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日能看千台戏，三天可听万
卷书。”一副对联，道尽数百年
来马街书会的兴盛。平顶山市
宝丰县杨庄镇马街村“马街书
会”，自古便是说唱艺人们的
“圣地”。每年的正月十三，来
自全国各地的民间戏曲艺人抱
琴携鼓，聚集到马街，在麦地里
摆起说书摊，吸引着数十万观
众前往观赏。
如今，马街书会迎来了新的发
展。在书会旧址上新建的民俗
园，让说书艺人摆脱了冬日麦
地说书的艰辛，也让马街书会
变成一场“永不落幕”的说书听
戏的好去处。
郑州晚报记者 路文兵 文/图
平顶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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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责任

“一日能看千台戏，三天可听万卷
书。”一副对联，道尽数百年来马街书
会的兴盛。

“说书，就是我的生活。只要我迈
得动腿，张得开嘴，我每天都会到马街
书会说书。”今年 94 岁的余书习老人，
以三弦书闻名说书界。他在77岁那年
中了马街书会的“书状元”，如今虽然
年岁已高，但仍在说书，前不久还去北
京演出。

在当地，每年正月十三举办的马
街书会是一年中最大的盛事。说书
的艺人来自全国各地，有的艺人因路
途遥远，为了赶会期，过了大年就开
始往马街村赶。张满堂说，艺人到马
街来赶会，有一种类似信徒“朝拜圣
地”的心理。绝大多数艺人只要无特
殊事情，总是年年来。在他们心目
中，“马街书会”已成为自己这个行
当、这个营生的节日。艺人们认为，
马街书会是曲艺行当的“圣地”，年初
赶过马街书会，把书“写出去”，这一

年的生意就会兴隆。
所谓把书“写出去”，是指在马街

书会上被人邀请表演。所以凡到马街
书会说书的艺人，开始说书前要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到会场上的火神庙里祭
拜，诚心诚意地为神灵说唱一段，以祈
神佑，能把书尽快“写出去”。

祭拜完后，艺人们便以天为幕，以
野地为台，开始了说拉弹唱。正月里
天很冷，说书人的脚在麦地被冻得硬
邦邦的，有不少艺人用麻袋套着脚，再
往里面塞些干草就开始唱。在书会的
艺人堆里，有名家大腕、高龄老人，也
有四五岁孩童。

张 满 堂 说 ，马 街 书 会“ 亮 艺 卖
书”固然重要，但许多艺人并不把书

“写出去”看得过重。更多的艺人到
马街，是为了会见同行老友，相互切
磋；见见师傅、师兄弟，拉拉家常。
艺人们常年分散在各地，难得一见，
马街书会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团聚
的平台。

书会历史：
已传承700余年

马街书会兴起的说法不一，但“光
武封、书会兴”的说法流传最广。

相传东汉前，王莽撵刘秀至马街
村东的应河岸边，是日正月十三，正
在火神庙祭祀的乡民艺人纷纷相助
汉军竞渡，阻击莽军追兵。刘秀当
了皇帝（谥号光武皇帝）后，降旨免
去马街一带三年皇粮，钦赐“三皇
社”御牌一面，后来这里的人便以救
驾之日为会期，年年起会，感谢皇
恩。到后来，说唱艺术在民间得到
普及与发展，马街出现了“勾栏瓦
舍”景况。

虽然说法各异，但据马街村广严
禅寺碑文记载，马街书会从元朝初
具规模至今，至少已有 700 年的历史
传承。

据马街村广严禅寺和火神庙的
碑文记载：元朝延祐年间，马街书会
初具规模，每年约有千名艺人前来说
书，清代同治年间尤为兴盛。曾在南
阳府做过儒学教谕、告老回乡当上书
会会首的文人司士选，在同治二年

（1863 年）算过一次到会的说书艺人
的人数。他让这一年赶会的艺人到
火神庙里进香钱，香案前放一口大
斗，每人只许进一文，下来一数两串
七。也就是说，那年到会的艺人有
2700 人。

专家观点：
马街书会要留住“书状元”
这样的民间艺人

说书，这种古老的传统艺术形式，
在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已经慢
慢远离了人们的生活。

近几年来，书会赶会的艺人已经
越来越少。宝丰县文化部门每年书
会的艺人登记信息显示：1996 年到
会 680 摊 2025 名艺人；2005 年仅有
82 摊 ，不 足 500 人 ，且 外 省 艺 人 已
不多见。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人
们就业门路增多，曲艺市场萎缩，
不少曲艺艺人改行，演员断档，青
黄不接。

“现代人的娱乐方式太多了，相
比说书，年轻人更喜欢看电视、看电
影、玩电脑。书会的传承是个大问
题，上世纪 80 年代，宝丰县的说书
艺人还有 200 余人，现在只有一二
十人了，而且都上了年纪。”张满堂
忧心忡忡地说。

近些年政府对传统文化的重视，
让张满堂感到了希望。“2012 年，县
里开工建设马街书会景观工程，建
起了这个大广场供说书用；去年，县
里又投资 3500 万元，建起了这座中
华曲艺展览馆。现在，我们马街书
会民俗园正在申报国家 3A 景区。马
街书会，就是马街的灵魂。人不能
没有灵魂。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马街书会，让这种传统的艺术形式
能够永远流传下去。”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协主席
刘兰芳在去年马街书会颁奖晚会上
说：“书会上的草根民间艺人永远是
中国曲艺的根，是中国曲艺传承发
展的脉。传统曲艺要传承下去，必
须有‘书状元’这样的民间艺人留在
这里，我们要做的不仅是每年在马
街说几天书，而是要留下文化，留下
好的艺人。”

今日马街：曲艺书会天天有

11 月 13 日的马街村，天色蔚蓝无
垠。青砖灰瓦的小巷，随处可见废弃
的石磨、石碾。广严禅寺前，斑驳的石
碑矗立，满地黄叶堆积，向来者诉说着
这个古朴村落的沧桑和厚重。

在村口往村北远远望去，一片麦
田之中坐落着几栋民俗建筑。一尊说
唱俑坐高台之上，击鼓耍乐，惟妙惟
肖。马街书会会长张满堂说，这就是
在马街书会旧址上新建的“马街书会
民俗园”。

“以往的马街书会都是在麦地里
举行，现在我们可以在新建的宽阔
广场上摆设说书摊了。每年的正月
十 三 ，便 是 马 街 书 会 最 热 闹 的 日
子。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戏曲艺人
抱琴携鼓，聚集到马街，在麦地里摆
起说书摊，那真是人山人海。”张满
堂说。

跨过绕村的应河，穿过马街书会

的牌坊，便进了民俗园。广场南侧的
应河景观带，是“名人苑”与“状元苑”
两个雕塑公园。名人苑内，是从古至
今为书会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艺术家的
汉白玉雕塑，包括陶盾、姜昆、刘兰芳
等 20 余位曲艺名家。状元苑，则是 20
余位马街书会历年状元的雕塑。

广场西侧，则是古色古香的中华
曲艺展览馆。展览馆工作人员陆文娟
说，该馆是全国第一座专门介绍中华
曲艺发展历史的文化展馆，占地面积
9800 平方米。内设展示厅、演艺厅等，
以供游客和艺人进行曲艺文化教育交
流，曲艺演绎创作。

在中华曲艺展览馆大院北侧的
展演室，正传来悠扬的乐器声。台上
一老一少两位艺人，身着传统对襟小
袄，正在一板一眼地弹唱。台下几十
位听众，沉醉其中，摇头晃脑，不时啧
啧称赞。

马街书会：亮艺卖书，同行团聚

马街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