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一九八一年刘兰芳来宝丰

赶马街书会转眼已经有四十年了，每当想起刘兰芳受

到广大群众热烈欢迎的盛况，仿佛如昨，总是历历在

目，难以忘怀。

宝丰原为许昌地区辖县，一九七九年以后，农村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改革开放政策，使马街会空

前繁荣，因而引起了中央、省、地文化部门的重视。一

九八一年二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农历正月十一至十

三），中国曲协主席陶钝偕著名评书演员刘兰芳来宝

观摩、调研。

那时候我在小店公社（现杨庄镇）任文化专干。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六日（农历正月十二）晚，我接到公

社党办通知：“明天中国曲协主席陶钝和评书演员刘

兰芳来赶马街会，凡机关干部尤其年轻同志到会后，

必要时做好保卫工作……”

当时刘兰芳名字已经家喻户晓，她与其夫王印权

创作的评书《岳飞传》于一九七九年九月在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连播后，深受全国听众欢迎。当时，大河上

下、长江南北，到处回荡着刘兰芳铿锵有力、字正腔圆

的声音。民族英雄岳飞大战金兵抗金保国的事迹，在

其演播中得到完美呈现，使国人备受鼓舞。每当节目

播出时，不论何等人群，都要放下手中活计，集聚在大

喇叭下、收音机前，屏住呼吸，认真倾听。一时间，按

时收听《岳飞传》已成为大家共同的约定。刘兰芳给

全国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享有崇高威望，大家对她

的到来更是心向往之，翘首以盼。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七日（农历正月十三），天气多

云，春寒料峭。一天前下了场雨夹雪，泥虽不大，仍然

粘脚。我于当天八点半赶至会场，会场上已是人影绰

绰，有的艺人已开场亮艺，顾不上欣赏，便忙着与文化

站其他同志开始艺人摸底登记工作。

“刘兰芳赶会”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在民间迅

速传播。上午九点左右，会场上就多次出现“刘兰芳

来了”的追看人群，只要见到穿着时髦的女同志，不论

年龄大小，大家便迅速围拢、一看究竟。当时，会场南

北两台大戏对戏正酣，很多人已无心欣赏精彩演出，

而是目不转睛地关注着周围情况，时刻等待着刘兰芳

地出现。中国曲协的一位女工作人员刚走下车，就立

刻被包围，这位同志慌忙解释：“我不是刘兰芳，我代

表刘兰芳向大家表示感谢！”省图片社的一位姑娘走

下汽车，人们蜂拥而上，包围圈迅速形成，姑娘急的要

哭，当她向群众辩解时，另一边许昌来的女曲艺工作

者，也被误认为是刘兰芳而再现围观。

其实，刘兰芳已于昨天下午（正月十二），踩着泥

泞深入现场，已经对书会进行了初步调研。正月十三

赶会主要以书场观摩为主，其真正到会时却很少人知

晓。当时，她头裹深棕色围巾，上穿黑色旧棉袄，十点

左右就在说书场里聚精会神地来回串场听书。她每

到一书摊，都认真听、仔细品，了解民情风俗，调研艺

术特色。当她走到郏县著名老艺人王树德书摊时，被

其精彩演艺所吸引，站立良久，认真倾听。这时，随行

人员想以观众作背景为其拍照留念，不料却被明眼人

发现，“刘兰芳！刘兰芳！”在场人惊愕，许多人惊呼。

顿时，会场出现动荡，人们迅速向其围拢、聚集。很多

人因寻目标、争睹刘兰芳风采而乱挤不停。有的家人

被挤散；有的挤丢了帽子；有的挤丢了鞋，新鞋变成了

泥鞋，裤角裹满了泥巴，里三层外三层，人声鼎沸，摩

肩接踵，东倒西歪，场面几乎失控。但在剧烈的拥挤

中，大家没有争吵，没有埋怨，拥挤中充满

着和谐与幸福。

马街和东彭庄（含6个自然村，统称“东庄”）两村

共同办会从史至今，形成了好传统。当年不仅写戏对

垒，两个大队还组织了百名基干民兵维持秩序。我目

睹此景，迅速带领民兵挤入人群全力保护。当时看到

刘兰芳与陪同她的小店公社党委书记陈有志均满脸

通红、顺头流汗。刘兰芳身材魁伟，但在拥挤中已无

能为力、“随波逐流”。随行人员对这一突如其来超乎

预想的局面也力不从心。好在公安内保、执勤民兵地

紧密配合，逐步形成保护圈，才控制了局面。与此同

时，外围人员为了转移视线，用两辆吉普车兜圈接应，

以期分散群众。经过约20多分钟的共同努力，才将刘

兰芳送至车上，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

事后得知，对于本次陶钝主席一行来马街会调研

我县预先进行了精心安排：选择最佳路线。马街会位

于应河东岸、东彭庄大队新寨村南，该村距书场不足

百米。若走马街村上会，道路泥泞，路窄人拥，且距会

场千米左右，尤其应河桥拥堵严重，安保难度大。他

们选择从小店穿村而过，沿通往东彭庄大队村道直抵

新寨。此路方便快捷、出人意料。乔装打扮赶会。为

了不声张悄然入会，刘兰芳在县城已经更换衣服，进

行了妆扮，与陶钝主席到达新寨后还想再行打扮。据

现年七十七岁、曾任河南省第七、八届人大代表王丙

乾介绍说，他家紧邻大路，当天孩子们去会上赶会了，

家里只有爱人李花枝在忙于筹备午饭，准备迎接来会

的亲朋好友和民间艺人。大约九点多，刘兰芳与两位

女同志敲门进院，说：“大姐，我们是外地来赶会的，想

在这儿换换鞋可以吗？”爱人说：“您是远客，可以，可

以。”遂进屋让座儿倒茶，热情接待。

刘兰芳换上了平跟鞋，再次整理了衣

服和头巾，妆扮成农村妇女模样，稍

事停留之后说：“谢谢大姐，我们赶会

去了”。爱人说：“不用谢，中午早些

回来吃饭”。然后送出大门，挥手告

别，刘兰芳一行旋即融入了赶会的人

群。后来才知道，这居然是大名鼎鼎

的刘兰芳。看望民间艺人。在县领

导地陪同下，德高望重的陶老和刘兰

芳女士与省地宣传、文化、文联、曲协

的领导来到会场，使与会的民间艺人

深受鼓舞、倍感亲切。陶老与民间艺

人握手寒暄、亲切交谈，询问他们家

庭住址、生活情况、演出状况、表演曲

目、今后打算、有何困难等等，充分体

现了各级领导对民间艺人地关心、关爱和关注，使艺

人们高兴万分、信心百倍。

刘兰芳初次赶马街会，从入至出，前后约两个多

小时，虽然被挤得难以忍受，但对这样的接待，并不觉

得“难堪”“无礼”，反而感到这是人民群众对曲艺事业

的热情和渴望，是对自己的尊敬和爱戴，这是马街书

会的深厚沃土，更是几百年来书会久盛不衰的根源所

在。陶钝主席时年七十九岁，目睹书会规模之大、艺

人之多全国仅有，即景赋诗：“马街竞艺溯源长，负鼓

携琴汇现场，说古论今忆旧事，万人空巷看兰芳”。

刘兰芳赶会至今已经四十多年了，当年轰轰烈

烈、万人欢迎的场面仍震撼着岁月的心灵。自此，历

经数载长期沿用的“马街会”“马街物交会”“正月十

三会”“十三马街会”等名称，被正式定名为“马街书

会”，并被列入市、县一年一度的春节文化活动日

程。自此，刘兰芳也与马街书会结下了深情厚谊。

四十多年来，她与丈夫王印权（全国快板名家）先后

偕同全国著名艺人、或鞍山市曲艺团，为马街书会助

兴演出十八次，使书会逐年发展壮大。刘兰芳的到

来，让马街书会引起了更多人的关心关注，马街书会

的影响力空前高涨，到会的艺人和曲种由大江以北

扩至江南部分省份；采访的媒体和研究的专家、学者

由国内扩至国外。

二〇〇六年，马街书会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二〇一三年，马街书会被命

名为省级特色文化基地、认证为全世界最大规模的

民间曲艺大会；二〇一七年，宝丰县被文化部批准设

立国家级说唱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如今，马街书

会景区已是国家 4A 级景区，成为“非遗+旅游”的范

例。“击鼓说唱俑雕塑”、“名人雕塑苑”、“书会状元

苑”屹立应河之畔，默默地凝视着这片古老热土，欢

迎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刘兰芳艺术馆”、“中华

曲艺展览馆”、“曲艺交易中心”矗立会场北侧，以深

厚的文化气息滋润着每一位游客。马街书会俨然打

造成了全年不散的书会。以马街书会为代表的宝丰

说唱文化正在新时代绽放光芒，这里必将成为国内

外游客的网红打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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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中国曲协主席陶钝（左一）与全国

著名评书演员刘兰芳（右一）在马街书会研讨会

上亲切交谈。 王国正 摄

刘兰芳在马街书会现场献艺。 资料图

马街书会作为中国民间曲艺盛会，是全国各地说唱艺人的“朝拜圣地”，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并成为宝丰一张亮丽的名片。
1981年以来，作为18次参加马街书会活动的常客，评书大师刘兰芳见证了马街书会近40年来的成长历程，并与宝丰人民结下了不解
之缘，为保护和发展马街书会作出了积极贡献，也留下了“万人空巷看兰芳”的佳话。但她第一次赶马街会的细节更是鲜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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