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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上午，雨水洗过的空气格
外清爽。在卫东区东环路街道东联北
社区机北小区，今年76岁的老艺人、中
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唐甲申身着一件黑
色唐装，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他随口
说起一段大鼓书，立刻像换了个人似
的，激越高昂，眉目间神采飞扬。

刻苦学艺 独树一帜

曲艺爱好者很难不被唐甲申的精
彩表演所吸引：一手执三弦，一手击大
鼓，说书时铿锵有力，引人入胜。普通
的大鼓书多是一人一手打鼓，一手击板
而歌，或再有一人弹三弦伴奏，而唐甲
申自编、自演、自弹、自唱，一个人唱一
台戏，能唱出千军万马的恢宏气势，精
妙绝伦。一人承包整个舞台的大鼓书，
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也是罕见的。

唐甲申的三弦从小练就，有底子。
1962年，18岁的他参加郏县曲艺团，拜
当地颇有名气的艺人王洁子为师，学习
河南坠子、快板书、大鼓书等。学艺的
苦自不必说，单就以三弦为例，“搓儿”
这种手法需要不停地练习，不拿三弦
时，就依照弹拨三弦的手法搓衣服扣
儿，“手只要空下来就搓，躺下的时候也
在搓，不搓弹不成”。把手搓肿是常事
儿，半年后方才练成。

1965年，唐甲申被选派到许昌的曲
艺训练班深造，半年后回来参加了宣传
队。宣传队个个能唱能写，“拿起乐器
组乐队，拿起快板当演员”。焦枝铁路
建设、平舞工程大会战，宣传队在现场
演出鼓舞士气。1971年，唐甲申到原平
顶山矿务局机电总厂工作，在俱乐部当
电影放映员。工作之余，他把全部精力
都花在了曲艺上，各种大大小小的晚
会、演出没少参加。

1984年，弹三弦的老搭档调到了曲
剧团，一时又没有其他会弹的人，唐甲
申试着将三弦书、大调曲子、鼓儿词融
合到一起，自弹自唱。少年时的苦功派
上了大用场，“三弦加大鼓”成为他鲜明
的特色。常有人向他学习大鼓书、快板
书，他都倾囊相授。

潜心打磨 绽放异彩

唐甲申说自己的曲艺人生起步于
马街，对马街有着深厚的感情。1963年
第一次赶马街书会，下着雪，当天的情
形至今还历历在目。“老师领着我们四
五个人，下午出发，晚上到了马街。马

街人好啊，很热情。”当地人给他们腾了
间房子，让他们住下来。虽然住宿条件
简陋，但第一次亲眼见识到诸多民间艺
人的精彩表演，唐甲申兴奋非常。“从那
以后，我的人生道路慢慢改变了。”

多年来，马街书会成了唐甲申最常
去的曲艺圣地，他在自己创作的鼓儿词
《马街书会》中描绘了书会盛况：“平顶
山是个曲艺城，马街书会最有名。七百
年前起书会，书会越办越火红。曲艺之
乡艺人多，说拉弹唱样样行。说快板，
说相声，大鼓声声震长空；大调曲子三
弦书，河南坠子简短易打来掌声……”

1984年，唐甲申的大鼓书《枪支诉
苦》从七八个节目中脱颖而出，作为我市
唯一代表到河南省军区参加民兵汇演，
又代表省军区到武汉军区参加了当年军
区业余文艺调演。他没当过兵，心中油
然而生的是满满的自豪。演出结束后，
他把帽徽、领章摘下，带回家珍藏。

1995年，第二届中国曲艺节在鹰城
举办。唐甲申编曲并演唱三弦大鼓书
《洞房情话》，一手拨弦，一手击鼓，声情
并茂，技惊四座。一曲唱罢，掌声雷动，
他摘得当年“中国曲艺节牡丹奖”。
2004年，唐甲申荣获河南省首届民间传
统优秀戏曲汇演金鼎奖·表演金奖。当
年12月，他又代表宝丰参加了中国曲协
举办的“浓情乡音贺新春”曲艺之乡晋
京演出。2008年，唐甲申获得民间曲艺
（河南大鼓快板书）高级民间艺术师职
称。近些年，由于年事已高，弹起三弦
力不从心，他也会以快板书等形式参加
表演。

再赴盛会 乐见传承

唐甲申对曲艺的热爱是刻在骨子
里的。曾在第二届中国曲艺节大放光
彩，如今又接到第十届中国曲艺节的参
演邀请，他十分激动。“没想到啊！”他
说，第十届中国曲艺节即将在我市召
开，对我市曲艺事业是极大的促进，振
奋人心。为了曲艺事业的传承，只要有
需要，责无旁贷。

高兴之余，唐甲申拨起三弦，即兴
说起大鼓书，表情生动，神采飞扬，小小
的客厅瞬间变成了舞台。他即兴编的
词儿令人振奋：“第二届中国曲艺节，平
顶山办得很成功；第六届中国曲艺节，
平顶山办得全国人民都欢迎；今年是第
十届中国曲艺节，我代表平顶山的父老
乡亲们，把全国的宾客来欢迎，欢迎大
家到平顶山走一走，看一看，马街书会
的曲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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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甲申：

三弦大鼓成一绝
诉尽人间悲欢事

76岁的唐甲申表演三弦书，豪情不减当年。

□本报记者 燕亚男/文 彭程/图

常言道“人过四十不学艺”，而她却在
四十多岁的时候学习河南坠子，为梦想而
坚持。她就是李素红，宝丰曲艺社的负责
人，她希望把曲艺事业传承下去，让更多
的人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从小有个梦想

9月22日，记者来到位于宝丰县城关
镇东中社区的宝丰曲艺社，大院门外挂有
刘兰芳、王印权题词的匾牌：“宝丰曲艺
社，为民送欢乐。芳香传万家，花开永不
落。”曲艺社内有演播厅、演出服装室。

今年49岁的李素红正在为即将开幕
的第十届中国曲艺节做准备，她将带着曲
艺社培训班的孩子们表演河南坠子《马街
书会》。

李素红从小就喜欢说唱，六七岁的时
候听坠子书，听一遍就能原汁原味地唱下
来。但是因为家人反对女孩子抛头露面，
她只能把这个梦想埋藏在心里。

她做过水泥瓦匠，养过鸡、猪和牛，开
过拖拉机，摆过早餐摊儿.。和宝丰县文联
工作人员赵民强结婚后，夫妻俩琴瑟和
鸣，李素红凭着对曲艺的一腔痴情，不拿
薪酬，在马街帮丈夫打理大书场，一干就
是3年多。

在大书场的日子里，李素红被浓郁的
曲艺文化氛围浸润着，眼见成百上千的民
间艺人负鼓抱琴千里迢迢赶来马街献艺，
激发了她隐藏在心底的梦想：“我也要拜
师学河南坠子！”于是，她利用接待各路艺
人和坠子大师的机会，在他们吃饭、喝茶
的间隙，上前虚心求教。2015年，李素红
拜了马街书会当年的“书状元”李冬梅为
师，正式学习河南坠子。

努力终有收获

亲朋好友得知李素红要学曲艺，都觉
得很惊讶，纷纷劝她：“人过四十不学艺，
别学了，算了吧。”她笑着说：“从小学艺靠
记性，年纪大了学艺靠悟性。别看我年纪
大了，一样能学好。”

当时李素红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
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好河南坠子。她
跟着李冬梅一周内学会了一段《小黑妮
儿》，登台演唱，字正腔圆，惊艳了众人。她
报名参加由河南艺术职业学院主办的国家
艺术基金2016年度资助项目“河南坠子中
青年人才培训班”。

“这次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我很珍
惜。但是在培训班第一次上台的时候，看
到台下坐的都是曲艺名师，我紧张得唱不

出来，老师们当时对我很失望。为了重新
得到老师们的认可，我每天5点起床，除了
吃饭、上课，练到晚上 11 点。”李素红说，
她跟着朱迎春老师很快学会了《双枪老
太婆》《林冲发配》等段子，在结业演出
中，她演唱的《双枪老太婆》，得到了老
师和学员们的高度赞赏，那一刻她不禁泪
流满面。

在培训班还差10天结束的时候，她听
说张久来老师的段子写得好，便诚心诚意
前往拜师，张老师给她一段《医德颂》，有
人物，有故事，接地气儿，她一看非常喜
欢，就去找省歌舞剧院的杨庆林老师谱
曲。杨庆林用了5天谱完，还教她唱。她
回家唱给赵民强听，老赵是行家里手，细
细琢磨，把结尾改动一下，改为《医患
情》。2017年9月，在四川岳池举办的中国
曲艺之乡第四届曲艺展演上，《医患情》获
得了优秀展演奖。

开办曲艺社

2018年2月 1日，李素红在马街村创办
了宝丰曲艺社，搭建曲艺爱好者学习交流
展示的平台，这也是一个培育新人的公益
学校。学员们多次送戏到社区、养老院，除
了河南坠子，还有大调曲子、三弦书、大鼓
书、琴书、快板……深受群众喜爱。另外，
曲艺社还在马街村开办了“艺人之家”，接
待全国各地民间艺人。

2018年 11月，正当宝丰曲艺社开办得
顺风顺水的时候，赵民强因脑梗在郑州住
院，一直昏迷不醒。

“看到老赵这样，我曾想过放弃，不再
开办曲艺社。最后还是老赵坚定了我的
信心，他昏迷的时候嘴里一直念叨‘马街
书会’。”李素红说。

2019年，李素红腾出老宅，粉刷一新，
为曲艺社重安新家。为了盖这座大院，李
素红把家里的全部积蓄都投了进去，还借
了不少钱。为了还债，她把县城的唯一住
房卖了。卖房子的时候，李素红哭了一天
一夜。后来，看着曲艺爱好者来这里登台
献艺、互相交流，赵民强的身体也渐渐恢
复了，她特别开心，而且她在艺人们身边
耳濡目染，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目前，在
曲艺社培训班学习的曲艺爱好者最大的
52岁，最小的9岁，不收学费。

李素红说：“我请了专业的胡琴师伴
奏，每个月只有 1000 元劳务费，是老赵
从他的工资里拿出来的。虽然维持曲艺
社很难，但是把曲艺事业传承下去是我
的梦想，我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
曲艺，并且不断地扩大队伍，让传统曲
艺传承下去。”

李素红：

人过四十苦学艺
梦想开花照现实

在宝丰曲艺社门前，李素红唱起了河南坠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