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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元宵节
元宵节是一盏渔火
点亮灯笼、灯楼和灯树
点亮城市乡村
点亮每一个人激动的心灵

走进元宵节
元宵节是一首歌谣
唱响河流、山川和荒原
唱响五湖四海
唱响每一个龙的传人的情愫

走进元宵节
元宵节是一串音符
摇曳天空、云彩和星空
摇曳祖国母亲
摇曳每一个炎黄子孙的憧憬

走进元宵节
元宵节是一幅风景
勾勒春风、春雨和春天
勾勒美好未来
勾勒每一个中华儿女的骄傲

走进元宵节
★丁 宇

东南风时弱时强，
这来自远方的问候
像你屏中的眸光

“要么，就回来吧”
严寒正在消解，不再
一穷二白
不再冰冻三尺

这里已挂出乡村振兴作
战图

贫瘠的土地上长出蘑菇
样的工房
那是一棵棵招才引智，

吸引
凤凰的梧桐

乘着季风的高速，回到
魂牵梦萦的地方
让家人感到阳光的春意
让柳丝依依，梅花不再

咳血

立 春
★赵改成

应河两岸闹喧嚣，

书会人流如海潮。

四面八方鹰宝聚，

百台千架鼓筝操。

拜师学艺鞠躬礼，

授业收徒笃信昭。

对戏赛腔魁首竞，

兰芳助阵耀馨娇。

马街书会
★李剑友

一元万物新，

四海共迎春。

丽日惠风暖，

蓝天云皓巡。

柳枝生翠眼，

旷野吐绒茵。

华夏山河绣，

民安喜满门。

立春吟
★李剑友

（一）
麦田应水老书场，
四十年来情未央。
玉振金声潮涌动，
万人依旧看兰芳。

（二）
汹涌人潮遍地来，
只因春醒艺花开。
未听弦板人先醉，
一路销魂到九垓。

马 街
★阿卫国

笔者按：文中记述了马街书会上我与盲人说唱艺人接触中所感应到一个群体的向
上气息，是流泪的感动。我一个接一个寻访那些盲人说书艺人，明白了偌大的千年马街
书会为谁而存。

因为疫情，举世闻名的曲艺盛会——马街书会停摆了三年线下活动，今年疫散花

开，火力全开，线上+线下全面启动，正月十三正会当天，天公作美，盛况空前。

2月3日，农历正月十三，立春的前一天，天还没有全亮，马街书会主会场已经是人

声鼎沸了。有道是：“正月十三相聚日，携琴负鼓应佳期”“春风起，笑颜开”，七百多年

来，当马街这片田野成为舞台的日子，各路艺人汇聚这个朝拜圣地，“最忆马街歌板歇，

清音无复静尘埃”。马街书会从远古娓娓道来，以它弥久致简的说唱形态闻名遐迩。盛

会逢盛世，曲艺盛宴之美再次重现在马街书会史诗般画卷之中。

我生在曲艺之乡，也许是近水楼台，也许是职业所在——新闻工作者，每年的正月

十三马街书会我还是都要去的。更何况今年著名曲艺大师刘兰芳先生第19次来宝丰

赶马街书会呢！

“逢书会必雨雪”。今年的正月十二的确飘了一阵雪花，打个招呼儿就走了，正月十

三正会这天雨雪绕道、暖阳高照，似乎很给力。我早早赶到书会会场，一个人睁大着眼

睛浮游，不知所求，满眼是人山人海、车水马龙，满耳是简板声、说唱声，以及充满人间烟

火的叫卖声、玩耍游乐的欢笑声。其实，这里是说书和听书的曲艺海洋，徜徉曲海带上

一双耳朵就足够了，倘若拿着眼睛去说事，那么赶马街书会就是一件苦差事了：摩肩接

踵、目不暇接，吃的诱惑、喝的辣眼、玩的刺激，各色人等、各色事等，走不完的路、看不完

的景。我在想是不是眼睛分散了自己耳朵的注意力？越是想这样的傻瓜问题，我越是

起兴。索性我独自站到马街书会会场的正中央，轻轻地闭上双眼用心去聆听，虽然嘈杂

声不绝于耳。我是听风者，风中尽是颂风者娓娓道来的陈年旧事、时代新风。“百般生涯

好做、唯有说书难习、学会紧慢与迟疾、才敢出门卖艺……”我不愿意睁眼，唯恐刚觅到

的美妙佳音瞬间飘逝，但我还是忍不住要循声看个究竟：眼前是一位墨镜大姐，洋洋盈

耳的唱腔是她身边的一位中年男子。墨镜大姐的模样很标致，就连她坐在行李箱上的

姿势都是挺拔向上的，静静的，一动不动。我的直觉判断，她是一个盲人。静是盲人的

属性。她的搭档也是一位盲人。曲艺是他们的魂，马街书会在她们心中一定是一束光

亮，那光亮被她们化作声音响彻会场上空。墨镜大姐说，她来自漯河，也是河南省曲艺

家协会会员，以说唱艺术终生为伴。正月十三马街书会是她们一年一度心中向往的圣

地。我寻思着各类话题，可我就是不知该怎么去与她对话，甚至我想证实她和她的搭档

是不是夫妻？他们心中对当下说唱艺术是喜欢还是无奈？

马街书会上我看到了好多位盲人说唱艺人。我小心翼翼给他们拍照记录。不是我

的好奇心在作怪，而是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寻访赶书会的每一位盲人说唱艺人，以

及她们不远千里来这里朝拜这个千年不散的书会，他们与我们不一样的想法。我试着

把我拍到的照片推介给媒体老师，他告诉我需要的是书会光彩形象，镜头中的这些盲人

艺人我估计也没有登上大舞台的机会，因为她们发自内心深处对说唱艺术的挚爱的声

音，只有在闭着眼睛才可以用心感知。即使我很小心地拍照，可我也不敢靠她太近。我

明明知道她知道我在为她拍照，我也明明知道她会知道我的混账想法。盲人有天生的

超感能力，用声音她就能感知身边很远的动静，他们的声感就是他们的眼睛。

会场周边的嘈杂声对于他们是什么的样子，我无从知道。可这些会场内无数只高

音喇叭的混响嘈杂声让我心烦、不安。我和他们看似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其实并没有，

他们安静的神态也正是我所惊奇的。墨镜大姐很有灵性，她的静让我不忍心过去打

扰。我等待很久，才靠近她拍摄照片。摄影并不是我的强项，特别是拍摄人物，不是不

懂摄影构图，是表现人物方面的技术欠缺。前不久我专门参加了一次摄影培训，爱摄影

的何五昌老师说，拍摄人像聚焦在哪里？眼睛。眼睛是人物心灵的窗户，摄影镜头聚焦

眼睛就抓住人像的个性，更好表现人物的精气神。所以，马街书会给他们拍照，我好像

没有了一点底气，可他们这些群体共有的乐观深深感染着我。他们在现场演唱时我会

驻足闭眼，耐心倾听他们说拉弹唱。他们拥有平生所学、自食其力的内心自信，反倒是

让我感到自己的卑微。即使我们之间仅仅是视力的差别，却仿佛被隔绝在两个世界一

样，情感上的交流也被阻断了。在自作聪明的偏见中，我很少会理解他们。今天书会上

我与他们的近距离接触使我感悟颇多，我还要继续寻找颂风者。我查阅马街书会起源

的传说，十种，唯独没有与盲人说唱相关的渊源。但是，我猜想说唱大概始于盲人，继承

于盲人，之后才有了说书传道，然后说书卖艺成为他们向往的一门生计。听墨镜大姐说

她是从小开始了说唱生涯；而书会上比较活跃的青年说唱艺人陆文娟、陆淑娟双胞胎姐

妹，最初在方城也是从师于盲人说书老人。用我的表达方式，在耳朵阅读时代说书卖艺

也是这些盲人说唱艺人一辈子的精神信仰。人就是这样，一旦有了自己的信仰，就有决

心和毅力去追求的。

曲艺传承，用眼看景，用心倾听，穿越时空。曲山艺海之中不光是听书人闭起眼睛

聆听的享受模样，就连说书者顿挫的唱腔已经足够滋味，尽享马街书会其中也算是一场

欢乐颂了。 （作者单位：宝丰县融媒体中心）

耳朵里的马街书会
□ 韩国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