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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下期请看：在香山植物园，他
们见到了溥仪。⑦2

这个冬季来了一场“民间曲艺表演赛”，让观者心里一亮——

这些曲调，好多年没听过了
□本报记者 王 平 文文//图图

来自民间的东西，
有着民间的特殊吸引
力。12月 21日至 22
日，首届“南阳市民间
曲艺表演赛”的三场比
赛，将南阳民间曲艺爱
好者聚集在了一起。
大调曲子、三弦书、鼓
儿词……这些在南阳
土生土长的艺术之树，
这些承接着南阳乡土
历史传奇的草根文化，
让南阳人在口口相传
的曲艺段子里，领略曲
艺艺人出口成章的魅
力，燃起重新审视乡土
艺术的激情。

12月22日下午，走进市群艺馆
五楼音乐厅，正在演出的是西峡锣
鼓曲，演员加乐队十几个人，热烈
张扬，尽情尽兴；接下来是新野槐
书，一曲《糜夫人驯猴》，朗朗上口，
将 三 国 故 事 和 新 野 猴 戏 巧 妙 结
合。一名观众边鼓掌边感叹：好多
年没听过槐书了，以为早就没人会
唱了……

由市文广新局主办、市群艺馆等
承办的首届“南阳市民间曲艺表演
赛”，接连三场的比赛，将南阳民间曲
艺爱好者聚集在一起。十多个曲种，
三四十个节目，参赛者全部来自民

间，没有一个专业演员，像槐书、蛤蟆
嗡、渔鼓，一些人们以为已经灭绝的
曲种，也一一浮出水面。

品其乐，甚觉民间曲艺可贵；品
其人，尤觉民间艺人可敬。

来自方城县的三弦书艺人潘桂
荣，80岁了，演唱三弦书《武松打店》，
唱功且不说，那手中的八角鼓打哩，
内行人听了都说“绝对是童子功，曲
艺界无人能比”。

新野槐书的演唱者是54岁的马
桂芝，上世纪80年代就参加过曲艺
会演，这些年一直活跃在民间。

大调曲子的参赛者更多，曲目古

今兼备，演唱高雅大方，让人听之入
迷。

三场比赛下来，评委们一致认
为，这些参赛者一定时常活动在民
间，不然没这个水平！

果不其然。西峡县曲艺作家曹
刚林告诉记者，此次西峡县参赛的锣
鼓曲演员全部来自该县重阳镇五朵
村，那儿的村民大部分人都会唱锣鼓
曲，逢年过节，婚丧嫁娶，起房盖屋，
集会庆典，多有锣鼓曲捧场。锣鼓曲
是热闹乡村的流动风景，不论城镇乡
村，农舍场院，锣鼓一敲，就是一场热
闹的联欢。

精彩，参赛者时常活动在民间

南阳是曲艺之乡，是曾经的“书
山曲海”，南阳有历史传承下来的丰
厚的曲艺资源，中原三大曲种南阳有
其二——大调曲和三弦书。南阳还
有盆地流派的鼓儿词，新野独有的槐
书，西峡、淅川的锣鼓曲，桐柏渔鼓
等。单说大调曲子就有500年以上
历史，传统曲目千篇以上，音乐曲牌
200多个，其音乐和文学的丰富性，
在全国360多个曲种中也属凤毛麟
角，能与四川清音、上海评弹、京韵大
鼓、东北二人转媲美争妍。

这些年，南阳曲艺同许多传统艺

术一样，遭受多元文化的冲击，举步
维艰。此次举办的民间曲艺表演赛，
其宗旨就是了解民间曲艺生存现状，
进一步挖掘、发现濒临灭绝的曲艺项
目，挖掘、发现民间曲艺传承人，为我
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依据。

举办比赛，非遗保护是出发点，
但回过头，再听听看看这些曲艺唱
段，有人这么说：“这才叫原汁原味，
这才是中国人的根，听一会儿内心就
不浮躁了。”

民间曲艺以阵容最庞大的平民
百姓为基本观众和服务对象，好段子

通俗易懂，教人向善，对构建和谐社
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
就像三弦书老艺人潘桂荣手里的八
角鼓，这些“绝活”在现代文明的冲击
下支离破碎。“很多东西如果现在不
收集，将来想收集也收集不来了。”市
群艺馆馆长姜华健说，科学保护曲艺
艺术，不仅是当代文艺工作者义不容
辞的责任，更是社会的责任、民族的
责任。比赛结束后，市群艺馆将邀请
潘桂荣等曲艺艺人来到南阳，为他们
建艺术档案，将他们演唱的段子录成
音频、视频，以便保护传承。

想法，挖掘发现濒危曲艺项目

此次表演赛，著名曲艺作家、市民
间艺术家协会主席阎天民是评委之
一。他说，看完比赛后很振奋，南阳是
真正的曲艺之乡，大调曲之雅俗共赏，
三弦书之火爆刚烈，文学之多彩，音乐
之优美，读之拍案惊奇，听之引人入
胜。获省“五个一工程”奖的八卷本
《南阳曲艺作品全集》的出版，南阳板
头曲光碟的制作发行等都是政府行
为。政府如果再进一步加大对曲艺的

扶持力度，多提供曲艺展示的平台，咱
南阳曲艺能跟全国比、跟世界比。

姜华健则认为，城市规划，文化
应当尽可能地参与进去。举办曲艺
表演赛，不只是让老年人回味，还要
让青年人接受。他说，白河湿地公园
是南阳的“生态轴、发展轴、景观轴”，
南阳民间曲艺语言通俗易懂，表演生
动活泼，既容易接受又易于记诵和模
仿，如果能在白河边布上固定的曲艺

演出点，由市群艺馆和两区文化馆统
筹管起来，并招募志愿者管理、演出，
那么，这道曲艺风景线必然会成为南
阳城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市民和外
来游客走在白河边，看一看南阳的美
丽风光，听一听地道的南阳乡音，不
但会提升南阳本地人热爱家乡的自
豪感，对宣传南阳、传递“大美南阳”
正能量，也必然起到不可估量的作
用。⑦2

可否，白河边建一道曲艺风景线

旁边有个卖水果的，于是萨娘（那时还
是孙家二小姐）就买了一斤李子，还难得体
贴地想等萨爹来了给他也尝个鲜。

李子买好，二小姐挑了个大的，用袖子
一擦就要往嘴里填。说来有趣，看萨娘当年
照片，是一典型的淑女，怎么这么不讲卫生
呢？

还要说那句话，学工的嘛，几年工科学
下来，开拖拉机出去实习连人家老玉米都
偷，这淑女也就剩下照片上那点儿影了。

说时迟那时快，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影飞
驰而来，一巴掌打在二小姐手腕上，李子当
场落地。错愕中抬头一看，正是萨爹。此人
刹住车，对着二小姐训道：“桃养人，杏伤人，
李子树下埋死人，这东西你也吃？！”

萨爹一向温文尔雅，忽然发脾气令人吃
惊。但二小姐又哪里是吃素的，惊讶过后便
是火往上撞：“嘿，我吃什么你都要管啊！这
大庭广众的，还没嫁给你呢，就这样猖狂！”
二小姐当时就蹦起来了。

后面的版本有好几个，不知道哪个是真
的。有说萨的舅舅正好路过看见，过来给拉
开，教训了萨娘一顿，就此了结（萨爹版）；有
说萨娘摔了李子就走，扬言要吹，萨爹登门
再三道歉保证才算结束（萨娘版）；有说萨娘
摔了李子，从自行车夹袋里抽出一把大扳手
追得萨爹满街跑（萨一个当作家的舅舅所说
版本，我认为最不能信，野蛮女友绝没有提
前三十年问世的道理）。

求证于萨爹，问急了，老爷子顾左右而
言他，道：“你知道么，你妈，用唱戏的说法，
那是‘抗旨’啊。那句‘李子树下埋死人’的
话是溥仪亲口说的，所以印象比较深。”

“哪个溥仪？”“爱新觉罗�溥仪，宣统皇
帝呗。”“您还见过宣统皇帝？”

“是啊，1960年，我从北大毕业那年。”经
过萨爹一讲，才知道分配到科学院，和萨90
年代到机场一样，都是要先下去劳动一段
的。不过萨的遭遇可比萨爹惨多了。我是
到机场外场推了三个月飞机轮子，风里雨
里，白天黑夜。萨爹他们呢，是到科学院所
属的植物所劳动三个月，摆弄摆弄花草，蛮
文雅的活呢。看得出来，院里安排这些年轻
的大学生去植物所劳动，并不是想让他们
“在烈日下燃烧青春”，也是别有一番良苦用
心的。

没过几天，安排他们到香山植物园去参
观，院里派了个姓崔的干部带他们。

新野槐书《糜夫人驯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