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产业周刊 综合
2015年7月31日 星期五 统筹：梁晨 编辑：崔迎 美编：金驰 校对：薛梅

河 南 是 曲 艺 大 省 ，姜 昆 曾 多 次
来 河 南 ，和 一 些 老 艺 术 家 交 流 。“ 我
从 他 们 身 上 看 到 了 从 过 去 民 间 艺
人 到 如 今 新 工 作 的 变 化 ，但 更 多 的
是 他 们 对 艺 术 的 理 解 。 当 社 会 浮
躁 的 气 息 沉 淀 下 来 ，就 会 发 现 河 南
坠 子 不 是 凭 空 流 传 的 ，曲 艺 这 东 西
很 怪 ，只 有 静 下 心 来 倾 听 ，才 会 对

它 着 迷。”
谈及对河南曲艺的印象，姜昆表示：

“我曾经看到宝丰县的马街书会，那真是
非常好，绝对不次于《舌尖上的中国》，这
是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我一直认为，
流行的难有经典，经典的难会流行，经典
的东西虽然不流行，但是它会一直传承
下去。”

“河南坠子不是凭空流传的”

赵文卓：“是武术吸引了我”

在2013年春晚的舞台上，赵文卓
曾带领塔沟武校的孩子们为全国观众
表演了《少年中国》，赵文卓和“少林小
子”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此次，赵文
卓又带领小武僧团来“踢馆”。

提到少林寺，赵文卓表示感觉很
震撼：“这是第一次来，感觉这里阳刚
之气非常浓，早晨6点多透过窗户望
去，几百号人在练武，少林寺和其他
地方完全不一样，当我看到这里的孩
子们，就会觉得下一代十分有希望。”

对于这档真人秀节目，赵文卓表
示：“应该是武术吸引了我，这与我的
本行相关，并且这里还有许多小朋
友，我也希望能教给他们一些东西。”
他认为来《少林英雄》当客串嘉宾是
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艰苦的
环境对孩子的成长是有一定帮助的，
这个节目是很振奋人心的，不仅弘扬
了中国传统，还传播了一种精神。”

于荣光：“虎爸”难当

“我们一直在摸索，找到最适合
每个孩子的教育方式，希望可以通过
我们的影响来教育孩子们。”

于荣光平日在大银幕上以“硬
汉”示人，没想到来少林寺竟当起了

“虎爸”——担任 9 个少林萌娃的生
活导师，而且当得有滋有味。在拍摄
间隙，他一直在琢磨着怎么带这些萌
娃：“在与孩子们的接触中，可以感觉
到每个孩子性格迥异，有的还不会自
己穿衣服、吃饭，但这并不说明这些
孩子不优秀，他们只是习惯不好，过
于懒散。在录制前，我和导演商量了
好几种方案，可是全都废了，因为教
育真的是一个大问题，需要因人而
异，不断摸索……”

“虎爸”难当，于荣光深有体会：
“在录制过程中，一句话不大声地说

10 遍是没有人听的。”他也大谈教育
观，“来参加这档节目，不仅是因为有
兴趣，而且我认为这是责无旁贷的。
我相信，这档节目一定比其他真人秀
强，因为这档节目可以带给社会、家
长一种正能量。有些问题虽然我们
无法解决，但是会努力地引导他们，
同时绝不能束缚孩子，这样会导致孩
子丧失丰富的想象力。”

谈到郑州、登封，于荣光感触颇
深：“其实，我不是第一次来郑州，早
在1982年就曾在少林寺拍了一部电
影，叫《木棉袈裟》，如今的登封已经
今非昔比，站在山坡上看去，这里完
全是一座大城市的样子。”

星光耀眼乐绿城，曲艺大奖喜收获。昨日，为期3天的“2015年第七届中部六省曲艺大赛”在郑州圆满结束。
第七届中部六省曲艺大赛经过两场激烈的角逐，共有12个节目获得大赛一等奖，11个作品获二等奖。其中，我
省的河南坠子《乔派往事》、快板《战车夜话》、河南坠子《父子卖驴》获一等奖。
昨晚，中国曲艺牡丹奖艺术团送欢笑惠民演出在嵩山饭店举行，大赛一等奖节目再次亮相，著名相声表演艺术
家姜昆、戴志诚、翁仁康、范军等名家大腕登台献艺，为观众带来相声、小品、京韵大鼓、歌曲等优秀节目。
郑州晚报记者 尚新娇 实习生 王世瑾 文/图

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姜昆郑州聊曲艺

马街书会绝对
不次于《舌尖上的中国》
“第七届中部六省曲艺大赛”昨晚圆满落幕

昨日，主办方还召开了“中部地区文
化建设视域中的曲艺创新”研讨会，来自
中部六省的曲艺名家和专家学者齐聚一
堂，畅所欲言，共同探讨新形势下曲艺事
业的前景与发展。

这些作品都是河南曲艺的上乘之作
“咱们河南是曲艺大省，”河南省曲

协副主席、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赵维莉
对记者自豪地说，“这次河南参赛的 5 个
节目有 3 个获得一等奖，个个极具地方
特色，都是近些年来河南曲艺的上乘之
作，演员也不乏近些年在国内曲艺界频
获大奖的选手。比如河南坠子《父子卖
驴》的表演者蔡其山老先生，他的风格
属于典型的原生态坠子唱腔，非常接地

气，让人听完非常过瘾。他获奖可谓实
至名归。”

“还有群口快板《战车夜话》，曲目短
小精悍，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在传统基
础上都有所创新，让人震撼，给人向上的
力量。”赵维莉说。

“曲艺人要把创新、服务作为一个永恒
的主题”

大同数来宝是一种使用大同方言表
演的汉族传统曲艺形式。这次获一等奖
的代表曲目《工钱》是根据一起真实维权
事件创作的，表现了农民工兄弟在城市
建设中作出的贡献和面对不公平时的无
奈，柴京海及数来宝新秀的倾情演绎让
大家在欢笑中又感到辛酸，从而有所思

考。山西省大同数来宝表演艺术家柴京
云强调：“曲艺人要把创新、服务作为一
个永恒的主题，我们曾经给农民工朋友
表演大同数来宝《工钱》，好多人都哭得
稀里哗啦。”

河南省文联副主席张剑锋指出：
“曲艺在河南土壤深厚，然而，曲艺作为
‘非遗’也面临了传承的问题，从事的人
少、活动少，曲艺已经沦为弱势。我们
需要保持传统曲种，这是一个很严重的
危机。”

由于地域的限制，南方的相声小品
较弱，以说唱为主，安徽省曲协副秘书长
许文龙表示：“如今中部崛起，中部六省
人杰地灵，未来安徽省的曲艺发展也要
尽量往北边靠。”

赵文卓来少林“踢馆”
于荣光率领萌娃应战

由河南卫视与少林寺联合推出的
大型少儿户外真人秀《少林英雄》，
目前正在嵩山少林寺紧张录制
中。7月29日,媒体前来探班,赵
文卓意外现身拍摄现场，带领小武
僧团前来“踢馆”，于荣光率领萌娃
应战，场面紧张而又逗趣。在拍摄
间隙，赵文卓和于荣光这两位“银
幕硬汉”一开口便聊起孩子，俨然
变身“虎爸”。
郑州晚报记者 崔迎 实习生 王世瑾

“很多老百姓不识字，但是他们熟识
很多礼仪传统与是非大义，文化与风度
是没有关系的，真正的忠、孝、敬往往是
从艺术作品当中体会到的。”

在回答“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创新”
时，姜昆认为，传统文化从来没有离开过
创新，就是靠不断创新来维持生存的。

对于年轻人与曲艺的关系，姜昆乐
观其成，“现在的年轻人对相声传承已经
走入正路。刚开始他们在小剧场进行大
量的演出，或许是因为生计、爱好等原因，
这是‘量变’。现在他们在电视台演出，这
是从量变到质变，从小众到大众的过程就
体现了年轻人对曲艺的热爱和传承。”

“从小众到大众，体现年轻人对曲艺的热爱和传承”

昨日，记者在嵩山饭店见到此行带团惠民演出的著名相声表演艺术
家姜昆，姜昆一如在舞台上那样笑容可掬。

“说唱艺术比较狭窄，曲艺的生存
状 态 可 以 用‘ 岌 岌 可 危 ’来 形 容 ，不
过，我特别高兴的是，从事曲艺创作
的人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努力着，他们
对文化的自信和自觉深深打动了我，
没有这些任劳任怨的民俗文化传承
者，就没有曲艺文化的今天。”

“今晚我们就可以看到，不管是年
轻人、中年人还是老年人，都在努力地

传承曲艺文化。现在许多人爱用城市
的眼光看待曲艺，其实我们应该回归
到老百姓中间，站在百姓的角度看曲
艺，才是真正的曲艺。”姜昆还举例，有
一次他到煤矿去开座谈会，看到有家
属在观看曲艺，3 个小时出来后，他发
现有更多的观众在加入，“曲艺是最接
地气的，体现了咱们中国老百姓对曲
艺的感情之深。”

“站在百姓的角度看曲艺，才是真正的曲艺”

河南5个参赛节目3个获得一等奖，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赵维莉——

河南是曲艺大省，咱们实至名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