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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7 日，青岛市工
人文化宫内洋溢着浓厚的
艺术氛围，著名相声表演
艺术家、青岛相声艺术研
究会艺术总监吉文利先生
的九十大寿庆典暨曲艺联
谊演出在此隆重上演。多
位国内资深老艺术家前来
助阵。李派快板书二代传
人张志宽，山东省曲协主
席慈建国等参加活动。中
国曲协前主席姜昆、新当
选的曲协主席冯巩以及相
声名家郭德纲、于谦等也
纷纷发来祝寿视频，表达
了对吉文利先生的敬意和
祝福。这场盛会不仅是对
吉文利先生卓越艺术生涯
的庆祝，更是对青岛曲艺
事业蓬勃发展的一次集中
展示。

据了解，青岛市工人
文化宫、青岛市曲协、青岛
市相声艺术研究会等单位
精心筹备了这场联谊演
出。演出节目精彩纷呈，
既有根据吉文利先生作品

改编的评书、快板等传统
曲艺形式，也有青岛市国
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的精
彩表演。李炳杰等人改编
的评书《青岛好》在孙丽丽
的演绎下，赢得了观众的
阵阵掌声；吉文利先生为
歌颂青岛楷模交警李涌创
作的快板《李涌赞》，在张
智慧的深情展演中，让人
动容；相声演员陈佳、綦鹏
表演了《青岛话》笑点不断；
刘鹏的魔术《吉祥如意》充
满创意、视觉效果惊艳。

张志宽表演了代表作
《劫刑车》，东路山东琴书传
承人朱丽华与琴师贺长煜
的《梁祝》选段、梁派胶东大
鼓传承人梁金华及其弟子
的演唱、施旭刚与王泽坤的
对口山东快书《武松打虎》
等节目，充分展示了青岛曲
艺的多样性和深厚底蕴。

吉文利先生属于寿字
辈，与张寿臣、马三立同辈
分，自幼与曲艺结缘，六岁
登台，历经八十余载春秋，
始终坚守在曲艺传承与弘

扬的第一线。他的艺术生
涯见证了青岛曲艺的兴衰
起伏，更以自身的不懈努
力推动了岛城曲艺事业的
蓬勃发展。在他的引领
下，青岛的曲艺队伍不断
壮大，曲艺氛围日益浓厚，
成为城市文化的一张亮丽
名片。 记者 张磊

相声表演艺术家吉文利迎九十大寿

八十载坚守与传承 见证青岛曲艺春秋
姜昆、冯巩、郭德纲、于谦纷纷发来贺词

本报讯 7月28日，承载
着青岛西镇百年历史记忆与
情感的《西镇故事》老照片与
票据展，在位于安徽路5号的
青岛邮电博物馆开幕。本次
活动由青岛邮电博物馆和市
南区历史城区保护发展局主
办，徐立信、张冠英、毕连奎三
位策展人联合策划，为市民和
游客带来了一场穿越时空的
视觉盛宴。

展览通过近百张珍贵的
西镇老照片和一百二十多张
旧票据，生动再现了上世纪
青岛西镇独特的市井风貌、
建筑风格、生活场景以及重
要历史遗迹。这些照片和票
据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
是情感的传递者，它们静静
地诉说着往昔的故事，让观
者在感受时间流逝的同时，
也能深刻体会到那份属于西
镇的独特韵味和温情。

据徐立信介绍，西镇作
为青岛市西部老城区的重要
组成部分，曾经是青岛市井
生活的一个缩影。这里的老
街、里院、平民住所、后海沿以
及小港码头等，都承载着丰富
的历史文化内涵。而西镇炮
台旧址、团岛灯塔旧址等历史
遗迹，更是见证
了青岛近代史
的沧桑巨变。

据悉，此次
展览将持续至8
月 底 。（记 者
张磊）

幼年启蒙
半生与绳打交道

张维告诉记者，她的
结绳技艺启蒙要追溯到四
五岁的时候。“那时候，姥
姥在家看着我和妹妹。天
气冷的时候出不了门，姥
姥会做盘扣、编绳，她就教
着我们做手工打发时间。”
张维非常有这方面的天
赋，学起来特别快，在别的
小伙伴玩耍嬉戏时，她却
常常沉浸于五颜六色的丝
线中，尝试着编织出各种
结绳作品。随着年龄的增
长，张维对结绳的热爱愈
发深沉，“我的工作和编绳
有关，手艺也就没丢下。”

退休后，在家闲来无
事，张维就把编绳技艺精
进研究了下去，并且去拜
师学习不同的编法，甚至
还专门学习了色彩搭配。
会编的花式也有上百种，
比如桃花结、如意结、曼陀

罗结等都信手拈来。“我给
工作室取名‘艾尚绳艺’谐
音‘爱上绳艺’。”张维说。

国潮复兴
传承结绳技艺

今年，张维申请了青
岛市市北区“中国结绳”非
遗传承人。只要有空闲时
间，张维就会走进学校、社
区、楼宇等，通过体验式教
学，宣传结绳技艺。“除了
参加公益活动，其他的时
间就参加市集，也是传播
编绳技艺的一种方式”。

今年端午节期间，张
维受邀参加了市北区在青
岛国际航运中心举办的

“非遗进楼宇”五彩绳编织
活动。她耐心地向参加活
动的年轻人讲解结绳的历
史渊源、文化内涵和编织
技巧，让大家亲身感受到
这一传统技艺的魅力。眼
下，暑假来临，张维也更加
忙碌了，许多社区邀请她

去开设公益课堂。她也希
望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优秀
传承人，让中国结绳这一
非遗技艺在新时代焕发出
更加绚烂的光彩。

张维明显地感受到，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中国
传统文化。她也不断探索
创新，将传统的结绳技艺
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
设计编织出一系列具有时
尚感和实用性的结绳作
品，尤其是她编织的古风
发簪、七彩耳环、莲花等成
了“爆款”作品。“咱们中国
传统文化才是最有韵味、
最时尚的。看到这么多人
喜欢结绳作品，我打心底
感到欣慰。我准备开展更
多活动，吸引更多人加入
结绳技艺传承创新中来。”

惠老增收
助力银发经济

张 维 带 领 大 家 编 织
的，不仅是一件件精美的

饰品，更是一个个幸福生
活的梦想。随着传统文化
的复兴，张维的结绳工作
室的订单越来越多。近
期，张维看到很多老年人
退休后闲在家里，她便萌
生了一个带他们“创业”的
想法，她正在和一些街道
商谈这项事宜。“我现在的
编绳缺人，他们正好有时
间，若把结绳技艺教给他
们，我提供材料，他们按照
订单要求编好后，我来收
购，这样一来，既能推动我
的工作室发展，又能带动
他们增收，还助力发展银
发经济，何乐而不为？”

采访期间，不断有年
轻人、孩童前来咨询、购买
张维的结绳作品，看着大
家对自己作品的喜爱，笑
意一直挂在张维的脸上。
未来，她期盼着更多的人
喜欢上结绳，也能用结绳
帮助更多人编织出幸福
生活。 记者 崔佳佳

结绳手艺人张维：

心有千千结 编织中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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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编的是一种‘八股编’，上面的结叫‘同心结’，
这种编法简单，适用范围广，手绳、项链、挂绳等均可用。”
在青岛市中山路市集上，57岁的中国结绳手艺人张维正
在编织结绳作品，挑、穿、拉、拧……一根根彩线在她手指
间飞舞跳跃，不一会儿，一个精致的结绳手链就编好了。
在岁月的长河中，总有一些技艺承载着民族的智慧与情
感，熠熠生辉。中国结绳，便是其中一种,而张维则是守护
和传承这一非遗技艺的代表。

青岛西镇老照片与票
据展开幕

追寻百年记忆
讲述西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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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90岁的吉文利和夫岁的吉文利和夫
人安庆萍人安庆萍。。

本报讯 爱在这片海，诗
从海上来。7 月26日下午，由
青岛市老年大学、青岛市老艺术
家协会主办，青岛市朗诵艺术
家协会和青岛海之声文化艺术
中心协办，《爱在这片海》——
青岛市著名诗作者原创作品朗
诵会在青岛市老年大学报告厅
举行，300多名观众齐聚一堂，
欣赏了一场精彩的诗会。

诗会以《爱在这片海》为
题，由青岛著名诗人精心创作，
岛城朗诵艺术家联袂演绎，朗
诵会共四个篇章：《青岛之恋》

《家国之情》《自然之美》《奋进
之歌》，隆重推出了张璋、高伟
等24位作家的优秀诗篇，由青
岛著名朗诵家登台演绎。其
中，青岛市文联原党组书记、青
岛市老年大学艺术院院长牛鲁
平以父亲为原型创作，并与主持
人贾晓 茹 联 袂 朗 诵 的 散 文

《父亲的家国情怀》，在现场
掀起高潮。 （本报记者）

爱在这片海
诗从海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