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满堂是土生土长的马街人，也是
位对马街书会发展有着强烈责任感的热
心人。张满堂对马街书会的调查研究始
于2004年，近年赶过书会的人，都有个感
觉——书会规模正在萎缩。张满堂产生
了深深的疑惑：书会上的艺人咋就少了
那么多呢？带着这个疑问，他买了一辆
摩托车，和妻子两个人跑遍了宝丰周边
的襄、郏、叶等县，走访书会艺人，了解他
们不来书会的原因。2004 年一年，张满
堂的摩托跑了一万多公里路。

通过调查，张满堂发现，艺人们不来
赶书会的主要原因是，现在农村娱乐形
式多了，写书的人少了，风尘仆仆的艺人
在天寒地冻的麦地里说上一上午也没见
有几个被“写走”的。没有了观众和市
场，说书艺人只好另谋生路。另外，因为
民间说书的现状不景气，又随着就业门
路的增多，很多年轻人都不再选择说书
这一职业。年老的艺人一个个过世，年

轻的一代又接不上来，艺人中存在很大
断层。

残酷的现实面前，张满堂最初的疑
惑转为忧虑：写书人少了，愿意学说书的
人也少了，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怀
着沉重的心情，他把调查结果告诉了周
围的老师和朋友，希望有谁能想出个办
法来。河南省曲艺家协会原名誉主席赵
铮，对张满堂寄予厚望，2014 年，已患重
病的赵铮拉住他的手一字一顿地说：“满
堂，马街是说书圣地，说书要传下去，书
会也要传下去，你有责任，要把曲艺当成
事业去做。”

老人的话像锤子一样砸在张满堂心
上，2004年 6月，张满堂在同学樊广志的
帮助下，联系几个有志于从事并发扬说
书业的艺人，自发成立了研究会，并举办
一些致力于鼓动说书艺人人气、增强马
街人与书会艺人之间感情的活动。

研究会以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实践着

他们的宗旨，交流会、擂台赛、三月三祭
拜 三 皇 等 ，大 大 鼓 舞 了 艺 人 的 士 气 。
2005 年，书会上艺人的到会人数是 2004
年的两倍多，马街书会又焕发出勃勃生
机。2006年5月，马街书会被列入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其
中，研究会和张满堂功不可没。

在和艺人的接触中，张满堂也思考着
书会的前途和命运，并用心收集关于书会
及曲艺形式的信息和资料。张满堂年轻
时曾背着相机走村串乡，以给人拍照作为
养家糊口的手段。成立研究会以来，他花
钱买了一套摄影录像器材，依靠早年的基
础，拍摄艺人和书会的相关材料。几年努
力下来，他所创办的研究会成立了一座马
街书会的博物馆，他的家成为信息交流的
集结站。在张满堂家，总能看到记者、学
者为获取资料来找他求教，也总能看到某
些失去联系多年的艺人师徒、师兄弟因为
张满堂的帮助得以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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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君子不养艺人”，宝

丰人特别是马街及邻村人

善待艺人的美德，代代相

传，使马街书会得以延

续。如今，当地政府及热

心人士更加崇文尚艺，身

体力行，提升了马街书会

的地位和品质，扩大了规模

和影响，对书会的传承与发

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彰显

了宝丰人淳朴的民风。马

街书会如有根，那么这根深

扎在马街人心中，代代相

传，经久不衰。

现任中国曲协主席姜昆曾写
过一首诗：“笑语江南客，无声塞
北人。宝丰有相会，马街赏书
琴。”在马街书会应河大桥的牌楼
联句中有两个联句：之一，以地为
台道尽古今中外千年事，把天做
幕唱尽天南地北大奇观；之二，曲
艺圣地千年演绎盛会因艺术同
脉，马街人家百姓痴情艺术缘民
风厚淳。

马街书会对于马街人来说，
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对书
会情有独钟，对操办书会兴致极
浓，胜于过年。他们为祖先留下
的盛会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每年一到书会这几天，马街
及邻村顿时就热闹起来，家家像
过年一样，忙着割肉买菜，整理住
处，准备接待艺人。艺人到家，跟
亲人一样，管吃管住，分文不取。
还给“写”不出去书的艺人送返程
所需路费，有的甚至和艺人结了
亲戚。村民把远来的艺人请到家
里免费吃住，送盘缠、结亲戚，这
种豪爽质朴、热情好客的君子之
风，成为马街书会发展壮大的主
要根源。

在马街人眼中，正月十三书
会开唱这天才是他们真正意义上
的“大年”。当地有这样一个说
法：谁家接待的艺人多，谁家就风
光，在村中便有很高的威望；哪家
接待的艺人少，或是没有说书的
艺人往家里去，这家在村中就很
没面子，一年都抬不起头来。马
街村民接待艺人向来是管吃管
住、分文不取，这是当地世代相传
的美俗，属古来遗风。

在千百个热情好客的马街人
中，司士选是不得不提的一个人。

l863年，捻军由皖入豫，并在
许州（今许昌）分兵，声势浩大，震
撼清廷。同治皇帝急令僧格林沁
亲王进军河南，镇压捻军，军帐就
设在宝丰县城南文笔山文峰塔
下。此时，中原地带兵连祸接，民
不聊生，马街书会曾一度中断。
数年后虽再度复兴，但艺人来者
寥寥，会况萧条。后来恰逢司士
选自南阳府教谕离任告老还乡，
且兼马街寨首，目睹书会每况愈
下，心有不安。为了恢复并推进
书会繁荣，曾先后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

马街书会原由马街和东彭
庄、马头寨三村合办，但历史积
习，共事中产生不少矛盾，轻则借
端发难，重则群殴罢会。司士选
鉴于此而主动礼让，与两村商议，
协定如下：为书会助兴的两台戏，
让东彭庄的戏位居正台，马街的
戏位居偏台，且“开戏”与“煞戏”
均以东彭庄为主，马街从之；书会
期间马街集市移到书会会场，以
方便临村购物。以上数款永传后
世，不得更改。司士选的主动礼
让，换来了邻村的精诚协作。此
后，书会办得一年比一年红火。

另外，为了广招远方艺人，司
老先生还向马街民众提出：“马街
就是艺人的家。”让各家各户根据
具体情况，热情接待来赶会的艺
人。司氏族人更是率先垂范，奉
行祖先遗训。继司士选之后，司
氏的历代族长，如司本老、司文
老、司捷老、司八老和司秉衡，均
从事过书会会务，从不渎职，更无
贪心。他们对艺人总是关怀备
至，会期接待艺人，安排食宿；会
后，特别对没“写”出去的远方艺
人，还资助返乡路费，深得艺人尊
崇。这一做法长期沿为司氏家
风，代代相传。正是这些，传承着
马街书会，也培育了民间艺术生
长的土壤，使马街书会生生不息。

提起马街书会，家住马街附近仝岭
村的马丛云，更是难忘儿时的一段“红枣
情”。

马丛云说，打她记事起院里就有一
棵弯腰枣树，树上结的枣个儿虽不大，但
酥脆蜜甜。一到枣熟季节，鲜红的小枣
像珠子一样挂满枝头，看了使人眼馋。
她们姊妹几个围着树转，巴不得来一阵
风把枣从树上刮下来，拣着吃。可是，老
祖母视枣树如珍宝，早早搬个罗圈椅坐
在枣树下看着，谁也不敢上去摘。等到
枣全熟了，老祖母让家人把枣都摘下来，
晒干，装了满满三竹篮挂在堂屋的房梁
上，谁也不让动。春节年关临近，马街的
干姑奶家来人了，老祖母大方地取下两
篮让她带走，剩下的一篮仍然挂在梁上，
过年也没舍得吃。

过罢年，到了正月十三马街书会开
唱这天，一大早，老祖母就把马丛云叫起
来，换上新衣服，拎上那篮红枣，去马街
赶书会。有一年书会那天天气格外好，
赶会的人也特别多。马丛云和老祖母好
不容易才挤到一个书摊前，只见一个穿
红衣服的大姐姐手执简板，绘声绘色地
正在说唱，身边一个失明的老人为她拉
弦，四周围了很多观众。这个大姐长得
好，唱得也好，声音特别动听，马丛云还
从来没听过那么美妙的声音，现在回忆

起来心里还甜丝丝的。那姑娘唱了一段
刚停下，老祖母慌忙从篮中取出6粒红枣
上前塞到姑娘手中，说：“祝你枣(早)交好
运，写个好价钱！”姑娘向老祖母施了个
礼，道了个万福，接着说她的书。马丛云
和老祖母则一摊挨一摊地向艺人发红
枣，每人三个。转了大半天，一竹篮红枣
发完了，她和老祖母也累得满头大汗。
这时已近中午，肚里早咕咕地叫起来
了。她就随老祖母到马街干姑奶家去吃
午饭。

“干姑奶家住在马街村东头，我们赶
到她家时，屋里院里挤满了人，有来赶会
卖书的艺人，也有亲戚朋友。有的坐在
饭桌旁，有的坐在床沿边，正在用餐。还
有的没地方坐，干脆抓两个馍，盛一碗揽
锅菜，蹲到一旁去吃。干姑奶和家里找
来帮忙的人还不时为他们加菜添馍。”见
马丛云和老祖母到来，干姑奶慌着招呼
她们吃饭。可奇怪的是马丛云和亲戚们
吃的是白蒸馍，艺人们吃的却是枣花
馍。她感到纳闷儿，偷偷拉了拉老祖母
的衣襟问：“为什么干姑奶不让我们吃枣
花馍，那枣不还是咱送给她家的吗？”老
祖母悄悄地说：“小妮子家，别多嘴，那都
是远方来的客人。他们千里迢迢来到马
街，为我们说唱送书，好辛苦哟，让他们
吃枣花馍，是让他们早交好运，早点把书

卖出去，卖个好价钱，让他们年年高高兴
兴地来，高高兴兴地去，咱们的书会才能
兴旺发达。”马丛云这时才明白，怪不得
老祖母把枣树看得那么紧。

这就是马街一带村民对书会的深厚
情结。为使书会延续发展下去，他们用
淳朴的爱心和热心默默无闻地工作着、
奔忙着、无私地奉献着。

马街书会是中华曲艺盛会，是全国
说唱艺人朝拜的圣地，已有 700 多年历
史。马街书会曲种繁多，曲目浩瀚，堪称

“书山曲海”。据统计，历年来在马街书
会演出的曲艺种类有河南坠子、三弦书、
大调曲子、大鼓书等四十余种，曲（书）目
有千个之多。每年农历正月十三，成百
上千名来自北京、天津、山东、安徽、河
北、湖北、四川、陕西及河南各地的曲艺
艺人负鼓携琴，汇集于此，以天作幕，以
地为台，说书亮艺，以曲会友。周围百里
的村民身着新装，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
前来听书、赶会。千座书棚吹拉弹唱，人
头攒动、摩肩接踵，热闹非凡，堪称我国
民间艺术之奇观。马街书会也因此先后
被国务院侨办确定为“中国十大民俗之

一”，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被世界吉尼斯纪录
认证为世界最大的书会；宝丰县被文化
部批准为说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实验
区。

今年，在马街南村村民李要军家中
筹办成立了宝丰曲艺社（马街）艺人之
家。李要军告诉笔者，他今年49岁，原来
在单位上班，后下海经商。2017年11月，
他回到老家，先后筹措资金 6万余元，对
老家五间堂屋进行了翻新装修，另外加
盖了八间厢房，硬化了院地，使艺人之家
居住面积达到了 300余平方米。春节前，
他还购买了床垫20余张，新增被褥40余
套；正月初十，又提前采购了充足的米、面、
油、肉、菜等食品，可以承接40位艺人。

“看着马街书会一年比一年好，作为
马街人我很高兴，我只是想尽一点我个
人的微薄之力，帮助马街书会传承下去，
发扬光大，别的没啥。”马街汉子李要军
的话真挚淳朴，也道出了马街人的热情
好客。笔者想，马街书会之所以700多年
来延绵不断、越来越红火，马街人的仗义
好客功不可没。

“艺苑不大映乾坤，曲艺虽小观古
今；金口道出万马腾，银曲唱开百花艳。”
宝丰曲艺社艺人之家以弘扬民族文化、
繁荣曲艺事业为宗旨，为广大曲艺爱好
者提供良好的住宿条件和生活环境，还
以曲艺传承的常态化、生活化、打造永不
落幕的马街书会为己任，对繁荣曲艺文
化、打造文化宝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操办书会胜于过年

2.司士选：马街民风第一人

3.马丛云：难忘儿时“红枣情”

保护传承书会，最核心的内容是
保护民间艺人的积极性。为此，宝丰
县委、县政府连续 3 年开展“‘写书’

‘送书’下乡活动”，连续两年开展各单
位“帮扶艺人”活动，这些活动使每年
到会的艺人几乎都能够被“抢购”一
空，极大提高了艺人的收入和社会地
位。而惠及每个艺人的保护措施，更
是在艺人间口碑相传，不仅吸引越来
越多的艺人前来赶会，更促使过去一
些因书价低放弃说书的艺人重新拾起
老行当，回到了民间曲艺队伍中。近
两年，当地政府还对省内外来赶会的
艺人给予适当补助。同时，帮助马街
及邻村建成孙青、韩伟、张群堂等艺人
接待处，按照入住艺人数量，对接待处
给予补贴，调动了群众接待的积极性。

可以这么说，书会对艺人是一种
鞭策和鼓舞，有些人不想唱了，只要赶
赶书会，就会重新找到动力和激情。
政府的扶持和百姓的热爱，使古老的
传统艺术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书会上，艺人们可以使出全部招
数，尽情展示自己的才艺，不论是专业
的还是业余的，不管是知名艺人还是
民间艺人，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艺
人们说，谁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每年
的正月十三马街的天气都不太好，可
是不管刮风下雨，大家都会如期而至，
如果不来的话，心里总觉得不得劲儿。

晃晃悠悠中，马街书会已经走过
了风雨兼程的700多年，在这700多年
的发展过程中，离不开艺人们自身的
自觉维护和马街及周边村民的古道热
肠。他们，才是书会真正的主体，是书
会的根与魂。在各种文化交流碰撞无
比激烈的今天，马街书会这块传统文
化的瑰宝要想传承下去，需要更多像
马街人一样的仁人志士来关注、关心
和支持、参与。

6.文化兴亡匹夫有责

5.李要军：艺人之家拔地而起

4.张满堂：创建马街书会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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