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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的百花园里，曲艺之花不
是最艳丽的，却是最素淡质朴的，在
家园、在乡野、在清淡的岁月里绽
放，沐浴着干净的风，散发着略带辛
辣的芬芳，装点着人们的心灵世界。

近年来，我市的文艺活动开展得
如火如荼，许多曲艺界艺术家长期活
跃在一线，为市民奉上了一道道精神
大餐。但在欣赏的同时，很多人却不
清楚什么是曲艺、曲艺的来历、如何
欣赏曲艺、曲艺与我们的关系等。5
月 12 日下午，由漯河市社科联和漯
河日报社联合主办的“中原大讲
堂·沙澧讲堂”，邀请中国曲艺家协
会会员、市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乔聚
坤先生以《曲艺杂谈》为题，带领听
众走近曲艺、领略曲艺之美，感受他
的曲艺人生。

乔聚坤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从
事文艺创作至今，发表（演出）作品
近千篇 （部），获得省、国家级奖项
上百个。他还创作了一大批乡土气息
浓厚的散文作品，尤其是他创作的

“老少爷们系列”散文曾受到著名作
家段荃法和著名评论家周同宾的高度
评价。近年来，他又结合我市“两城
同创”等工作创作了一大批鲜活生动
的作品，演出后收到很好的社会效
果。

乔聚坤说，曲艺是中华民族各种
说唱艺术的统称，是由古代民间口头
文学和歌唱艺术经过长期演变形成的
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以带有表演
动作的说唱来叙述故事、塑造人物、
表达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生活。曲艺
是民间文学，来自民间，源于古代宫
廷中的俳优、民间劳动流传的顺口
溜。作为独立的艺术形式，大约在唐
代中叶，就有“说话”这一艺术形
式，宋代有“说话”“鼓子词”“唱
赚”等，曲艺于明清时盛行。曲艺分
为说口、唱口两类。说口，又叫说
书，分为评书、评词、讲故事、讲笑
话、快板、小品、三句半等。唱口，
就是由一个人唱或两人唱、三人唱，
一般一人唱，佐以伴奏。全国曲艺有
400 多种，主要有河南坠子、快板、
山东快书、数来宝、大调曲子、三弦
书等。曲艺是表演的艺术，无论说
口、唱口，都要表演，曲艺是一人多
角戏、一人一台戏。曲艺的基本功，
除了手、眼、身、法、步外，还要练
口，要求吐字清晰、字正腔圆。

在谈到如何欣赏曲艺时，乔聚坤
说，要听嗓音，嗓音要亮丽，吐字清

晰；要看表演，看能否把握人物，塑
造人物，是否表演到位；要看观众反
响，是否有掌声。他认为，好演员能为
作品增色，能把作品表现得淋漓尽致，
把人物塑造得活灵活现，如见其人，如
闻其声，差的演员会毁掉好的作品。

乔聚坤说，曲艺能够存在，是因
为人民需要。曲艺作品的内容，反映
时代生活，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
丑。传统曲艺作品集中体现忠孝节
义、礼义廉耻，颂忠臣， 批奸臣，
歌颂劳动伟大，贬斥二流子懒汉，内
容顺民心、合民意，让曲艺有了旺盛
的生命力。曲艺里面有小说，曲艺和
小说一样写人物、写故事；曲艺里面
有散文，有叙述有抒情；曲艺里面有
诗歌，唱词充满诗意，评书里面有很
多诗句；曲艺里面有戏剧，故事复
杂、情节跌宕，不少戏剧由曲艺改编
而成；曲艺里面有语言，简洁、幽
默、俏丽、风趣，朗朗上口，歇后
语、俏皮话、排比句比比皆是。

乔聚坤说，曲艺在新民主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很大作
用，长征时期成立的宣传队就表演快
板，毛泽东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
后，出现了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曲艺作
家。新中国成立后，曲艺艺术不断繁
荣，毛主席请侯宝林说相声，作家老
舍创作曲艺作品，《人民文学》《人民
日报》都发表曲艺作品；有关部门还
创办了《曲艺》杂志，国家、省、市
县都成立了曲艺团。漯河升格为省辖
市后，市里举办大型文艺晚会，都有
曲艺节目，曲艺艺术迎来飞速发展的
新时代。

乔聚坤说：“我已经 70 多岁了，
我这辈子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学习
曲艺、研究曲艺，曲艺一直伴随着
我。我为曲艺出了力、流了汗，曲艺
也成就了我，让我没有虚度生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80多岁的袁隆平还在搞科研，90
多岁的杨振宁仍在工作，我跟他们比
还年轻，又赶上这么好的时代，不干
工作干啥！所有热爱曲艺，愿意投身
曲艺创作的朋友们，老将乔聚坤愿与
你们携手同行！”

乔聚坤还与现场听众进行了互
动。当被问及如何学写快板时，乔聚坤
说，快板是由顺口溜演变而成，与顺口
溜不一样，快板语言有节奏感，押韵和
谐，还要有主题、有清晰结构。

当被问及如何学习剧本创作时，
乔聚坤说，先从学习创作小戏入手，
小戏人物少、情节巧、语言俏，学会
之后再从事中长篇剧本创作。

当被问及散文“老少爷们系列”
的创作感受时，乔聚坤说，他的生活
宝库大部分都用来创作戏曲、曲艺，
写《老少爷们系列》把用不到的素材
都用上了，所写的每个人物都是村里
的真实人物，戏曲曲艺无法表现的东
西散文表现出来了，让他对散文创作
产生了浓厚兴趣，一发而不可收，仅
这一系列就写了 40 多篇，拨亮了他
的散文创作之灯。

为让更多人了解曲艺，在讲座现
场，河南省曲艺家协会会员傅相港、
贾爱兰表演了河南坠子《老奶奶成了
大明星》，我市“清河相声社”演员
子赫、克举表演了相声 《叫卖图》，
浓郁的地方色彩、醇厚的曲艺韵味，
让听众惊喜不已，他们把掌声送给传

统曲艺艺术的传承者，送给有梦想有
追求的年轻人。

农民作家、水韵沙澧读书会资深
会员周桂梅表示，听了讲座、看了表
演，深入了解了曲艺这一文艺形式，
感受到了这一文艺形式的独特魅力，
对这一文艺形式创作产生了浓厚兴
趣。她希望自己也能通过创作曲艺作
品，为人民抒怀、为时代放歌，传播
正确的价值观和正能量，为观众带来
更多笑声和温暖。乔老师是一个人
品、作品都堪称楷模的老前辈，70多
岁了依然笔耕不辍，他对文艺的热
爱、对文艺创作的投入和执著让人深
切感动，她要以乔老师为榜样，在文
艺园地深耕细作，创作出优秀的文艺
作品，为漯河文艺事业贡献力量。

曲艺之花，在岁月里绽放

■乔保国
乔聚坤先生是中国曲艺家协会会

员、漯河市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是
沙澧大地上声望极高的文艺名家。他
从事文化活动 60 余年，创作发表和
指导演出小品、相声、评书、快板、
数来宝、河南坠子等曲艺作品上千
件。他为漯河曲艺事业做出了杰出贡
献，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邀请他来
作一场多角度、多层面的“曲艺杂
谈”，是大家翘首以望的事。

讲座开始，乔聚坤先生精神矍
铄、神采飞扬地走上讲台，他白发
飘逸，慈眉善目，神情怡然，笑容
可掬，显现出一派老艺术家的风范
儿。面对听众，他侃侃而谈、妙语
连珠，时而庄重、时而诙谐。在两
个多小时的演讲和交流中，他让大
家感悟到中国曲艺是根植于中华传
统文化深厚土壤的艺术形式。它同
舞蹈、音乐、美术、戏剧、影视等
艺术门类一样，是提升人的审美素
养，影响人的思想情怀，激励人的
向上精神，温润人的心灵世界不可
或缺的艺术品种。

乔聚坤先生让我们对曲艺的概念
更加明晰：曲艺是一种说唱艺术，比
之戏剧，曲艺更具有简便易行的特
点。因为简便易行，它对现实生活的
反映则更为及时快捷；曲艺之美，在
于其以看似轻松随意的面对面交流，
把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藏在了妙不可言

的故事讲述和朗朗上口、韵味十足的
抒情演唱中；曲艺形式虽小，但作为
甚大，它是文学艺术中的轻骑兵，具
有鲜明的民间性、群众性，一直为广
大观众喜闻乐见。

到场听众通过乔聚坤先生认识了
曲艺，不仅扩大了自己的知识面，也
实实享用了一次香醇、美味的曲艺艺
术大餐。

我和乔聚坤先生认识近三十个年
头了，因为同姓，私下里我称他为

“本家大哥”。上世纪 80 年代末就已
闻知他在漯河曲艺界的名声与地位
了，只不过最先接触到的是他的散
文作品。在 《缥缈的笛声》 一书
中，我读到了他的“老少爷们系
列”散文，印象极为深刻。他的散
文如 《我与家乡戏》《元宝墙》《贼
爷》《村井》《柳叶塘》《骂鸡》 等，
都是他从历史的风烟中钩沉出的生
活素材。他篇篇写得流畅自然，真
实可信；篇篇写得有声有色、有情
有味；篇篇都带着草腥气，溢着泥
土香，飘着烟火味。他把乡情、乡
思、乡愁都集于笔端，让一个个人
物和事件跃然于纸上，栩栩如生地
立在我们面前，让人感受到他文章
中的生活气息是那样浓郁，他对脚下
的这片土地爱得是如此深沉。有学者
称他是“漯河的赵树理”，我直觉斯
言不谬。

我真正了解乔聚坤先生的曲艺作

品，是在电视中和一场场主题多样的
文艺晚会上。他创作的反映百姓生
活、抒发美好理想、引领社会风尚的
节目，一次又一次地打动着我的心。
比如他为春蕾行动写的小品 《找亲
人》；为遵法模范写的评书《春风送
暖》；为反家暴写的生活小品《她为
什么不离婚》；为清风廉政活动创作
的戏曲小品《清风小店》等。这些作
品讲述了漯河好故事，播撒了社会正
能量，唱响了时代主旋律，传递了中
国好声音，故而赢得观众的喜爱和叫
好。特别是他创作的 《今朝花更
艳》、《天桥义工》、《“两城同创”漯
河人》，由市老干部活动中心舞蹈队
排练演出。因我太太是舞蹈队队长，
所以我能最先接触到聚坤先生撰写的
脚本并先睹为快。太太在家背台词，
我亦边听边受教育，连我学龄前的爱
孙都跟着学会了几个说唱段子。这几
个曲艺节目推出后分别获得省市演出
的金奖或银奖，《今朝花更艳》还被
中央电视台、河南电视台选用播出。
由此可见，聚坤先生作品的质量是上
乘的，受到专家的肯定与观众的好评
是不言而喻的。

聚坤先生的散文随笔和曲艺作
品，之所以得到受众的青睐，在于他
有着为人民服务的满腔热忱和浓烈持
久的家国情怀，在于他的作品既顺应
时势、契合民意，又能抒发情感、开
启心灵。凡是党和政府有大政方针向

社会宣示，凡是有普通百姓关心聚焦
的热点问题，凡是人民群众需要他站
出来为老百姓鼓与呼，歌颂真善美、
鞭笞假恶丑时，他从不会缺席和迟
到，他总能在第一时间运用自己得心
应手的文艺形式积极参与其中。实际
上，在广大观众心中的百姓大舞台
上，他是最抢眼、最有戏、最受追捧
的主角。

乔聚坤先生总能写出好作品的另
一个原因是，他常年深入农村、社
区、工厂、学校，一步不少地走完体
验生活、收集素材、反复酝酿、埋头
创作的整个过程。我曾和他几次走进
乡村、企业采风，目睹了他认真看、
认真听、认真问、认真记、回来以后
就认真写的敬业态度。他始终追求作
品的至真、至善、至美境界，他为我
的一篇散文写的题为《动人心魄为妙
文》的评论，说道出了他所秉持的写
作理念和创作态度，“一个作家要写
真文，先做真人。要写作，须有真实
材料和真情实感，文中其实站着作家
本人”，“什么是好文章？打动人心的
就是好文章。真诚之文，语言不必铺
张，辞藻不必华丽，则自有感染力”。

乔聚坤先生的这些话深深刻印在
我的脑海里，指导着我的写作实践。
我一直以为，他的这些话不仅是对我
的勉励和期望，也一定是他的为文之
道和写作秘方。这难道不是对他作品
何以如此之好，给出的标准答案吗？

聆听曲艺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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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读书笔记

■■心灵漫笔心灵漫笔

■■心灵感悟心灵感悟

■孙永辉
早春的山中，色彩略显单调，不

过，卸去了绿叶的盛装，轮廓清晰的山
势，光秃挺拔的山林，时隐时现的山
溪，乍急乍缓的山风，呈现出别样的
美。

迈着慵懒的脚步，漫不经心地跨过
一道溪流时，不经意间看到了这棵树，
我顿时怔住了：那是怎样生长的一棵树
呀！立根在贫瘠的山石溪流边，斜坡上
的两块石头靠压在碗口粗细的树干上，
下面的一块较小，在离地面15厘米的高
度顶着树身，但足以使直挺的树干扭
曲。而上面的那一块实在是太大了，少
说也有万斤之重，在第一次扭曲往上约
20厘米的地方，挤压在树干上，长年累
月，千磨万击，树干与石头接触的部分

“剐蹭”出了一个不小的豁口，直径比
相邻的树身少了近三分之一，树干也向
着另外一个方向再一次扭曲。不过，让
人难以置信的是，虽经历了两次重压扭
曲，但高过巨石的树身又恢复到未被挤
压前的长势，方向、轨迹完全一致。

历经两次劫难，仍努力长成自己原
本的样子，一棵树类似“英雄”般的坚
强不屈，让人油然而生敬意。

由这棵不屈的生命联想到了甘肃定
西一名命运多舛的孩子。他叫魏祥，因
先天性脊柱裂、椎管内囊肿，出生后，
他双下肢运动功能丧失，大小便失禁，
虽先后经过三次大小手术，身体状况都
未能改善，并且随着年龄增长残疾日趋
严重。屋漏偏遇连阴雨，下岗多年的父
亲又身患不治之症不幸离世。坚强的妈
妈在悲痛欲绝的日子里，从来没有放弃
过对孩子细致入微的照顾，从小学中学
到高中，12年里，妈妈一直风雨无阻背
他上学。苦难的土壤上开出的鲜花有时
会更加娇艳，2017年高考，魏祥考出了
648 分的高分，清华大学有意录取他，
但他又无法离开亲人的随身陪护。无奈
之下，魏祥给清华大学写了一封信《一
位甘肃高分考生的请求》，饱含深情的
陈述了自己的身体状况和成长经历，恳
切希望学校在接纳他的同时，能够给他
们母子俩帮助解决一间陋宿。魏祥的坎
坷遭遇和母子苦难奋争的感人经历由此
才广为人知。清华大学特事特办，解决
了魏祥的后顾之忧，并对他自强不息的
精神高度褒奖。魏祥需要多么坚忍顽
强，才能抗得住厄运的连续重击；需要
克服多少困难，才能像同龄人一样读书
学习；需要付出多大努力，才能做到出
类拔萃。魏祥书写了英雄般的传奇。

“英雄”的故事在不断延续。“打
开窗子吧！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让
我们呼吸英雄的气息。”这是诺贝尔文

学奖得主、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作品
《名人传》 开宗明义的卷首语。春节假
期阅读了这部作品，认知了贝多芬、米
开朗琪罗、托尔斯泰这几位罗曼·罗兰
心目中的英雄，领悟了作家赋予英雄的
独特涵义，内心深处也潜滋暗长了英雄
情结。

通过三个名人的传记，罗曼·罗兰
想要告诉读者，古往今来许多大有作为
的人，谁也并不曾从社会或自然那里得
到任何特殊的惠顾，相反，不公正的命
运常常给他们设下种种意想不到的障
碍，他们的任何成就，都伴随着艰辛的
拼搏和痛苦的磨砺。罗曼·罗兰扩大了
我们对于英雄的认知。我们脑海中原有
的英雄形象可能有些固化，英雄更多的
来自于巨大的社会变革，来自于枪林弹
雨的流血牺牲，来自于为正义事业的前
赴后继，正所谓时势造英雄。事实上，
那些不甘于命运的安排，不屈服于厄运
的打击，为了理想信念，为了职责使
命，为了公平正义，不懈奋斗、永不屈
服、坚毅执著的创业者进取者捍卫者奉
献者，无论声名大小贫富贵贱荣辱成
败，都符合罗曼·罗兰对于“英雄”的
定义。他心目中的英雄离我们并不遥
远，有的也许近在身边，人人都可追随
效仿进而自我成就。

赞英雄，学英雄，要在平凡的岁月
中成为英雄，并不容易。想起了一幅漫
画，一个出站口，乘着电梯上出站的人
你挤我扛，而在步梯上拾级而上的只有
一个人，下面有一句注释：不是成功的
路上太拥挤，只是你选择了安逸！确
实，物质生活的富足，让大部分人都具
备了安逸生活的条件。没有了严峻的生
存压力，没有不期而至的厄运打击，不
少怀有英雄梦想的人因此会迷失前进的
方向，丧失奋斗的强大动力。

沉睡的“英雄”意识需要唤醒。天
地生人，有一人当有一人之业；人生在
世，活一日当有一日之勤。我们贵为万
物之灵，或许真的需要某个特殊的事
件、特别的场景、特定的时刻，能够在
刹那间顿悟生命的意义。罗曼·罗兰说
得不错：“生活是严酷的，对那些不甘
于平庸的人说来，生活就是一场无休止
的搏斗，而且往往是无荣誉无幸福可言
的、在孤独中默默进行的一场可悲的搏
斗。”

英雄不问来路。倘若我们能够从英
雄的生命律动中汲取足够强大的能量，
胸怀梦想，坚毅前行，百折不挠，不断
超越，在奋斗中展现生而为人的智慧、
力量与价值，竭尽全力活成自己梦想的
样子，那我们就可以问心无愧地对自己
说：你也是“英雄”！

追梦英雄

■艾振兴
马文的长篇历史小说《台北知府陈

星聚传奇》出版了，我第一时间几乎一
口气读完了它，读过之后，觉得不错，
产生了一些感想，于是便写下这篇粗浅
的文字。

陈星聚是临颍县台陈乡台陈村人，
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少年时即
胸怀大志，刻苦攻读，清道光二十九年
中举，同治三年47岁时被任命为福建省
顺昌县知县，以后又先后担任福建建
安、闽县、仙游、古田知县。在他出任
县令期间，勤政爱民，兴利除弊，抑强
扶弱，斗恶霸、平冤狱，发展生产，改
善民生，清正廉洁，政绩斐然，深受百
姓爱戴。由于功绩卓异，他三次受到皇
上和皇太后的召见和勖勉，享誉甚隆。

陈星聚最大的成就、最杰出的事迹
是抗击法军侵略，保卫台北。他于光绪
四年（1878年）出任台北知府，当时正
是中华民族风雨飘摇之际，法国帝国主
义将魔爪伸向台湾。陈星聚将生死置之
度外，誓与台北共存亡。他命令妻子带
领阖家老小十余口，围坐在府衙后花园
的水井旁边，一旦城池陷落，即全部投
井，举家殉国，决不受辱。这种壮士断
腕的决绝、视死如归的大勇、寸土不让
的气概，惊天地泣鬼神，令人泪下。台
北军民在他的激励和带领下，同仇敌
忾，众志成城，终于击退了法军的进
攻，取得了台北保卫战的胜利，奏响了
一曲壮烈的民族精神之歌。

漯河市出了陈星聚这么一位民族英
雄，是我们漯河人的荣耀。同时，宣
传、颂扬陈星聚，让更多的人了解他，
传承他的事迹和精神，又是作家义不容
辞的责任。继我市著名剧作家余飞先生
创作的戏剧《台北知府》之后，马文先
生也创作了这部重头作品。他以朴实、

细腻、生动的笔触，用接近于清朝晚期
的语言，比较成功地再现了陈星聚不凡
的一生，把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
物形象奉献给读者。可以说，马文做了
一件很有益的事情，为宣传陈星聚做出
了重要贡献。

历史小说不容易写，写好更难。因
为它既要尊重历史，又要写得像小说。
小说当然需要虚构，但历史小说的虚构
又必须在史实的框架之内。弄得不好很
容易出现两种倾向：一是过于拘泥于史
实，把小说写成了干巴巴冷冰冰的人物
传记或历史教材；二是罔顾史实，胡编
乱造，流于戏说。我以为历史小说中的
史实与虚构的关系，就像如来佛与孙悟
空的关系。孙悟空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
千里，但终究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马文在这部小说中较好地处理了史实和
虚构的关系，这是这部小说之所以比较
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细节决定小说的成败，可以说，没
有好的细节就没有小说。马文在这部小
说中有许多生动有趣的细节，从而使人
物更丰满更鲜活，使故事更生动更感
人。好的细节必须符合人物的性格，必
须符合人物的思维逻辑和行为动机，必
须推理出在特定情境下人物会想些什
么，说些什么，做些什么。这样的细节
尽管是虚构的，但不会让人感到虚假，
反而会使人觉得比实际生活更真实，觉
得这个人物当时就应该这么想，这么
说，这么做。

马文这部小说的出版，在当下具有
丰富的现实意义。马文写这部小说是下
了大功夫、苦功夫的，此前，他已经出
版了三部长篇小说，在诗歌、散文、曲
艺等方面也颇有建树。年逾古稀的他，
至今仍笔耕不辍，这是值得称道的，希
望他以后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读马文小说
《台北知府陈星聚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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