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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精神家园 传承文化自信
——解码曲艺事业发展的“鹰城模式”

民间艺人在民间艺人在20192019年马街书会现场倾情表演年马街书会现场倾情表演。。 姜涛姜涛 摄摄

正月十三时，马街书会至。

有着700余年历史的马街书会，是我市一张重要的文化名片，每年都聚集

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曲艺艺人，被誉为中国十大民俗之一，被世界纪录协会认证

为世界最大规模的民间曲艺大会。今年，为减少疫情防控风险，最大限度保障

人民群众身体健康，马街书会改为线上举办。收徒拜师民俗活动、第十六届全

国优秀曲艺节目展演、非遗过大年 文化进万家——视频直播家乡年……一系

列线上活动不仅是对马街书会的延续，更是对马街书会举办形式的创新。

2020年12月22日，我市被授予中国曲艺名城荣誉称号。从马街书会到中

国曲艺之乡，从中国曲艺城到中国曲艺名城，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内涵，平顶山从

历史深处款款走来，绽放出夺目的文化光芒。今天，如果你就近浏览，可以深切

感受到这座城市浓郁的曲艺氛围。在这里，曲艺是活的，它不是台上在演、台下

在看，也不是业内人士和票友们孤芳自赏的“阳春白雪”，而是台上台下互动，演

员观众相融；它承载着全市人民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充满着勃勃生机。

“马街书会近千年，宝丰大地展新颜；应河岸边人潮涌，香山坡前声

震天……”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三，宝丰县城关镇李素红河南坠子传

习所内，声声唱腔连绵悠长。“为配合疫情防控，今年马街书会取消线下

活动，但是欢乐不能少。”李素红把一些经典曲目录成视频，通过微信、

抖音等网络平台，为曲艺爱好者送欢乐。

线下活动取消，宝丰县说唱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工作人员却比

往年更忙碌。

“我们正在各大平台宣传预热，届时会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线上

活动。”该实验区管委会主任曹俊青说，宝丰县每年都为马街书会录像，

他们正在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分类、剪辑，必要时还进行了补录，有艺

人赶会篇、系列书状元篇、民俗活动篇、村民接待篇等。“我们充分考虑

现代观众的喜好，会有更有趣、更别样的展示，让更多人看到马街书会、

迷上马街书会，来年来赶马街书会！”

每年农历正月十三，马街书会准时唱响。五湖四海的民间曲艺艺

人负鼓携琴汇聚于此，以天作幕，以地为台，说书会友，弹唱献艺。有多

热闹？一日能看千台戏，三天能读万卷书。自何时起？始于元朝延祐

年间，至今已绵延700余年。

“我第一次去马街书会就被震撼了，麦地里，艺人们一两人一摊儿、三

五人一棚，迎着寒风，踩着泥雪，即使跟前儿没观众，也唱得激情澎湃，那

种沉醉让人敬畏。”在市文联原副主席李建军看来，这些曲艺艺人不只是

在展示技巧，更是在宣泄生命。

此言不虚。曲艺艺人赴马街，除了一展风采、切磋技艺，更是奔着

“写”出好价钱，这是往后生活的保障。“马街书会生生不息，一个重要原

因是民间曲艺艺人能在这里获得认可、实现价值。”曾两次荣获马街书

会书状元的邢玉秋如今已是宝丰县曲协主席，“状元”加持，她的身价早

已翻了几番。

老话说：“无君子不养艺人。”马街书会传唱了数百年，马街人的古

道热肠也延续了数百年。

不过春节过正月十三马街会，是宝丰县马街村的传统。每到书会

临近，家家户户便清扫庭院敞开大门，欢迎远道而来的曲艺艺人，管吃

管住不说，有些还会结成儿女亲家，成就一生情缘。“这些曲艺艺人是马

街的贵人，他们一年年地来，我们马街的名声才一年年地响！”早几年，

马街村民张满堂就自费建了12间瓦房，取名“艺人之家”，方便艺人们住

宿和交流。他说，有了马街书会这块牌子，马街人就有了好名声，不管

是找媳妇儿还是外出做生意，都占优势，马街人得传承君子之风、坚守

文明之道，把这块招牌守住、守好。

2017年1月，国家文化部正式发文，鉴于以马街书会为标志的宝丰说

唱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悠久，传承存续良好，特批准在宝丰县设立国家说

唱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这也是我省第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与此同时，我市也在不断加大对马街书会的保护和投入力度，建成投用

了中华曲艺展览馆、刘兰芳艺术馆、中国曲艺交易中心等场馆，打造永不落幕

的马街书会。此外，计划总投资100亿元的中国曲艺小镇正在加紧推进。

飞过千山万水，红遍大江南北，巧手拨动琴弦，乡风乡韵最美。眼

下，今年线上马街书会正在进行。截至目前，组委会共收到参评曲种15

个、作品126个，涵盖天津、辽宁、安徽、河南等11个省（直辖市），网络点

击量突破200万。

在变局中开新局。疫情没能阻挡宝丰人对马街书会的传播传承，反而

激发他们开辟出更生动灵活的方式。在这片土地上，曲艺已成为共同的精

神家园，把小城里的人们紧紧拧在一起，生发出干事创业的不竭动力。

应河两岸传文脉
文以载道，汇则兴邦。文化，关系着一座城市

的品位和竞争力，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和成就感。

1995年，我市拿下第二届中国曲艺节举办权。浓

厚的曲艺氛围、干净的城市环境、周到的会务安排，这

座建市仅38年、以工业著称的城市让所有来宾刮目相

看。平顶山一炮打响，被命名为当时全国唯一的“中

国曲艺城”，宝丰县被命名为“中国曲艺之乡”。

2008年，第六届中国曲艺节花落鹰城。与行业

翘楚互动切磋，在大家面前露脸炫技，借着曲艺界

这一规格最高的盛会，我市一批文艺骨干走向更大

的舞台。人才的脱颖而出带来曲艺精品不断涌现，

曹旭创作的小品《无名小工》获曹禺剧本奖一等奖，

韩冰、崔银龙、贾世忠表演的小品《高效率的爱》获

第五届全国小品大赛一等奖，古杨创作的相声《洗

脚秀》获第六届河南曲艺牡丹奖文学奖……平顶山

的曲艺实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以赛事促发展，以竞演聚人气。一以贯之的重视，

一脉相承的理念，助力我市曲艺事业不断繁荣发展。

2017年，市委、市政府将申创“中国曲艺名城”列入《政

府工作报告》，作为文化领域的重点工程，精心部署。

每逢周末演出，位于新华区的鹰城曲艺社都座

无虚席。轻松的氛围、传统的老戏园风格、熟识的

本土曲艺艺人……自 2018 年成立以来，这里便成

为鹰城打卡新地标。不知不觉间，曲艺找回了存在

感，观众提升了幸福感。

开拓城市空间，吸引年轻观众，新华区的曲艺文

化与宝丰县同根同源又互相辉映。2019年，新华区

被中国曲协命名为“中国曲艺之乡”。至此，我市曲

艺文化形成了城市乡村两翼齐飞、协同发展的格局。

2020年丹桂飘香的季节，鹰城迎来了第十届中

国曲艺节。多年的熏陶和积淀，平顶山不但有曲艺

艺人的观众，更有知音。在银行工作、特意报名参

加志愿服务的大姐让评弹演员陆锦花感动，她说平

顶山人对曲艺的喜爱、对文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

斑；二人转演员张春丰说，他特别喜欢来平顶山演

出，因为这里的百姓懂曲艺；“每次来都能看到曲艺

振兴的希望！”见过大场面、大舞台的姜昆对平顶山

不吝肯定。曲韵绕梁，德馨沁人，已然构成了这座

城市独特的人文气质。

“块块砖头垒城墙，粒粒小米集粮仓，铺张浪费

要不得……”演员说唱到精彩处，台下一片叫好声，

这是“曲艺名家送欢笑到基层”演出时的情景。这

样的场景在我市经常可见，庙会节庆、乡村社区、工

矿企业、文化广场，无不活跃着曲艺艺人的身影。

县县有地方曲种、乡乡有曲艺队伍、村村有曲艺演

出。目前，我市有曲艺家协会国家级会员60多人，

省级会员120多人，市级会员300多人，活跃在基层

的曲艺团队和演出人员不计其数，平顶山的曲艺力

量愈发壮大，曲艺品牌愈发叫响。

曲艺之花遍鹰城
不久前，一支别样的迎亲队伍刷爆了鹰城人的微信朋

友圈。新郎在前，4位身着长褂的师弟手持快板在后，边走

边打，快板声声代替鞭炮齐鸣，风头一时无两！新郎不是

别人，正是鹰城曲艺社的“台柱子”祁东旭。才27岁的他如

今已小有名气。“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经意间领略曲艺

的非凡魅力，是曲艺‘活’起来的一个关键。”对于曲艺的传

承和发扬，年轻的祁东旭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展示曲艺、传

播曲艺，连自己的婚礼也没放过。

繁荣曲艺事业，需要更多像祁东旭这样的年轻人。着

力于发现新苗、培育新人，每年市委宣传部都会联合市教体

局、市文广新局等单位开展“戏曲进校园”活动。“还真发现了

好苗子，小姑娘嗓子好、悟性高，往那儿一站有模有样！”说起

刚收的小徒弟李玥彤，马街书会书状元邢玉秋掩饰不住地兴

奋。除了倾囊相授，每逢有演出，她也尽可能地给小姑娘争

取机会。“人才的成长，需要契机，需要平台。”

文化兴亡，匹夫有责。在鹰城，曲艺传承除了政府搭建

平台，曲艺人也会自发贡献力量。鹰城曲艺社、李素红河南

坠子传习所、冯国鼓儿词工作室……这些地方除了是演出场

所，更是传承阵地，曲艺骨干素质提升、青少年曲艺培训、曲

艺公益课堂……内容丰富、样式灵活，成为我市曲艺文化枝

繁叶茂的有力根系。培养人才是一面，解决人才出口问题是

另一面。随着思路越来越清晰，宝丰县曲艺团的筹备也取得

了重大进展。“初步争取到15个编制，由财政全额拨款。”消

息传来，全市曲艺界为之一振。创新体制机制，解除后顾之

忧，让年轻曲艺人有平台、有未来，这无疑是创新性的一步。

曲艺不是用来束之高阁的，只有深入到群众中，才会拥

有蓬勃持久的生命力。“必须承认，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节奏

发生了很大改变，传统曲艺也得与时俱进。”市文联原副主席

李建军所说的与时俱进，除了形式上借势网络，内容上也得

有所创新。“要加快节奏，不能拖沓，此外还得注意多曲种的

融合。”他的新作品《咱村的牛年》就是秉承这种思路创作的，

8个曲种、6个调门，浓缩在20分钟之内完成。在李建军眼

中，曲艺是向俗见雅的艺术，有大美在其中。

宝丰县则另辟蹊径，推动曲艺与魔术、杂技、歌舞等融合

发展，衍生出魔术道具、服装大棚、灯光音响、商贸物流、广告

传媒、教育培训等一批关联产业。全县仅演艺团体就有1400

多家，从业人员5.5万余人，每年演出收入4亿多元，成为全省

甚至全国曲艺文化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典范。

小竹板一打说鹰城，小弦子一拉唱升平。一路走来，

曲艺相伴。不知不觉间，鹰城和鹰城人都在悄然发生着改

变。其外是大大小小的曲艺联欢，内里则是一座城市对传

统文化的礼遇和包容、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追求。

艺苑映乾坤，曲坛观古今。站在“十四五”开局之年，

回望鹰城发展历程，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脱贫攻坚

取得决定性胜利、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入围、环境污染防治

成效显著……每项工作都有曲艺艺人的身影，或宣传开

路，或呐喊助阵，或总结颂扬。对于我们这座年轻的城市

而言，曲艺就像是声声号子，让鹰城人为了更加美好的明

天而集结而奋斗！ 来源：《平顶山日报》

弦子一拉唱升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