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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月这活力涌动的季节，500万鹰城儿女迎来了一场盛大的节日——中国·第二届河南坠子大会在我市隆重举行。

6月28日晚，鹰城广场被浓郁的曲艺文化所包围，装饰一新的欧式剧场前聚满了人。由中国曲艺家协会、河南省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中共平顶山市委、平顶山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曲协河南坠子艺术委员会、河南省曲艺家协会、中共平顶山市委

宣传部、平顶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承办的中国·第二届河南坠子大会在此拉开帷幕。

来自全国各地的24支曲艺表演团队登台献艺，为鹰城市民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河南坠子大餐。

几天前，电脑出了毛病，不知道碰着哪儿，
文件丢失了。经行家一捣鼓，又行了。丢失的
东西还存在磁盘里，心情平静了下来。

我想，电脑有磁盘，人的大脑也有磁盘
吧。当你忙求学，忙求职，忙工作，忙进步，忙
社交，忙应酬……忙不过来东忙不过来西的
时候，你童年的影像资料就丢了，跟电脑丢失
了文件一样。

修电脑，需要找师傅，修理自己，静下心
来就行。早上，你跑进树林子，吸几口凉气，
望望东方的太阳；晚上，你搬个椅子，坐在院
子里，吐几口疲惫，数数天上的星星，望望天
边的月亮。然后，上床做一个干干净净的
梦，这时，大脑的磁盘里，就能恢复和播放出
你童年的纪录片。

我就是这样，梦中回到家，跳进家乡的小
河里，洗个痛快，玩个痛快，从白发苍苍又回到
快乐无比的童年。我打心底里酷爱村前的那
条小河，我不敢想象村前没有那条小河。几十
年在外漂泊，心里流淌着村前的那条小河。五
年前，我写过一个“快乐的大水坑”，把我童年
的欢乐，流淌在一片透明的白纸上。

家乡的小河，实在太小。每每听“一条大河
波浪宽”的歌声，我就羡慕忌妒恨，为什么我们
的村前没有大河流过？然而，家乡的小河，也是
由几十条更细的水汇流而成的，已经很不容易
了，我不能再要求它什么了。这水从高高的山
上流下，这水从石头缝隙里流出，这水经受过坎
坷与摔打，这水经历过绿叶与枯叶的过滤，这水
日日夜夜与日月星辰共鸣。

家乡的小河水，确实太小。每每听多瑙河
舞曲，我更加羡慕忌妒恨，为什么我们的家乡
没有大河荡漾？然而，家乡的小河水，也是一

位造诣深邃成就非常的音乐人，谱写了一曲又
一曲岁月之歌，目睹了一代又一代的辛辛苦
苦，镌刻了一张又一张抒怀的光盘，欢唱过田
野丰收的希望，呻吟过农民饥荒的凄惨。对
你，我不能再有任何的刻薄，你已经让我拥有
太多的快乐。

家乡的小河水，你还记得我吧？我是那一
群顽皮的坏小子之一。我们逮你养的鱼，捉你
养的虾，摸你养的泥鳅，抠你养的黄鳝，掀你养
的螃蟹。我们让你改道，把鱼儿多的水坑围起
来，采鬼柳树上的叶子，石头对着石头砸烂砸
碎，放进坑里，使劲搅动，让水发混变苦，让鱼
儿们晕头转向，东躲西藏。我们用灯草把鱼
儿串成串子，美得汗毛痒痒。家乡小河的水，
你温柔敦厚，很少发火。有一次你发火了，脸
色凶凶，一尺多高的浪头从上游冲下来，冲垮
了沙围的堰，冲跑了到手的鱼，吓得我们赶紧
往家跑。天晴得好好的，为何突然涨水？问
大人才知道，这叫干泛水，山下晴天，山上下
雨，河水突涨。

家乡的小河水，你滋润了两岸的土，两岸
的田。土里种玉米，种红薯，种小麦，种豌豆。
田里长水稻，稻草养黄牛，谷糠喂肥猪，大米养
人。粳米香，糯米粘，焦黄的锅巴，一块儿顶半
天。一年之中，家家最喜八月天，稻子黄了，新
谷子要上场了，白米饭就要端到手了。小河的
水啊，本来你就窈窕纤弱，从上游到下游，南庄
北庄，这个扒那个改，引着往自家的田里流，越
流越细腰。上村下村，哪一年不为争水而吵
闹，有时还要打起来。都姓高也不中，明晃晃
的铁锨，看谁举得更高，听谁拍得更响。可谁
也不能怪，因为一桶水就是一口饭啊。

家乡小河的水，你滋养了岸边的树，杨树，

柳树，梨树，柿子树……排排树木遮天蔽日，让
鸟儿们做巢下蛋育子，飞翔于空中，捕虫于田
间。我家的那棵梨树，花开得早，果熟得早，甜
了大人，甜了小孩，甜了过路人，甜了一村人，
至今还甜在我的记忆里。

家乡小河的水，你滋养了河边的草，让它
们总是郁郁葱葱。丰美的草，是牛们的一桌满
汉全席。领着小牛的母牛来了，满头泥巴的大
公牛来了，灵活的耳朵，前后不停地摇摆，有力
的尾巴，左右不停地甩动，驱赶那可恶的蚊虫
和牛虻。吃饱喝足了，母牛舔着小牛，放松着
心情。公牛们在松软的沙滩上拧着尾巴，为爱
情开战，为霸主拼杀，上演我童年时代的天龙
八部。永远也算不上辽阔的小河湾，永远是我
童年的马赛马拉。

家乡小河的水，清澈透明。人们在河里
淘菜，洗衣，沤麻。在石头板上拔鸡毛，剥羊
皮。老鹰架着大翅膀，从高山上扑来，叼走了
鸡肠，叼走了鸡爪，叼走了山羊蹄。现在，这
可都是餐桌上的美味，鸡爪叫凤爪，猪脚叫猪
手，用高雅催生口水。这也许，就是飞快进步
的吃文化吧。

家乡的小河水，你虽然短小，可从不缺少
激情。你不舍昼夜地流向远方，消失了自己，丰
满着他人。你把自己融入大河，翻滚的波浪里，
有你的身影。海洋的浩瀚里，有你的无穷无尽，
你给我书写了一串又一串启示。

家乡的小河水，现在你已经面目全非，无法
下脚，惨不忍睹。听说实行河长制了，一个让人
无比欣慰的福音，你的上司是谁？我期盼不光
是梦里回到你身边，而是真真切切地与你相拥
相亲，再一次回到快乐的童年，永远不再有羡慕
忌妒恨。

家乡的小河水
◎高淮记

近日，平顶山晚报登载了《他圆了多年
的中国科大硕士梦》一文，介绍了家住市区
姚电大道西段的青年学子李海龙，连续六
年报考中国科技大学，今年终于被中国科
大数学系录取为硕士研究生的奋斗经历。

在此，我无意于探究他的家庭条件优
越与否、他多么喜欢学习尤其痴迷于数学
以及如何崇拜华罗庚等等，我由衷敬佩的
是他这种认准目标后执着追求的信念、坚
韧不拔的意志和愈挫愈奋的精神。

我想，如果换作一般人虽然早就对中
国科技大学无限憧憬，朝思暮想能够成为
其中的一名学子，并且下定决心开足马力
牢固掌握知识，但是在面试环节被刷下来
之后，也会欣然接受其他院校热情抛来的
橄榄枝，慎重考虑志愿调剂的。

扎根于梦想沃土的李海龙，在第一年
考研失败之后并没气馁，一边将大部分时
间泡在图书馆里自学备考，一边靠打零工
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第二年还是没有达
到目标，第三年又失败了，第四年接着努
力……即便是在父母先后生病、生活更加
困顿的时候，他仍然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

在现实生活中，会有多少人为了梦想
而这样不懈努力呢？会有多少人被不利
的客观因素所左右，遭受挫折的时候满腹
抱怨而悲观失望、畏缩不前呢？又会有多
少人取得一点点打了折的成绩而沾沾自
喜呢？毋庸讳言，这样的人当然体会不到
奋斗过程的充实，享受不到获得成功的快
乐——当他们在回首往事的时候，或多或
少都会留有遗憾或心存懊悔。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有梦想和追求的，
并且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圆梦要靠自己，
与其总抱怨世事多艰、天不悯人，倒不如多
一些乐观，多一些豁达。只要是认定了的
事情，看清了的道路，就要持之以恒地付诸
努力，锲而不舍地奋然前行。那么，最终肯
定会被胜利眷顾。

有志者，梦更圆。与君共勉。

圆梦只能靠自己
◎冯福荣

患上过敏性咳嗽，月余不愈，女儿劝我
到山里静养。夏至后的第一个周末，应朋
友之约，前往鲁山，小住大山深处的龙潭峡
景区。

龙潭峡生态旅游区位于伏牛山腹地的
鲁山县尧山镇上坪村，距平顶山市区百公
里左右，交通便利，驾车行郑尧高速，80分
钟即到龙潭峡峡口。峡口依山傍水，山清
水秀，百余户整洁的农家宾馆依山就势，错
落有致。纯朴善良的山民，热情厚道。当
炊烟升起，飘香的农家饭菜吸引着来往的
游客，让人恍若是桃花源，尽管没有精致的
美，却也是淳朴的原始自然美。

夕阳，毫不吝啬余晖，将碎金洒尽群
山壑谷，满山吐翠，野花缤纷，大都染上一
抹淡黄，山风吹来，顿觉“乱花渐欲迷人
眼”。不足十分钟，就在路边采了一大抱不
知名的野花，炫耀在农家阔口瓶里，颇得大
家喜爱。

门前，傍路而下的小溪，叮叮咚咚，引
来游客脱掉鞋袜，光脚站在水中沙石上，感
受鱼儿和蝌蚪们的亲密接触。我翻动水中
沙石，也没有见到虾兵蟹勇，却在水草中发
现了类似芹菜的植物。和小鱼嬉戏正欢的
洛阳游客，是祖传中医大夫，一眼就断定我
寻的植物就是野生水芹菜，有清热降压功
效，她采了一根茎放在嘴里咀嚼，顺便介绍
拿手菜水芹蒸猪肉。乘兴，我采摘了四五
斤水芹菜，贡献给农家院的厨房，晚餐享受

“野味”。
夜色渐浓，漫步于山村小道，倾心聆听

乡村夜晚的天籁。风儿柔柔地吹着，叶儿
窸窣作响，仿佛自然的箫声，安抚着我因咳
嗽而焦躁的心肺。花枝摇曳，花香满径，我
的心扉趋于宁静。朦胧中，我似乎看到了
野花绽放时的娇羞，在蟋蟀的花言巧语中，
我隐约听见了露珠滑过花瓣时的缠绵……

夜深，凉意生，田里蛙声、虫鸣如潮，
“呱呱”“嗡嗡”此起彼伏。偶尔几声清脆悠
长的鸟鸣，划破山村的夜空，给乡村增加了
一种神秘的美感。屋前溪水近人意，轻吟
低唱，成人好梦，惬意的我忘记了服用止咳
药，竟一觉睡到天明。

太阳，喜妖娆，招摇在如水洗过的碧蓝
天空，偶尔会扯过一带云彩绕在颈下；鸟雀，
原生态，肆意哼唱自己的歌谣，大献殷勤。

一行人轻装上阵，沿着溪流走了 3 个
多小时的山路，涉水，步石，爬天梯，钻天
井，坐滑道，不紧不慢，观看了一林、二溪、
三峰、四洞、五奇、六瀑、七潭、八石、九果、
十树等著名景点，领略了通天瀑的奇美壮
观。这是一条铺满花瓣的山路，米白色的
栗子花朵陪衬着水红的杜鹃花瓣，柠檬黄
的野花争相斗妍，朱红色的野山莓随时诱
惑着人的眼睛。空气中弥漫着酽酽甜香，
是山野花送给游人的礼物。其间偶遇一洛
阳来的老年游客团，团员最大的 72 岁，最
小的 63 岁，听他们讲述骑行海南岛的经
历，让我们在叹服“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同
时，鼓足劲儿快步走完后来的行程。

林荫遮路，暑夏如春，在大山深处，感
受山美、水美、空气美，不咳不喘，神清气
爽，这个周末，我过得身心舒畅。

大山深处养身心

好客鹰城喜迎宾朋

6 月 28 日晚 7 点，平顶山市坠子演员王雪
会、张片红以一曲《书房训子》拉开了大会序
幕。接着，山东郓城演员张凤巧、南阳市演员
侯红莲相继表演了《妻子泪》《李逵夺鱼》，精
彩的表演赢得了阵阵掌声。24 个节目、数小
时的演出，令现场的坠子迷大呼过瘾。

当晚，欧式剧场座无虚席。新华区陈庄
村村民洛老汉站在后排看得津津有味。笔者
问他节目怎么样，他说：“中中中，唱哩不赖！”
演出间隙，笔者采访了从艺 30多年、来自河北
邯郸的坠胡伴奏师李志强。他说：“河南坠子
有说有唱，有一些段落节奏比较快，但总体来
说比较慢，所以它比较适合平心静气地欣
赏。”来自山东郓城的坠胡伴奏师彭布江说：

“河南坠子一般给人以‘乐呵’的感觉。”
据平顶山市曲协主席崔银龙介绍，河南

坠子源于河南，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流行于河
南、山东、安徽、天津、北京等地。因主要伴奏
乐器为“坠子弦”（今称坠胡），且用河南方言
演唱，故称为河南坠子。2006 年，河南坠子被
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此次盛会，平顶山市选送了《书房训子》
《雨夜惊魂》《义薄云天》《真爷们》4 个节目。
虽然上台表演的只有几个人，但背后凝聚了
平顶山市数十位坠子作者、坠子演员和曲艺
专家的心血。

中国·第二届河南坠子大会经过6月28日
晚的展演后，于 29 日晚在鹰城广场举行了闭
幕演出，当晚亮相的除了有在展演中受到好
评的代表作品，还有小品、相声等其他形式的
节目。

好客鹰城喜迎四方宾朋，欢声笑语洒满
夏夜广场。闭幕演出在湛河区实验小学师生
表演的坠子书《偷年糕》中拉开帷幕，学生与
老师的合唱瞬间点燃了现场的气氛，大家纷
纷鼓掌叫好。随后，原创相声《洗脚秀》、坠子

《卖面》、原创小品《钱去哪了》、坠子剧《坠子
一家亲》、坠子《乌江恨》等节目依次上演。

当晚，中国曲协副主席、国家一级演员黄
宏，中国广播艺术团国家一级演员巩汉林、金
珠，河南省文联副主席、省曲协主席范军也来
到现场助阵。

巩汉林和金珠夫妇在小品《浪漫的事》
中，以互相调侃的方式讲述他们 30 多年的婚
姻生活，把普通百姓的家长里短演绎得淋漓
尽致，温情的故事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黄宏则直接从现场观众中寻找搭档，即兴发
挥表演了一个诙谐幽默的短剧。

范军和搭档用豫剧演绎歌曲《月亮代表

我的心》《小苹果》，现场模仿马三立、赵丽蓉
等老艺术家，活灵活现的表演让观众耳目一
新，台上台下欢声笑语不断。

文化鹰城曲韵悠长

我市曲艺文化底蕴深厚，1995 年成功举
办了第二届中国曲艺节，并被命名为“中国曲
艺城”。2015 年，为庆祝我市被命名为“中国
曲艺城”20 周年，进一步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弘扬传统曲艺，我市举办了中国·首届河南坠
子大会，受到了曲艺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今年，中国·第二届河南坠子大会仍选择在我
市举行。

本次大会展演，经过层层选拔，来自河
南、河北、安徽、海南等地的优秀坠子演员带
来了《书房训子》《李逵夺鱼》《丰碑》《诚信如
山》《一片丹心焦裕禄》等 24 个精彩节目。他
们的表演或婉转悠扬，或激扬振奋，或感动人
心，把诚信、孝道、公益、清正廉洁、爱国爱岗
等道理融进说唱、丝弦中，引得现场观众掌
声、欢呼声、叫好声不断。

28 日，不少演员顶着高温提前来到演出
现场排练、熟悉舞台。“坠子书是咱河南代表
性的传统曲艺，我从艺近 60年，作为一名唱河
南坠子的‘老兵’，很高兴看到很多年轻人来
参加今年的坠子大会，这说明咱们的传统曲
艺后继有人。”中国曲协河南坠子艺术委员
会主任、国家一级演员、今年 77岁的宋爱华说
这话时脸上带着汗，但笑得很高兴。

“这次展演的节目是从全国报送的节目
中优中选优确定的，参赛选手代表了河南坠
子的顶级水平，可以说今晚是曲艺界的一场
盛会。而我们在现场也感受到了平顶山人民
的热情和支持。”中国曲协有关负责人说，平
顶山市曲艺文化历史悠久，市民的曲艺素养
较高，恰到好处的掌声和叫好声给了演员很
大的尊重和鼓励。

白天的燥热逐渐退去，小风徐徐，为夏夜
送来凉爽，当晚的演出伴着这丝丝凉风一直
持续到11时许。

笔者在采访时注意到，现场座无虚席，还
有好多市民在剧场外围翘首观看。来自鲁山
西羊石村的程大娘从小就喜欢听河南坠子，
她对笔者说：“好演员不光声音亮堂，还得有
韵味儿。”

“这是咱曲艺界的一次盛会，我一大早就
出发了。”范军坐在台下欣赏着舞台上的表
演，并不时拿出手机拍照。“我跟平顶山非常
有缘分，22 年前，我就是在这儿成名的。”范军
说，1995 年 10 月，当时 20 岁出头的他第一次

来平顶山参加第二届中国曲艺节，那次演出
被范军称为自己艺术生涯的重要里程碑。

那一次，他和于根艺老师搭档表演的相
声《戏迷学戏》获得了满堂彩，他从来自 22 个
省、市、自治区、中直有关单位和解放军系统
的 34 个曲艺团队的 947 名曲艺工作者中脱颖
而出，荣获“中国曲艺节牡丹奖”，这为范军
未来的艺术地位奠定了基础，《戏迷学戏》也
成了他的成名作。同年，中央电视台《曲苑
杂坛》录制、播放了《戏迷学戏》，范军从此声
名远扬。成名后，1997 年，他获得国家文化
部第二届全国相声大赛曲艺政府奖——金狮
表演奖。

说起传统曲艺的发展现状，范军显得有
些严肃，他说，河南省是文化大省，河南坠子、
大调曲子、三弦书、河洛大鼓是河南曲艺的四
大鼓曲，多年来名家辈出，但随着网络、新媒
体的快速发展，群众娱乐的方式日益多元化，
传统曲艺逐渐受到冷落，主要表现在传统曲
艺队伍缩减、年轻演员太少等方面。

“要想保持曲艺的生命力，就必须在形式
和内容上不断创新。”范军说，曲艺是最接地
气、最能反映群众喜怒哀乐的艺术形式。直
到目前，这一形式仍很受欢迎，这一点从马
街书会的延续不止可以得到证明。“曲艺作
家、艺术家担负着创造和传播优秀文化的神
圣使命，应该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时代发
展的潮流，成为文化创新的先锋。因此，要
积极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热点、焦点问题，真
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而获得灵感、提炼
主题，为繁荣和发展文化事业做出我们应有
的贡献！”

魅力鹰城蓬勃而起

鹰城广场欧式舞台，彩色灯柱齐放光明，
优美的舞蹈即将开始。

看，那盘鼓已经摆好，舞者从容优雅，形
舒意广。开始的动作像是俯身又像是仰望；
像是来又像是往。是那样的从容不迫，又是
那么的惆怅不已。接着舞下去，像是飞翔又
像是步行，像是屹立又像是斜倾。不经意的
动作却不失魅力，手眼身法
步都应和着鼓声。

再 看 ，又 有 舞 者 登 台
了！清颜白衫，青丝墨染，彩
扇飘逸，仿佛精灵般从梦境
中走来。天上一轮圆月犹如
开宫镜，月下的女子时而抬
腕低眉，时而轻舒玉手，手中
扇子合拢握起，似笔走游龙

绘丹青。玉袖生风，典雅矫健。乐声萦回于耳
畔，手中折扇如妙笔如丝弦，转、甩、开、合、拧、
圆、曲，流水行云若龙飞若凤舞……

这些舞蹈的精灵，时而旋转着轻盈的身
子，时而唱出哗啦啦的歌声。

听，牧羊浪漫曲响起来了！
台上，一片漆黑。
蓦地，眼前一亮，伴着急促、强劲的音乐

声，三个身着红衣的牧羊小伙儿在台上跳跃
了起来。他们先是围着舞台转着圈，忽而追
打嬉闹，忽而抱酒狂饮……在这辽阔的广场
上，他们跳着牧羊舞，饮着高原酒，枕着绿草
地，真是其乐融融。他们的洒脱、不羁，正显
示了鹰城人的粗犷豪放，鹰城人的直爽率真，
鹰城人的热情慷慨，鹰城人的实实在在，以及
鹰城的无穷魅力……

在鹰城广场，观众把舞台围得里三层外
三层，就连周边的石栏杆上也坐满了人。有
的观众让孩子站在自己的肩膀上看，还有许
许多多的观众边看边拍照、录像。

6月 29日上午，第二届河南坠子大会展演
作品创作研讨会在神马大酒店二楼会议室举
行。河南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鲁银
海宣布：河南坠子大会将永久落户平顶山！

研讨会上，中国曲协副主席、宁夏回族自
治区曲协名誉主席郭刚，河南省曲协主席范
军，中国曲协河南坠子艺术委员会主任、河南
坠子表演艺术家宋爱华等众多学者和艺术家
探讨了河南坠子的现状，并纷纷对如何传承
与发展这一传统曲艺建言献策。

他们普遍认为，河南坠子作为河南乃至
全国的重要传统曲艺形式，在国内外享有较
高的知名度，但同时又面临人才、受众缺失等
多重挑战。要实现河南坠子的长远发展，就
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守正创新，充分挖掘文
化资源，发挥演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借助新
的媒介形式，探索艺术与市场、事业与产业、
继承与创新有机结合且良性发展的路径。

六月，收获的六月，值得赞美的季节。
在这个美丽的季节里，河南坠子表演艺术家
为我们的鹰城、我们的祖国谱写了一曲盛世
欢歌！

六 月 的 盛 宴
——中国·第二届河南坠子大会纪实 ◎郭进拴

◎赵宏庆

湖光山色好景观 李光宇 画

■国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