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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 月 22 日，2024 年
马街书会新科书状元“新鲜出
炉”——来自我省安阳市的河
南坠子市级非遗传承人崔银娣
夺魁。

据宝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协会副会长樊玉生介绍，
为彰显马街书会的广泛性、包
容性、民间性，2 月 22 日，经过
专家在书会现场听书、审看、巡

评，初选出9名艺人在中华
曲艺展览馆内接受复评，
对复选出的 6 名选手进行
票决，终评产生 3 名获胜
者。其中，我省安阳市河

南坠子艺人崔银娣获评2024年
马街书会书状元，著名评书表
演艺术家刘兰芳的弟子、辽宁

省朝阳市喀左县评书艺人许同
贵获得榜眼，我省开封市河南
坠子市级非遗传承人李爱红获
得探花。

今年60岁的崔银娣是中国
曲艺家协会会员、安阳市曲协
副主席、安阳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研究会副会长、著名河
南坠子演员。在本次书状元评
选中，她凭借曲目《大明恩仇
记》征服现场评委、专家，夺得
2024 年马街书会书状元称号，
可谓实至名归。

据了解，本届马街书会书
状元评审组由省曲艺家协会、
平顶山说唱文化（宝丰）生态保
护发展中心、宝丰县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协会的专家组成。

今年书状元今年书状元：：安阳艺人崔银娣安阳艺人崔银娣

本报讯 2月 22日，著名评书表
演艺术家刘兰芳走进宝丰马街书会
景区刘兰芳艺术馆，与小讲解员们
一起合影留念，并为他们点赞。

当天上午，刚刚表演完评书《康
熙买马》的刘兰芳在工作人员的陪
同下来到刘兰芳艺术馆，小讲解员
们正在认真地为前来参观的游客讲
解。等讲解结束，刘兰芳走上前，亲
切地跟大家一起合影留念，并对他
们精彩的解说和认真负责的态度点
赞。

据悉，宝丰县图书馆今年精心
组织了28名小讲解员参加马街书会
讲解志愿服务。这些小讲解员最小
的7岁，最大的12岁，他们分别在中
华曲艺展览馆和刘兰芳艺术馆按点
位进行讲解。

小讲解员精彩讲解
获刘兰芳点赞

本报讯 2024年2月22日，农历
正月十三，马街书会的正日。这一
天，对于草根艺人宋国亮来说是一
个值得珍藏的日子。

当天上午 10点多，刘兰芳在马
街书会会场参加完第八届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曲艺展演后，路过亮
书区，遇到草根艺人宋国亮。鸭舌
帽、深蓝色夹克，一把坠胡、一个小
圆凳子，宋国亮正在表演河南坠子
《上下五千年》。刘兰芳走近宋国
亮，拿起小镲，开始为他伴奏。

意外、惊喜……短暂的停顿过
后，宋国亮更加卖力地表演。

互动结束后，担心宋国亮的书
如果“写”不出去怎么办，刘兰芳掏
出300元钱递给宋国亮。宋国亮坚
决不收，刘兰芳就将钱压在宋国亮
的器具下离开。

“以前都是远远地看刘兰芳老
师在台上表演，从没想到我能这么
近距离地见到她，更没想到她会给
我伴奏，与我互动……我今天真是
太幸运、太开心了，这趟书会来值
了。”宋国亮眼含热泪，激动地说。

据了解，宋国亮今年67岁，郏县
白庙乡人，从小喜欢曲艺，已连续参
加马街书会20多年。

刘兰芳为草根艺人伴奏

艺人直呼：
这趟书会来值了

本报讯 2月 21日晚，著名
曲艺名家刘兰芳在宝丰县马街
曲艺培训学校举行收徒仪式。

当晚，刘兰芳将鲁俊美、丁
翠花、孙丽丽、王青、王怀伟、王
雷、望钧七位徒弟收入门下，众
多曲艺界嘉宾到场祝贺、见
证。据悉，刘兰芳对收徒要求
很严，每个徒弟都是经过多年
考察才收归门下。她有两门弟

子，一门是东北大鼓，一门是评
书，本次收徒为评书门。目前，
刘兰芳共有徒弟65人，其中评
书门徒弟40人，东北大鼓门徒
弟25人。

“口传心授、言传身教”，
师父带徒弟是培养戏曲等非
物 质 文 化 传 承 人 的 有 效 方
式。拜师收徒是马街书会系
列活动的重要内容和传统民

俗活动之一，已经列入宝丰县
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

刘兰芳对宝丰和马街书会
都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从1981
年第一次赶会到现在，已经来马
街20多次了，她一直身体力行
地为马街书会这一弥足珍贵的
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做着努
力。

薪火相传!刘兰芳再添7位高徒

本报讯 三弦书、河南坠
子、河洛大鼓、山东落子、侗族
大歌、四川竹琴……2月22日，
正月十三，宝丰马街书会会场
上，2024马街书会第八届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展演正
在进行，其中来自贵州省黔东
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的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侗族
大歌首次走进马街书会。

当天上午，展演在南阳曲
剧团带来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大起板《丰收乐》拉开
帷幕。

“天地人间充满爱，国泰民
安唱祥和……”接着，10位身着
精美侗族服饰的姑娘小伙一登
场，瞬间吸引了大家的眼球。

他们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各
个声部有条不紊地配合着。歌
声时而激昂澎湃，时而悠扬婉
转。演员们用流畅生动的曲调
和充满乡土气息的激情演绎，
渲染出欢腾红火的热闹场面。
即使听不懂歌词的意思，观众
也感受到了侗族大歌最原汁原
味的魅力。

节目结束后，记者在后台
见到了侗家姑娘杨秀桃，她说：

“我们来自贵州省黔东南苗族
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就是举办

‘村超’的地方。这是我们第一
次来河南，第一次走进宝丰马
街书会，很开心能有机会让更
多人听到侗族大歌和侗族琵琶
歌，希望通过展演让大家更多

地了解贵州文化、喜欢我们。”
据了解，侗族大歌起源于

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已有2500
多年的历史，是在我国侗族地
区流传的一种多声部、无指挥、
无伴奏、自然和声的民间合唱
形式。侗族大歌为多人分声
部、无伴奏大合唱，演唱者都是
未经专业训练的当地民众，凭
着天生对音乐的敏感和情感来
表演。数十人的合唱，可将高
声部、低声部、混声、和声、轮
唱、花腔等唱法发挥得淋漓尽
致。2006年，侗族大歌经国务
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世界非遗侗族大歌
首次走进马街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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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2024马街书会第八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展演上，来自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
族自治州榕江县的演员在表演侗族大歌。 本报记者 禹舸 摄

（本版稿件均由记者 牛超 王春生 吕占伟 燕亚男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