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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春生文/图

每年农历正月十三，汤
汤应河之滨，青青麦田之上，
成百上千的民间说唱艺人负

鼓携琴，说书会友；数以万计
的观众陶醉其间，流连忘返，
共同上演一场旷世狂欢。

宝丰马街书会有中国曲
艺文化“活化石”之称，1996

年被列入“中国十大民俗”，
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还
被世界纪录协会评定为世界上
最大规模的民间曲艺大会。

马街胜景漾春风 书会岁岁靓宝丰

马街村位于宝丰县城东
南约五公里，因延续数百年的
马街书会而声名远播。11月4
日，时值秋末，马街村周边麦
田满目绿意。拐向村子的主
路口，路边是新建的大型停
车场，一座写有“马街书会”
字样的牌坊横跨道路上空。

“马街书会去年底晋升
为国家4A级景区了。”马街北
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刘孩说，马街村近年来新建
很多景点，变化很大，但能追
溯马街书会悠久历史的，还
是村里那些古建筑和碑刻。

广严寺是宝丰县文物
保护单位，位于马街村中心
地带，寺内立有两通高达3
米的石碑。碑体已风蚀剥

落，正面字迹模糊，依稀可
见“重建广严寺记”字样。

77岁的村民孙青喜欢研
究马街村史，曾于1994年成
立马街书会理事会。孙青说，
数年前马街村还发现过一通
残碑，碑文涉及西汉赤眉起
义军、东汉黄巾起义军。经
专家推断，碑刻时间最晚在
隋唐时代，距今1400年。该
残碑的发现，将马街有文字
可考的历史提前了数百年。

孙青表示，经考证，马街
书会最早起源于元朝，距今
已700余年，“相传当年村里
有位德高望重的老艺人，农
历正月十三他过生日时，弟
子们都赶来为他献艺祝寿。”
当时宝丰、鲁山一带有闹元

宵观灯唱戏的习俗（多属社
戏或还愿戏），城镇神社或乡
绅富户多请大戏班演唱，而
绝大多数的村社和小户则会
请廉价的弦子书助兴。这种
风俗在豫西一带盛行，而马
街书会恰逢元宵灯节之前，
所以年复一年，相沿成习。

马街书会会场位于马
街村东边的应河之滨，会场
南边有火神庙。马街村知
名人士张满堂说，上世纪50
年代以前，汝河、沙河一带
很多村庄都有火神社，马街
火神庙是附近众多村镇火
神社的总庙。火神社由村民
结成，每个火神社都要在农
历正月十三至十六大唱社
戏，庆祝火神的诞生。

曲苑春秋七百载

一日能看千台戏，三天
能听万卷书。有记载的关
于马街书会规模最大的一
次出现在清同治二年（1863
年），参会艺人2700多人。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马
街书会每年参会艺人少时
500多人，最多时2364人。

1981年，著名评书表演
艺术家刘兰芳第一次来到马
街书会，一段《岳飞传》引起
轰动。1995年，时年82岁的
著名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
骆玉笙前来宝丰，献上一曲
《重整河山待后生》。姜昆、
唐杰忠等曲艺名家也都在
这 里 留 下 了 精 彩 瞬 间 。
1995年，宝丰县被命名为全
国首个“曲艺之乡”。

马街书会经久不衰这

一独特文化现象，还引来国
外学者、专家的关注。美国
著名历史学家欧达伟博士
考察马街书会后，曾惊叹

“这样一个民族的、民间的、
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在世
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在马街村东北，有一处
十多年前建就的高大牌坊
建筑，正上方是“马街书会”
四个红色大字，两侧立柱刻
印着对联：“以地为台道尽
古今中外千年事 把天作幕
唱完天南地北大奇观。”

牌楼不远是应河桥，桥
两侧青石板上雕刻着多个说
唱艺人像，栩栩如生。应河
岸边，有长长的景观带，名人
苑里放置有对书会作出重要
贡献的刘兰芳、罗扬、姜昆等

曲艺名家的雕像；状元苑中
是历届书会状元的雕像，最
早的是1980年的书状元、郏
县老一代说唱艺人王树德。

景观带旁的大片田地，
便是每年正月十三的马街书
会会址。这里建有宽阔的
石砌广场，广场一侧矗立着
一个十多米高的雕塑，雕塑
顶端是一个击鼓的说唱俑。

宝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主任郭敬伟说，
2017年，宝丰县被批准设立
国家级说唱文化生态保护实
验区，实现了我省国家级文
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零的突
破。近年来，马街民俗文化
园区内又相继建成了中华
曲艺展览馆、刘兰芳艺术馆
等，成为马街村的新地标。

携琴负鼓应佳期

看到马街村的变化，69
岁的张满堂很自豪。

“我自己不会说书，但
一直喜欢听。”满头银发的
张满堂说，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马街书会红火得很，后
来慢慢呈现颓势，艺人上会
越来越少，让他很着急。

2004 年，他骑着摩托
车四处寻访艺人，一年跑了
两万公里，把省里的曲艺名
家、专家找了个遍，河南坠
子名家赵铮鼓励他“把曲艺
当事业做”。2005 年书会
前夕，张满堂打了一二百个
电话邀请艺人上会。2006
年，他在自家菜地盖了一排
简易平房建成“艺人之家”。

“年年都有上百艺人在
我这儿吃住，有一年光蒸馍

就吃了320斤（1斤=500克）。
这几年我干不动了，儿子把
饭店关了回来给艺人操持
吃住。”张满堂说，好客是马
街人的民风，久已有之。

张满堂的弟弟张群堂
今年61岁，曾经从军多年，
回村后也办起了“艺人之
家”，每年无偿接待数十名艺
人吃住，“这都是受到我哥的
影响”。他家的“荣誉墙”上
挂着各类牌匾，还有与刘兰
芳、黄宏等名人的合影。

“马街村村民和马街说
书人一样，都是书会的灵魂，
他们共同成就了这一文化奇
观。”郭敬伟说，2020 年至
今，因为疫情，马街书会从田
间地头转向“网络云端”，以
新的形式得以延续和传承。

11月 4日 11时，在刘兰
芳艺术馆前，来自宝丰县城
的曲艺爱好者王玉珍在老
琴师李天一的伴奏下，学唱
新编的河南坠子《蝶恋花·
答李淑一》。王玉珍说，马
街书会她年年来，“平时有
时间我就来这里学唱河南
坠子，为马街村民表演，希
望能为传承书会民间艺术
尽点微薄之力。”

“娱乐方式多了，关注传
统说唱艺术的人少了，但还
有相当坚实的群众基础。”张
满堂说，近三年，他每年都
做好充分准备，随时迎接各
地的民间艺人，“相信经过各
界人士的多方努力，马街村
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马
街书会也会继续绽放光彩。”

好客村民美名扬

马街书会会场里的说唱俑雕像

曲艺爱好者王玉珍在刘兰芳艺术馆前演唱河南坠子

马街村村民孙青在名人苑观看骆玉笙等名家塑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