了千余段经典曲目，不仅将湖北大鼓
发扬光大，还进行了创新探索，让湖北大鼓走向更广阔的舞
台。张明智对湖北大鼓这门古老的艺术所作的贡献，必将被
历史所铭记。

（作者系江汉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教授、非遗中心主任）

2025年1月18日凌晨5时23分，我的恩师著名湖北大鼓
表演艺术家张明智先生离世的那一刻，我的心猛地一沉，悲痛
如潮水般将我淹没。那些与恩师相处的往昔岁月，如电影般
在脑海中不断放映，每一个画面都饱含着深深的敬意与无尽
的怀念。

我与张明智老师的缘分，始于我对湖北大鼓的热爱。那
时，我只是一个对这门艺术充满憧憬却又懵懂无知的农村少
年。有幸得见张明智老师表演，他在舞台上的风采瞬间将我
征服。那生动的表情、富有韵律的唱腔、精湛的表演技艺，让
我深深着迷，也让我坚定了学习湖北大鼓的决心。

后来，我终于有机会成为张明智老师的徒弟。初次站在
师父面前，我紧张又激动。师父那和蔼的笑容，瞬间驱散了我
内心的忐忑。他亲切地询问我的学习情况和对湖北大鼓的理
解，眼神中满是鼓励与期许。从那一刻起，我便在师父的悉心
指导下，踏上了湖北大鼓的艺术征程。

在学艺的日子里，师父对我的教导细致入微。每一个唱
腔的转折、每一个表情的拿捏、每一个动作的规范，他都亲自
示范，耐心讲解。记得有一次，我在练习一段高难度的唱腔
时，总是不得要领，自己急得满头大汗。师父看到后，没有丝
毫的责备，而是一遍又一遍地为我示范，从气息的运用到声音
的控制，他都耐心地拆解分析。他说：“湖北大鼓的唱腔讲究
字正腔圆，每一个字都要唱出韵味，每一个音符都要饱含情
感。你要用心去感受，用声音去塑造故事中的人物。”在师父
的指导下，我反复练习，终于攻克了这个难题。那一刻，师父
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笑容如同冬日里的暖阳，给予我无
尽的温暖和动力。

张明智老师不仅在艺术上对我严格要求，更在为人处世
方面为我树立了榜样。他为人谦逊、善良，对待每一个人都真
诚友善。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生活中，他始终保持着一颗平
常心。他常说：“学艺先学做人，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真正
领悟艺术的真谛，才能创作出打动人心的作品。”他是这样说
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对待艺术的执着和敬业精神，深深地感
染着我。无论演出条件多么艰苦，他总是一丝不苟地对待每
一场演出，用自己的热情和专业赢得观众的喜爱和尊重。

在与师父相处的时光里，有太多难忘的回忆。我们一起
探讨湖北大鼓的创新与发展，师父总是鼓励我要勇于尝试新
的元素，将传统艺术与现代审美相结合。他说：“传统艺术不
能故步自封，只有与时俱进，才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在
师父的启发下，我开始尝试在湖北大鼓的表演中融入一些现
代音乐元素和表现手法，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他不断地
给予我肯定和鼓励，让我在艺术的道路上更加自信地前行。

如今，师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永远留在
我的心中。他的教诲如明灯，照亮我在湖北大鼓艺术道路上
继续前行的方向。他对艺术的热爱和执着，将激励着我不断
努力，传承和发扬湖北大鼓这门珍贵的艺术。我深知，自己肩
负着传承师父艺术精神的重任，我会以师父为榜样，用心去演
绎每一段湖北大鼓，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这门艺术。

恩师虽去，风范长存。您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我会带着您
的期望和教诲，在艺术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愿您在天堂
安息，那里一定也有您热爱的湖北大鼓的悠扬旋律。

（作者系湖北大鼓非遗省级传承人、湖北省文联副主席、
湖北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

恩师告诉我，每一个
字都要唱出韵味

□徐宁

我所认识的
张明智老师

□陆鸣

张明智老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是湖北曲艺界的一个
重大损失。参加张老师告别仪式的，不仅有张老师家人、生前
好友、文艺界同仁，更有无数自发而来的市民赶来吊唁。好多
观众在告别时泣不成声，可见张老师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

付出就有回报，这句话在张老师身上，尤为应验。他的演
唱轻松自然，嗓音清甜悦耳，表演细腻入微，唱腔活泼动人，一
鼓、一板、一颦、一笑都能准确地把握角色的情感，生动地展示
人物的内心。所以他演唱的节目好听、耐听、经听。因而他的
演唱大受欢迎，从而获得“湖北鼓王”的美誉。

武汉精神的“敢为人先，追求卓越”，体现在张老师的身上
非常突出。他在湖北曲艺界，甚至说是在湖北文艺界，拥有诸
多的第一。他是戏曲演员中第一个录制个人专辑盒带的、第
一个拍摄曲艺MV的、第一个主演曲艺电视剧的、第一个举办
百场个人专场演出的……这不仅反映出他的敢想敢干的精
神，也体现出他不断追求的劲头。他经常突然给我打电话：

“陆鸣，我又想到一个包袱，你听下像么样？”每创作一个新节
目，张老师一定会在演唱形式、唱腔出新、表演风格上有新的
探索。所以观众说，张老师的节目段段经典，个个好听。

20世纪80年代，我在位于上海路邮局的小礼堂里看了一
场武汉市商业局宣传队的演出，其中就有张明智老师的大鼓

《找嫁嫁》，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太有味道了！没过几天
张老师就从土产公司调回了团里。那时候我在团里学唱湖北
大鼓，团里排了一个湖北大鼓群唱，需要六个湖北大鼓，鼓买
得到，但是架子却没有卖的。团里便安排我和张老师一道，负
责制作大鼓架的工作。张老师带着我买铜管，又找到一家他
熟悉的工厂，他自己设计鼓架的样式、尺寸，然后锯成需要的
长度，动手钻眼、抛光，一个个黄灿灿亮闪闪的鼓架做成了。
我好钦佩啊，怎么这个老师什么都会呀。张老师的确非常聪
明，不仅湖北大鼓打得好唱得好，他的碟子敲得比女演员还
棒。他会拉二胡、京胡，还会演奏“单弦拉戏”。他的唱腔新奇
百怪，又不失传统；他的鼓板技艺，至今无人企及。他把聪明
才智都用在了表演、发展湖北大鼓上。

张老师是一位勤奋耕耘、勇于探索、创作颇丰、深受观众
喜爱的曲艺艺术家。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湖北大鼓，致
力于湖北大鼓的演唱和创新，潜心研究湖北大鼓的唱腔与表
现形式，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他的鼓板演奏、行腔
演唱在国内鼓曲界独树一帜，一生创作、演唱了近千个节目。
他的演唱轻松活泼、风趣幽默、脍炙人口、令人叫绝。

张老师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更是一位无私的教育
者，他深知曲艺传承的重要性，毫不吝啬地将自己的技艺与经
验传授给年轻一代。他收徒弟、办讲座、传帮带、鼓与呼，线上
线下、言传身教，在他的悉心指导下，许多年轻的曲艺人才崭
露头角，成为行业的中坚力量。

张老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湖北大鼓艺术将永远
铭刻在我们心中。他的一生，是为曲艺事业奋斗的一生，是为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奉献的一生。

（作者系国家一级演员、湖北省曲艺家协会主席）

编者按:近日，享誉全国的著名表演艺术家、“湖北鼓王”张明智去世，社会各界人士悼念。《江花周刊》特辟纪念专号，约请他的友人、同仁、学生、弟子及研究学者，
从他紧贴百姓生活创作曲目、改革唱腔与表演形式、借鉴多种艺术形式创新湖北大鼓、扶持后辈等不同角度，呈现张明智一生致力于研究湖北大鼓的演唱和创作，使这
一传统艺术焕发新生，为湖北大鼓的传承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生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