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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非遗““活活””起来起来 生活添光彩生活添光彩

“春日出山漫天霞，春风吹开满地花，春色一片美

如画，乐坏了南阳妞妞南阳娃……”“千朵花万朵花，

最美是南阳的月季花，月季花园花似海，引来四海宾

朋来赏花，咱南阳月季经济潜力大呀，花园里结出金

疙瘩……”3月 22日，在南阳文化艺术学校排练厅，姬

玉香正在给学生们排练三弦书《南阳娃儿爱南阳花》。

今年 1月，姬玉香从市说唱团回到母校任教，成为

一名专职曲艺老师。

其实，在市说唱团工作的时候，她于繁重的演出

任务外，一直没有忘记对曲艺新秀的培养，没有忘记

自己作为三弦书代表性传承人的责任。2017年，她被

南阳师院聘为客座教授。她的课，不但音乐专业的学

生喜欢学，其他专业的学生也感兴趣，曲艺班由最初

的 11名学生，发展到现在的 158名学生。

后来，南阳文化艺术学校也办了曲艺班，她又义

无反顾回来教课。常常是上午完成演出任务，匆匆忙

忙地回来吃口饭，下午又赶到学校上课。班上的好苗

子不少，且年龄都小，她手把手地教，用科学发声逐字

逐句教唱腔，用专业水准一招一式教表演，看着学生

们一天天成长，她再累也开心。

“这些年，国家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省、市也十

分重视曲艺的传承和发展。”南阳文化艺术学校党委

书记、校长景群告诉记者，该校是河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社会传承基地，也是全国唯一一所入选“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研培院校”的中专学校，从 2020年以来，

学校已承办了 4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培训

班，共培训 100人，为曲艺人才培养、传承和发展作出

了突出贡献。他说，姬玉香是作为特殊人才引进的，

学校将建立姬玉香大师工作室，组建一个团队，以曲

艺教学、研究带动曲艺发展，让更多的年轻人主动学

习弘扬传统文化，并志愿成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人。

入选三弦书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姬玉香觉得自

己身上的担子更重、责任更大。“唯有不忘初心，为传承

发展三弦书砥砺前行，才能对得起这份荣誉。”她说。

3月 24日晚，从当日举办的市第三届曲艺大赛上

传来好消息，姬玉香的学生杨婷然（14岁）、魏珊珊（13
岁）演唱的三弦书《小黑驴》，获得专家评委的一致好

评，被推荐参加今年的河南曲艺牡丹奖大赛……

曲艺，后续有人！③5

中年时收获
以深厚积淀发蓬勃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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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东西，一直在周而复始万花筒般繁杂精彩的流行表象下静静地
存在，就如这传承了数百年的三弦书。

春日，花开正艳，记者走进位于白河岸边的南阳文化艺术学校，探访刚
刚入选三弦书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姬玉香。她还是国家一级演员，虽然
只有51岁，却已在曲坛深耕38年了。

见证过曲艺的繁盛，经历过曲艺的沉寂，今天，姬玉香又不遗余力地行
走于曲艺的保护与传承之路上。她的艺术人生，与自己钟爱的三弦书密不
可分，从她身上，记者看到了曲艺人坚守背后的静水深流，并试图从对文化
记忆的追寻中，读懂南阳文化传承故事。

三弦书唱腔朴实，形式活泼，雅

俗共赏，在南阳“曲艺之乡”中曾极为

盛行，是南阳四大曲种之一。姬玉香

是在曲艺最繁盛的时候加入其中的。

那是 1986 年，曲艺很火，南阳每

个县都成立了曲艺宣传队，曲艺作品

质量很高，曲艺事业红红火火。当

时，上初中的姬玉香因为歌儿唱得好

听，一个偶然的机会被社旗县曲艺宣

传队选中。她嗓音好、悟性高、记忆

力强，进入曲艺宣传队不久，即以其

刻苦好学和出众的艺术天赋崭露头

角。1988 年，她考入南阳戏校（现南

阳文化艺术学校），开始系统地学习

曲艺。她对曲艺的热爱与日俱增，对

三弦书尤其痴迷。老师演示时她用

心倾听、细心观察，学音律、表演，学

唱段、背唱词，学伴奏、弹琵琶，寒暑

不辍。3年下来，她在三弦书的演唱、

伴奏、表演等方面都打下了扎实的基

本功。戏校毕业后，姬玉香进入市说

唱团，很快便成为一名演艺精湛、唱

念到位的三弦书演员。她以小口唱

腔为演唱特点，行腔细致精巧，收腔

归韵恰当，善用不同音色刻画不同人

物，表演大方得体，情绪饱满集中，特

别是自弹自唱的表演形式，深受专家

和观众好评。

姬玉香说，南阳是曲艺之乡，南

阳人最懂曲艺，特别是在农村，曲艺

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他们经常去

农村演出，冬天冷、夏天热，条件很艰

苦，但群众对于曲艺的热爱总让她很

感动。“经常是一场演出，十里八村的

乡亲都赶来观看，掌声、笑声不断，他

们是曲艺艺术真正的知音。”

少年时加入 对曲艺的热爱与日俱增

潮起潮落乃世间规则。随着社会

的发展和娱乐方式的多样化，曲艺逐

渐失去了一部分受众。到 20世纪 90
年代中期，曲艺进入最艰难的时期，有

两年，市说唱团连工资都发不下来，生

存都成了问题。姬玉香的同学、同事

纷纷离开舞台自谋生路。“我在戏校曲

艺班共 10名同学，最后坚持下来的只

有我一人。”姬玉香说。

姬玉香也动摇过，但她对三弦书

的热爱从未变过，“我就是喜欢，单纯

地喜欢，一想着要离开，就心痛得受不

了。”况且她认为，人们在经过各种尝

试之后，还需要精神复位。观众不是

不需要曲艺，而是需要经典的曲艺，只

要不断创新、做出精品，传统的民族文

化一样会有市场。

曲艺沉寂的时候，姬玉香在不断

提升自己。她认为，在继承中创新是

曲艺活化和传承的关键点。她请曲艺

名家阎天民、兰建堂、陈玉林、杨华一

等写词作曲，结合自身特点，反复演唱

揣摩；在拜三弦书名家雷恩久为师进

行学习的基础上，融汇三弦书西路派、

中路派和东路派的特点，创新表达方

式，引入新的观念和思想，让曲艺的创

新有新样、不走样，既尊重传统，又体

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

生活不会辜负一个一直努力的

人，在坚持的道路上，姬玉香在不断遇

见更好的自己……尤其是 2007年，她

以一往无前的气势，走出河南、走向全

国。当年 4月，她获中部六省曲艺大

赛金奖；5月，她演唱的三弦书《抢辣

椒》参加中央电视台《曲苑杂坛》栏目

录制，南阳曲艺第一次登上央视舞台；

6月，获河南曲艺牡丹奖；11月，在全

国群星奖决赛现场，姬玉香唱腔高亢

激越，一段语言风趣幽默的三弦书，令

在座的 2000 余名观众完全进入南阳

曲艺的艺术氛围中，现场掌声久久不

息，最终荣获全国“群星奖”……2010
年，姬玉香被认定为三弦书省级代表

性传承人。

青年时坚守 在沉寂中不断提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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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演唱三弦书学生们演唱三弦书《《南阳娃儿爱南阳花南阳娃儿爱南阳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