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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如金和他的琴书艺术团
身着红色唐装，左手打板，右手击琴，口中亦说亦唱。2020 年 12 月 27 日上午，记者在市区钟楼广场看到，我

市市级“非遗”传承人马如金和他的中原琴书艺术团自编自演红色主题唱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永远跟党
走》《沙澧河赞歌》《漯河颂》等，让老百姓近距离感受到了琴书的艺术魅力。

本版真诚关注老年人的
生活。如果您平常喜欢写写
画画，这里为您提供一方展
示自我的平台。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
心得，家庭生活、祖孙相处
的动人瞬间，邻里、朋友之
间的温情故事，外出旅行的
所见所闻，发生在身边的新
鲜事，在养生、健身方面的
经验等，您都可以动笔写下
来，与大家一起分享。

您的书法、绘画等艺术
作品，或者生活中的巧手小
制作等，也可以发送给我
们。

投稿请采用电子版，书
画作品拍成照片，写清姓
名、年龄、地址、联系方
式 ， 发 送 至 信 箱
13938039936@139.com， 联
系电话：13938039936。

征稿

或老有所为、老有所学、
老有所乐，拓展自身的兴趣爱
好，展现快乐的老年生活；或
热心公益、无私奉献，不求回
报帮助他人、服务社会，传播
正能量和文明新风；或在养生
与保健方面有独特的理念、方
法等；或别具情趣、心灵手
巧，在生活的某方面有特长和

“绝活儿”；或老年夫妻相濡以
沫、相互扶持，有着感人的爱
情故事……

如果您身边有这样的新闻
线索，请联系我们。电话：
13938039936

征集新闻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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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马如金今年61岁，原籍周
口市鹿邑县。他出生于曲艺世
家，8岁开始跟随父亲学习敲
扬琴、拉曲胡。上学后，他坚
持利用课余和寒暑假时间练习
琴书。

马如金告诉记者，琴书又
称清音戏，明清时期起源于山
东，后来流传到河南东部，至
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经过
几代艺人的潜心钻研，琴书在
豫东地区形成了一个独有的曲
种。马如金家从太爷爷那一代
就开始演唱琴书。他刻苦学习

演唱技巧和演奏技艺，成为第
四代琴书传承人。

1976年，马如金在鹿邑县
老庄乡参加工作，1994年因工
作调动来到漯河。多年来，工
作再忙，他也从未放弃对琴书
艺术的学习、领悟和追寻。他
细心保存老辈人留下的乐器，
在继承前人技艺的基础上，深
入挖掘其内涵，注重演奏、演
唱的各个细节，致力于“非
遗”艺术琴书的传承和发展，
把濒临失传的琴书发扬光大，
并传承到了漯河。

第四代琴书传承人

2019年7月退休后，马如
金有了更多的时间从事热爱的
琴书事业。他自费购置了扬
琴、曲胡、坠琴、琴竹、手板
以及音响等相关配套设施，和
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组
建了中原琴书艺术团。起初只
有两三个人，后来团队慢慢发
展，现有8人。

“琴书演唱人可多可少，少
者1~3人，多者8~10人。”马如
金告诉记者，艺术团成立后，他
们不分白天夜晚，加班加点地
创作、排练节目。为了提高演
唱水平，马如金先后请来商丘
市的琴书艺术家李学永、陈兰
英、李天录、王兰英以及安徽的
鲁翠平、刘大风等，来漯河指
导传艺。

2019年国庆节，马如金带
领他的琴书艺术团深入社区、
村庄巡演20多场。为了使节目

紧跟形势，符合老百姓的口
味，他们白天演出，晚上创作
排练，早出晚归、披星戴月。

此后，马如金和他的琴书
艺术团经常为基层群众演出。
据介绍，自团队成立以来已公
益演出200余场。他们演出的
节目都是自己创作的，因很接
地气儿深受群众喜爱。

马如金给记者讲述了一件
事。今年9月的一天，他在嵩
山路大桥西侧的树林下自拉自
唱。一位坐着轮椅的男青年听
他唱了琴书《十大劝》之后，
主动找他聊天。交谈中，马如
金得知他因车祸导致残疾。自
从坐上轮椅，他感到生活无
望，几次欲寻短见。这名青年
说，听了他唱的《十大劝》后
想开了，为了妻儿父母，为了
这个家，他一定要好好活下
去，开始新的人生。

让“非遗”走进群众生活

琴书以扬琴为主乐器，是鼓
曲艺术中极具代表性的曲种，具
有说唱结合的特点。琴书演唱很
接地气儿，台词生动活泼，并且
可以与歌曲、豫剧、坠子、大
鼓、曲剧、柳琴、道情等多种曲
种混合串唱。“演员站在台上用琴
书演唱一个故事，从声音就能听
出唱词里唱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马如金说。

“艺术是没有止境的，曲艺更
要不断创新。我们几个人经常在
一起琢磨，在演唱、音乐、伴奏
等方面不断创新，让琴书在演出

时更受群众喜爱。”马如金告诉记
者，艺术团先后创作了《沙澧河
赞歌》《新编十字歌》《交通安全
行车歌》《创文路上把劲加》《疫
情防控靠大家》《歌唱新时代》
《农家乐》《千年古村故事多》等
30多个接地气儿的唱段，并在表
演编排、演唱技巧上既保持浓郁
的地方文化特色，又融入新的时
代元素，使琴书这门古老艺术不
断绽放新花。

2019年8月，中原琴书艺术
团排演的节目 《颂扬焦裕禄事
迹》 参加全省老干部系统汇演，

荣获二等奖。中原琴书艺术团被
市老干部活动中心评为优秀团
队。

马如金还结合自己的艺术实
践，对琴书进行系统的总结和理
论阐述，撰写的多篇论文在全国
核心期刊发表。

目前，琴书已入选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采访中，
马如金告诉记者，会考虑多吸收
一些年轻的琴书爱好者加入团
队，在此基础上把琴书艺术逐步
向周边地市推广，为河南琴书艺
术的传承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在艺术上不断创新

■文/图 本报记者 姚晓晓
春节就要到了，为了讨个

“年年有鱼”的好兆头，相信很
多朋友家里的年夜饭都少不了鱼
类。家住市区长江路的吴桂兰是
一位美食爱好者，喜欢在口味上
进行创新，对菜品的外观也非常
讲究。她制作的泡椒“孔雀鱼”
不仅颜值高，做法也简单，成为
她家年夜饭的必备菜品。

“这道菜看着很喜庆，非常
适合当年夜饭，看似难度系数很
高，实际上只需要在刀工上稍微
花些时间就可以了。”吴桂兰说
着就开始制作起来。

首先将买来的新鲜鱼处理干
净，然后将鱼的头和尾切段，从
鱼的背部切开，切成一段一段
的，但是肚子部分不切断，每块
鱼肉大约保持一厘米左右的距
离。切好后加入姜末儿、蒜末
儿、洋葱末儿、料酒，腌制20
分钟左右。

然后开始准备泡椒材料，首
先将泡椒切成小段，蒜和姜捣成
末儿，洋葱切丁。在锅内加少量
油，先煸炒蒜末儿、姜末儿和洋
葱丁，炒出香味后加入泡椒，陆
续加入生抽、蚝油、料酒、白砂
糖。

泡椒料炒好后，在盘底铺上
葱和姜片，腌好的鱼在盘中摆成
孔雀开屏的样子，把炒好的泡椒

酱均匀地铺在鱼上，大火蒸7分
钟。蒸好后不要马上揭开锅盖，
再焖三分钟左右。

出锅时，为了美观，吴桂兰
将盘中的泡椒清理干净，在鱼身
上淋适量蒸鱼豉油，再用小米椒
和绿色的食材装饰，最后用热油
淋在鱼身上。

高颜值的泡椒“孔雀鱼”

■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 王晓景

案 例 ： 张 叔 ，
男，62岁，高中文化
程度，单位退休职
工，来访时穿着得
体，但目光黯淡、面
容憔悴。据他自述，
最近两个月陷入了消
沉低落、兴趣缺乏的
负面情绪中，做事丢三落四，忘
性大，对未来生活感到迷茫，同
时有失眠早醒、食欲不振等不适
感。

经询问得知，张叔退休后，
生活发生变化，由过去的忙碌充
实变为现在的无所事事，起居作
息变得混乱，不像上班时那样规
律。在街上遇到之前的同事，感
觉他们态度冷淡，与之前的亲热
判若两人。家里儿子媳妇工作忙
碌，孙子上了幼儿园，也不需要
接送，张叔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
爱好，总在家里和妻子为小事争
执。原来以为有时间去旅游了，
却越来越不愿意见朋友，也不想
出去玩了，就连身体都越来越
差。

问题分析：

不能应对角色转变。部分老
年人在退休后即与原工作单位脱
离关系而进入赋闲角色，即便有
少数仍在谋职，但其职业角色只
是他们生活中相对微弱的部分，
主要仍表现为赋闲角色。张叔因
缺乏思想准备，不能妥善应对角
色转变带来的变化，出现心理不
适。

缺乏“个人支撑点”。未退
休前的职业角色及其活动构成

“个人支撑点”。退休后，原来的
“个人支撑点”不复存在了，又
没有构筑新的“个人支撑点”，
再加上张叔没有兴趣爱好，生活
相对单调，使其产生了较强的孤
独、失落情绪。

应对方法：

及时调整心态。角色理论认
为，当个体经历老化过程所带来

的变化时，他们会
丧失象征中年的社
会角色和社会关
系，例如会因退休
而失去职业角色。
老年人要认识到退
休只是人生另一阶
段的开始，是一种
成熟美好的生活的
开端，应变被动

为主动，学习用新的角色来取
代因退休而丧失的角色，从而
把自己与社会的距离缩小到最
低限度。

培养兴趣爱好。莫道桑榆
晚，为霞尚满天。老年人应多走
出家门，积极参加适合自己的各
种活动，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东
西，丰富个人的生活。比如跳广
场舞、打乒乓球，和老朋友聚餐
等，增强生活价值感；或者利用
丰富的人生经验，积极参与社区
事务，发挥余热，为社区贡献微
能量。

积极看待问题。同一件事
情，从不同的角度看，引发的情
绪也不同。比如同是到了退休年
龄，有的人想：“老了，不中用
了，被淘汰了。”有的人想：“终
于可以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了，退休真好。”因此，在审
视、思考、评价客观现实情境
时，需要转换一下对自身的评价
认知。

角色转换是指个体因社会
任务和职业生涯的变迁，从一
个角色进入另一个角色的过
程。老年人要树立积极的生活
态度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
走出角色困扰，度过有质量
的晚年生活。

老年人如何避免
角色转换中的失落感

近日，由省委老干部局、省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共同举办的“点亮河山之美·共享幸
福荣光”省离退休干部书画作品大赛评选结
果揭晓，我市市委老干部局选送的书画作品
荣获特等奖3个、优秀奖3个、入围奖13个。
这里选登部分获奖作品，以飨读者。

老年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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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如金（右三）和他的中原琴书艺术团在市区钟楼广场演出。

根雕书画为伴 乐享晚年生活
老有所乐

■文/图 见习记者 刘净旖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培
他醉心根雕艺术、热爱书画

摄影，从创作中寻找乐趣，在诗
情画意中享受生活。他就是76
岁的唐聚峰老人。1月4日，记
者来到郾城区东后街唐聚峰家中
时，他正在自己的“工作室”制
作根雕。

退休后迷上根雕艺术

这间位于二楼的小屋是唐聚
峰专门用来创作的地方。小屋
里摆放着很多根雕作品，桌子
上是各种雕刻工具。每天一有
空他就来到这里，沉浸在艺术
创作中。

十几年前，一次偶然接触到
根雕艺术后，唐聚峰便爱上了这
种艺术形式，开始了对根雕艺术
的探索，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我没事就跑到做根雕的地方看
人家怎么雕刻的，跟人家学
习。”唐聚峰说，他对根雕十分
痴迷，不断学习、研究，再加上

有美术功底，学起来也不是很
难。

自从喜欢上根雕，他常常四
处搜寻，发现一些造型比较奇
特的树根，就如获至宝地捡回
家。这些普通人眼里的废物到
了唐聚峰的手中就被重新赋予
了“生命”。他长时间对着这些
树根观察、思索，对树根进行
雕琢、打磨、刷漆，化腐朽为
神奇，使之变成一件件栩栩如
生的艺术品。

“根雕创作是以树根的原形
为基础，利用自己的想象力对根
雕稍加雕饰，完成作品。其中最
重要的一步就是构思。每看到一
个树根，我脑海里就会有一个大
致设想，构思成熟后再动手操
作。”唐聚峰向记者介绍。

在唐聚峰家里，摆放着许多
他的根雕作品。“这个作品叫
《人之初》；这个是 《笑口常
开》，获得了省级三等奖……”
唐聚峰说。这些作品有栩栩如生
的人物、惟妙惟肖的动物、美丽

神奇的风景，再配以独特的名
字，给人以无限遐想。

让生活充满诗情画意

“我从小就对画画感兴趣，

在漯河师范上学的时候跟着老师
学了美术方面的知识，有了点儿
基础。”唐聚峰说，参加工作
后，他成为一名电影放映员。唐
聚峰能写会画，为了做好电影宣
传工作，放映工作之余还负责写

影片预告、画电影宣传画。虽然
每天的放映工作比较繁重，有时
晚上还要加班，但唐聚峰坚持利
用休息时间练习书法和绘画，同
时积极参加培训。他在书法和绘
画方面不断进步，创作的宣传
画、书法作品多次在省、市展出
并获奖。

退休后，唐聚峰有了更多的
时间投入他热爱的艺术当中。

“其实我就是爱玩。”唐聚峰笑着
说。除了每天沉浸在根雕和书画
创作带来的快乐中，他还喜欢摄
影，经常出门走走转转，用镜头
记录城市的美丽景色、特色建筑
以及市民生活，既锻炼了身体，
又充实了心灵，同时也为自己的
绘画创作提供了更多的灵感和素
材。

2014年，唐聚峰和一位朋
友共同举办展览，展出根雕、书
法、绘画等作品。

唐聚峰热爱艺术，用自己的
方式诠释着生活的乐趣，获得快
乐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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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鱼的头和尾切段，摆成造型。

制作好的“孔雀鱼”。

老妈厨房老妈厨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