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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元琪/文 禹舸/图

本报讯 说不尽古今中外千
年事，唱不完天南地北大奇观。
被誉为中国民间艺苑奇葩的马街
书会正会于昨天在宝丰县杨庄镇
马街村精彩开锣。来自全国各地
的民间艺人，负鼓携琴，汇聚马
街，以天作幕，以地为台，说书会
友，弹唱献艺。

当天上午，麦田里寒风阵阵，
在应河两岸的主会场中，人海如
潮，鼓曲声声，河南坠子、道情、曲
子、琴书等应有尽有，说的、唱的、
听的、看的、逛的，处处人头攒
动。书场内外的简板声、琴弦声、
二胡声、喝彩声，声声萦绕耳际。
说唱者天穹作幕，麦田为台，说古
论今，或车搭高台，或倚桌而立，
或欢喜悲切，或激昂顿挫，可谓异
彩纷呈，百家竞流。

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听书者，
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稚气未脱
的孩童，三五成群前簇后拥奔向
会场。他们或站或蹲，此处听一
曲，彼处听一段，会心处展颜欢
笑，动情处神情怆然。

“一天能看千台戏，三天胜读
万卷书”，这一刻显现出了马街书
会 700 多年盛久不衰的独有魅
力，其热闹盛大的场面，堪称中国
民间艺术之奇观。“马街书会对传
统曲艺的传承保护是有目共睹
的，咱们平顶山做的更是出彩。
希望马街书会就像这脚下的麦苗

一样，长绿常青。”国家一级演员、
中国曲协副主席、河南省文联副
主席范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说。

据悉，在今年的马街书会上
还举行了第十四届全国优秀曲艺
节目展演，刘兰芳、王印权师徒专
场演出，第七届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曲艺展演以及中国曲协文
艺小分队深入山区扶贫演出等活
动。

马街书会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就有 700 余年，是“中国十大民
俗”之一、“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世界最大
规模的民间曲艺大会”、“河南省

首批省级特色文化基地”，也是国
家级说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实
验区的核心内容。今年的书会上
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
的千余名说唱艺人从四面八方赶
至宝丰县马街村的应河两岸，参
加这场曲艺盛会，为这场民间文
艺盛典献礼。

一天能看千台戏 三天胜读万卷书

2019年中国宝丰马街书会开幕

□记者 杨元琪

本报讯 几根细线，三两木
偶，和着坠子戏，就是一台提线木
偶戏。昨天上午，来自宝丰县赵
庄镇周营村的娄艳俊一家在马街
书会上撑起帐篷表演提线木偶
戏，广受好评。

当天上午 10点多，会场一侧
一座绿色帐篷内，58岁的娄艳俊
带着全家老少6口人表演提线木
偶戏，小巧的木偶在几根细线的牵
动下做出各种灵巧动作，生动而传
神。帷帐内，娄艳俊的爱人赵爱
香、儿子娄帅兵、儿媳韩继乐在做
准备工作，孙女娄宛含、孙子娄世
博提着木偶玩耍，全家老少其乐融
融。“孩儿他娘，你上吧，让我喘口
气。”娄艳俊招呼爱人“上岗”，自己
躲到幕后歇歇。他告诉记者，他从
小跟随父亲学习提线木偶戏，儿子

跟他学，现在孙子、孙女也开始学
了，这门技艺算是传了三代人，也
算对得起父辈的辛勤付出了。

娄帅兵说，他平时与媳妇在
外打工，但只要回家，都会跟着父
亲学艺，外出表演。女儿10岁，儿
子7岁，现在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可谓后继有人了。“木偶都是自己
动手做的，以前还要自己唱，现在
有了录音机，配乐提前录好就行
了，省了不少事。”赵爱香说，全家
人当天凌晨 4 点来到会场，共准
备了《仙鹤赤子》《回娘家》《双狮
逗宝》《三英战吕布》四出戏，都是
自编自演。今年是猪年，他们还
准备排一出《猪八戒背媳妇》，脚
本已经有了，就等着制作木偶了。

临近正午，帐篷外观看木偶
戏的观众越来越多，掌声、欢笑声
不断，娄艳俊全家表演得也越来
越有劲。

一家三代人传承提线木偶戏

□记者 杨元琪

本报讯 一盆、一桶、一锅盖、
两把鼓槌，看似不起眼的物件被
张新宽赋予了律动生命。这位
天生残疾的农村艺人自强不息，
在马街书会现场感动了众人。

昨天一大早，马街书会会
场已经人声鼎沸，麦田一隅，
48岁的张新宽头戴鸭舌帽，鼻
梁上架着墨镜，手握两把鼓槌，
敲击着面前的土制架子鼓。水
桶、锅盖、饭缸……几件稀松平
常的物件被他赋予了艺术生
命。甩头、皱眉、跺脚，张新宽
沉醉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围
观者越来越多，掌声不断，张新
宽表演得也越来越起劲。

一曲罢了，张新宽喘口气，
接受了记者的简单采访。他家
在郏县渣园乡，骑着电动三轮

来马街，已经来两天了。他自
幼喜欢曲艺，尤其对传统锣鼓
感兴趣，但由于身体残疾无法
学习这项技艺。13年前，张新
宽开始利用生活中的各种器具
练习打击乐，茶杯、饭碗、水管、
木棒都曾是他的“乐器”，慢慢
也闯出了名堂，曾受邀前往上
海、杭州等地走穴演出，目前常
在郑州表演。

“我只是喜欢这个，至于能
不能挣钱，我不在意。”张新宽
说，他在郑州街头表演时常被
群众围观，有时影响交通秩序，
还会被城管“请走”。有次遇到
一个外国艺术家，当街拿出小
提琴和他对奏，他感觉很骄傲。

简单几句闲聊后，张新宽
又开始了表演，虽然看起来与
周边的传统艺人格格不入，但
他自己沉醉其中。

乡野架子鼓 响彻麦田

□记者 杨元琪/文 禹舸/图

本报讯 昨天农历正月十三
是马街书会正会的日子，现场除
了普通民间艺人负鼓携琴弹唱献
艺外，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
芳与丈夫王印权携弟子登台献
艺，将书会推向高潮。

昨天上午，刘兰芳、王印权师
徒专场演出在刘兰芳艺术馆前举
行，舞台前早早围满了里三层外三

层的观众。花板《长安街上逛花
灯》拉开了专场演出的序幕，赵国
祝、高宇的表演声情并茂，一出场
便博得阵阵掌声。相声《欢声笑
语》由王玉、连春建出演，两人语言
诙谐幽默，引得现场欢笑声不断。

“看，刘兰芳回来了！”刘兰芳
一出现，就被观众发现了，刘兰芳
亲切地向观众问好，在众人的簇
拥下走上舞台。“到马街书会就像
回家一样，见到父老乡亲就像见

到了家人。”她再次向观众致意，
并向我市对传统曲艺传承保护所
做的努力表示感谢。随后，刘兰
芳表演了代表作《岳飞传》选段，
场下观众听得入神，雷鸣般的掌
声此起彼伏。最后，刘兰芳又为
大家带来一段三分钟的贯口，以
此向广大观众致以新春祝福。

刘兰芳今年75岁，是马街书
会的常客，去年书会上，刘兰芳艺
术馆开馆。

兰芳献艺 众人皆醉

75岁刘兰芳在马街书会登台献艺

□记者 胡耀华

本报讯 2月 16日上午，鲁山
县尧山公园内人头攒动，刘兰芳
艺术馆演出团“送欢笑下基层走
进鲁山”活动在此举行，吸引数千
群众前来观看。

记者在现场看到，会场内人
山人海，舞台被围得水泄不通。
中国花板第一人赵国祝和高宇率
先出场，表演了花板《逛花灯》。
马街书会状元鲁俊美、李志强表
演的河南坠子《放歌新时代》以及
国家一级演员王池良表演的苏州
评话《戏说方言》等精彩节目相继
亮相，现场掌声不断。家住鲁山
县辛集乡的民间坠子表演艺术
家、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乔双锁
登台表演了《牛郎织女夸鲁山》。

“鲁山人民意志坚，脱贫致富
排万难。说段评书来祝贺，追梦
路上永向前。”压轴上台的刘兰芳
刚一开口，台下掌声四起。刘兰
芳表演的评书《康熙买马》更是把
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掌声经久
不息。

刘兰芳艺术馆
演出团
送欢笑到鲁山

□记者 杨元琪

本报讯 昨天上午，马街书会
现场举行中国曲艺交易中心开馆
仪式，万余名群众和中央、省、市
媒体记者见证了这一时刻。

古朴的中式建筑巍峨壮观，
传统回廊更是散发着艺术气息。
简短的开馆仪式后，记者与游客
们走进交易中心。展厅里展品种
类丰富，令人目不暇接。中厅展
示着各类曲艺乐器，几名孩子正
在激情表演架子鼓，吸引了众人
的目光。

据了解，中国曲艺交易中心
建筑面积7500余平方米，总投资
8000 余万元，可同时为河南坠
子、大调曲子等10多个曲种提供
表演场地。中国曲艺交易中心开
馆，将打破过去只能在书会期间

“听书”“写书”的局限，使曲艺交
易、展演、交流等活动更加频繁，
让马街书会永不落幕。

宝丰是中国曲艺之乡、魔术
之乡、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汝瓷文
化之乡、观音文化之乡、长寿之乡
和河南省唯一的国家级说唱文化
生态保护实验区。近些年，宝丰
县委、县政府致力于挖掘、保护和
开发国家级非遗项目——马街书
会的说唱文化，高标准建成了中
华曲艺展览馆、刘兰芳艺术馆、书
状元雕塑公园等文化场所，还签
约了中国曲艺小镇等项目，计划
投资 100亿元，继续做大做强特
色文化品牌。

中国曲艺
交易中心开馆

昨天，马街书会上，艺人在卖力表演，吸引众多观众。

刘兰芳在舞台上献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