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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宝丰，有这么一片神奇的土地，寻常的
麦田不管如何踩踏，从未减过产，年年丰收。这就
是传承千年的马街书会会场。

古老应河由西北逶迤而来，流经千年的书会
会场，流过废了兴兴了废的火神庙，裹挟着悦耳的
琴弦清音向东漫流。

马街书会即“正月十三马街会”，关于书会的
起源，正史没有记载，传言有10种说法，其中的“悼
师说”最为通行，即各地艺人为悼念德高望重、正
月十三仙逝的马街三弦艺人马德平而相聚于此说
书。另外，也有河南省曲艺研究专家马紫晨的“道
情艺人”抗金和唐朝火神庙派道人洛阳汇演之说。

在史书记载和艺人相传中，由于唐朝皇帝对
道教乐曲的重视和喜爱，道调不仅是宫廷乐曲，也
是全国各地道观庙祠的普遍乐曲。应河火神庙原
名通仙观，不但敬火神，同时也侍奉老子圣像，属
于皇家祠庙，在此教练出《乐歌十章》奉献给唐玄
宗，受到唐玄宗奖赏与封赐，是历代马街火神庙道
士及说书艺人们的自豪和荣耀。

从多种说法中寻觅，发现马街书会与道教、道
情有着隐隐约约割舍不断的联系，书会的形成与
发展与道教不无关联，那时已经形成了牢固的崇
圣拜祖思想意识和传统习俗，无论有庙无庙、有神
无神，说书艺人们都能以崇敬的心态，年年前来朝
拜这块浸润着曲艺音符的艺术圣地。

农历春节刚过，成百上千的民间曲艺艺人，便
负鼓携琴，一路唱来，在河畔宽阔的旷野麦田里，
以天为幕，以地作台，摆起书摊，打起简板，拉起琴
弦。河南坠子、大调曲子、山东琴书、河北大鼓等
数十个曲种的艺人在这里尽情挥洒，延续着古老
传承，展开歌喉，说古唱今。真是：一日能看千台
戏，三天能听万卷书。更有人赋诗：“鼓子声声走
雷喧，琴声悠悠流细涓。大调坠子传神韵，唱醉听
客马街前。”

麦田里跳荡着声声简板，应河水浸润着曲艺
的音符。人们身着盛装，喜气洋洋，逛会游玩，尽
情享受听书带来的乐趣，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犹
如初春的惠风，潜移默化，塑造着听书人的灵魂。

马街书会作为国家级首批非遗项目，涉及多
项民俗活动，从正月初七开始，祭拜火神拉开书会
的序幕，更有对戏、拜师收徒、艺人接待、亮书、写
书、书状元评选、唱愿书等。

“亮书”是艺人在会场的说唱表演，是展示才
艺的麦田舞台，有着书价高低的评判标准。赶会
的人除了看热闹，好多还有一项特殊使命，就是写
上一棚书。哪摊书唱得符合口味，就约请艺人到
家或单位演唱，称为“写书”。他们先是转悠听唱，
仔细品评，遇到中意的唱家，就用比码子的方式讨
价还价，一经谈妥价钱，就把艺人接走。按照惯
例，演艺水平高、书价卖得最高的艺人，被称为当
年的“书状元”。艺人成为“书状元”后书价便水涨
船高。“写书”者有的是祈福庆贺，有的是酬神“还
愿”，更有娶亲嫁女、孩子考上学、牲口生崽、生意
赚了钱等等，多以“写书”的形式庆贺。

马街书会除了曲艺贸易，还有物资交易、跑马
耍猴、放风筝、踢毽子等，各种民俗融汇一起，展现
着包罗万象的人情事态。

2022年，因为疫情，马街书会改为线上举办，宝
丰县从农历腊月初八开始，在抖音、快手、微博、哔
哩哔哩、微信视频号、“云上宝丰”等网络平台，投放
非遗美食、拜年视频、艺人亮书等视频，展示马街书
会期间的民俗活动，总播放量达20000万人次。

“说书状元”古已有之，自清代始，每年的马街
书会书状元都会披红戴花，“榜眼”披红不戴花，“探
花”奖弦子一把。自1980年马街书会重启书状元评
选活动后，42年间先后评出说书状元34位，其中有
的是一人多次荣获状元，但却没有评榜眼和探花。
2021年马街书会书状元改为线上评选后，传承了这
项古老的民俗，增设了“榜眼”“探花”的荣誉。

马街书会传承千年，生生不息，根本动力在于
世世代代曲艺人的坚守，在于马街人热情好客的
君子之风，在于这块热土上哺育出的特殊文化。

这一独特的曲艺民俗奇观，以神奇的魅力彰
显着全国独有的文化内涵，随着马街书会景区成
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传承千余年的盛会麦田成
了不散的书场。

马街书会
◎潘运明（河南宝丰）

俗语云：“春雷响，万物长”，在二十四节气
中，惊蛰叫醒了春天。西汉《夏小正》中说道：

“正月启蛰，言发蛰也。万物出乎震，震为雷，
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惊蛰时节，阳
气上升，天地回暖，春雷乍动，雨水充沛，万物
生发。

在地下蛰伏了一个冬季的昆虫听到了惊
蛰的雷声，纷纷从冬眠中醒来，迎接欣欣向荣
的春天；桃花、梨花、杏花竞相苏醒盛放，争奇
斗艳，引得燕子飞回，黄莺鸣叫，一派活泼热闹
的景象；大地从寒冷肃杀中恢复生机，处处春
意盎然，田地里人头攒动，往来不歇，正是春耕
忙碌的时候。

惊蛰是花的信使。民间将惊蛰分为三候：
“一候桃始华；二候仓庚鸣；三候鹰化为鸠。”农
历二月，已是仲春，桃花红，梨花白，云霞堆着
雪漫过天际。沾了雨意的桃花，湿漉漉水淋
淋，洗去了肆意野生的性子，露出温婉沉静的
模样。浅浅的粉，从花瓣的最末端，淡淡地往
里洇，洇至深处，便成了无限温柔的一抹胭脂
红。带露的梨花，晶莹透亮，那雨沁入了花瓣
的经络之中，滋润出纯净无瑕的品格，树上落
满了摇曳的星星。如雾如烟般的春风里声声
燕语明如剪、呖呖莺声圆似珠，铺天盖地都是
春光的温柔气息，酿成了春天里最美的一杯
酒，让人醉倒在其中，美梦酣然。

惊蛰是春耕的讯号。二月也称卯月，
“卯”，冒也，万物冒地而出，代表着生机。闲了
一个冬季的农人就要开始大展手脚了。地要
犁，麦要种，秧要插。外公当了一辈子农民，小
时候到了这时节，常听外公一边赶着牛犁地，
一边拉长声调念叨着：“九尽桃花开，春耕不能
歇——”，声音洪亮，曲调悠扬，如远古传来的
呼唤，在大地上遥遥回响，仿佛听见祖辈在山
河时空中的呓语。牛犁地的速度看上去好像
很慢很慢，就像是电影里的慢动作。小孩子没
有耐心，看了一会儿就跑到一边摘野花编草环
去了，等自己玩累了不经意间再回头看时，蓦
然发现整块地居然已经犁好了。外公正在田
头抽着旱烟歇气，勤恳的老牛站在边上悠闲地
吃草，仿佛毫不费劲儿。新翻的泥土混合着山
野青草的味道，风中满是新鲜干净的气息，唤
醒人内心深处的亲近和眷恋，想舒舒服服地躺
在泥土上打滚儿，大地就是我们温暖的床。

惊蛰是养生的节点。春季五行中属木，在
五脏中与肝对应，中医讲究“春夏养阳”，对应这
时的饮食起居应顺肝之性。春就是发芽的季
节，春草萌发，菜苗勃勃生长。冬天吃了太多
肉，春天正是将它们慢慢转化为能量的时候，多
吃刚长出来的野菜和蔬菜，富含的纤维素促进
消化。韭菜，是惊蛰时节的“天菜”，初春时的品
质最佳，晚秋次之，夏季的最差。春节养生重在
养肝，这时多吃韭菜不仅可以祛阴散寒，还可以
增强脾胃之气，对肝功能大有益处处。。惊蛰节气惊蛰节气
很容易使人口干舌燥很容易使人口干舌燥、、外感咳嗽外感咳嗽，，所以在民间素所以在民间素
有惊蛰吃梨的习俗有惊蛰吃梨的习俗。。梨的吃法多种多样梨的吃法多种多样，，可以可以
生食生食、、蒸蒸、、榨汁榨汁、、烤或者煮水烤或者煮水，，吃梨助益脾气吃梨助益脾气，，
令五脏和平令五脏和平，，增强体质增强体质，，抵御细菌的侵袭抵御细菌的侵袭。。
苏北及山西一带流传有苏北及山西一带流传有““惊蛰吃了梨惊蛰吃了梨，，一年一年
都精神都精神””的民谚的民谚。。此外此外，，春天还要多吃豆春天还要多吃豆
芽芽、、豆苗这些芽类食物豆苗这些芽类食物，，初生的芽是生命初生的芽是生命
力的集聚力的集聚，，还是最新鲜的食材还是最新鲜的食材，，凝聚了自凝聚了自
然的精华然的精华，，疏通肝气疏通肝气、、健脾和胃健脾和胃，，帮助五帮助五
脏从冬藏转向春生脏从冬藏转向春生。。

““微雨众卉新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一雷惊蛰始”，”，惊蛰惊蛰，，是是
春之序章春之序章。。

把春天叫醒
◎彭杨（湖南吉首）

品茗，在品，在细品。
南方有嘉木，嘉木者，茶树也。
有茶，才有品，有品，才有雅趣也。
曾无数次想象过，筑一茅舍，扎一篱

笆，种一圈花草，挖一口小塘，建一座凉
亭，熏一堆草烟，邀一二知己，抚一把古
琴，受一袭微风，听一曲高山流水，掀一方
精致瓷盖，谈点闲事，读点经书，在茶香袅
袅中享受神仙生活，不是人生极乐境界
吗？多妙！

曾观茶艺表演。缓步入室，焚香凝视
静气，丝竹弹起，炉、壶、杯、盘、巾摆上。
茶艺师是位美女，她轻旋精致木雕盒，翘
起兰花指，作孔雀嘴状，缓慢捻出一小撮
茶叶，茶叶在纤纤细指中若一朵花儿，仙
子出浴，那些花儿开在一只玻璃杯中，清
冽之水宛若高山流水般浸润那些花儿，花
瓣在山水中打着漩儿，一沉一浮，一升一
降，由浅入深，潇潇洒洒，缥缥缈缈，如坠
云里雾中，开盖，雾气升腾，在屋中布满清
澈图案，花瓣舒展身子，袅袅婷婷，恣肆汪
洋，不混，不沌，若氤，若氲，如紫，如霞，透
明中透着烟，舒缓中透着滞，酩酊中透着
津。滤去首泡，玉液回壶，祥龙行雨，小杯
盈盈，无须饮，只闻，只吸，一缕一缕，那似
有似无，那不浓不淡，便如日子受了日月
之哺育雨露之恩泽，让人口舌生津，清心
悦目，沁人心脾了。

表演归表演，这是真正的生活吗？
去南方乡下，造访一家人，主人正喝

功夫茶，他力邀我入座，见其泡茶程序几
乎与茶艺表演一致，很让我震撼。你们都
这样喝茶？还是临时起意待客？都这
样。回答很肯定。下这么大功夫不嫌麻
烦？有什么麻烦？与你们喜欢打麻将不
一个道理？我讪讪然。瞬时明白，这是一
种高等级生活！

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是从生活原初角
度排列的，茶排最后，自然代表茶是生活
最高级的，再加上品，就有高度，有雅趣，
因此品茗成为文化，与中国源远流长的文
化融为一体。

喝茶，不是喝，是在品，品茗中联络了
感情，互通了信息，品茗中闲聊消遣，商务
洽谈，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让品有了宽
度，也有了高度。

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
这是元稹宝塔茶诗中的最后一句，我很喜
欢，觉得每一字都是一枚沉壶之茶在飘
荡，此诗以茶为韵，图像般呈现，浅显易
懂，写尽品茗之妙境。

千载儒释道，万古山水茶。茶乃山水
精华，饮茶，饮山水。隐于山水，即为悟
道，以茶谈禅，以茶论道，以茶说经，一叶
茶可容纳整个世界。所以，懂生活不一定
懂茶艺，懂茶艺一定懂生活。对品茗存有
敬畏之心，不管你春风得意，还是寂寞落
寞，不管你是饮，还是品，一杯在手，那温
暖沿手而来，物我两忘，悠悠然若羽化登
仙，人生之不如意，皆消弭于雪地无痕。

千古丝绸之地，悠悠茶马古道。这条
路将中国茶文化带到世界各地，也将东方
文明和东方礼仪带到全世界。久居兰室
而感润其香，这品茗，自然要深入到我们
骨髓中。

有好茶，得有好壶，好水，好环境。“茗
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李白的品茗很
讲究。“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
清。”苏轼的活水是一股汩汩流淌的山
泉水。“夜扫寒英煮绿尘，松风入鼎更
清新。”煮茶，挑灯，夜读，流连于清风
明月，看茶叶飞升，洗尽尘世铅华，红
袖添香，静影沉璧，此不失一绝佳雅
趣也，环境对于品茗自有一番风情。

品茗，在品，在细品。

品茗之雅
◎黎杰（四川南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