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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宋莹玉）2025中国·宝丰
马街书会于 2月 8日(农历正月十一)至 2月
10日(农历正月十三)在平顶山宝丰县马街
村举行。

“马街书会作为‘年市、社火、庙会、灯会
等’庆祝活动的特色举办地，进入春节申遗文
本。这令我们宝丰人更加骄傲和自豪，也更
加坚定了全体宝丰人民群众保护好、传承好、
办好马街书会，建设好国家级说唱文化生态
保护实验区的信心和决心。”2月6日，平顶山
说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发展中心党组书
记、主任申红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会场上、河岸边、麦地里，到处是扎下的
摊子，以天作幕，以地为台，打起简板，拉起
琴弦，说书亮艺。听书爱好者扶老携幼，从
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前来赶会听书。会场摩
肩接踵，人声鼎沸，甚为壮观。

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民间曲艺大
会，宝丰马街书会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
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每年农历正月十三，书会就在河南省平
顶山市宝丰县城南的文峰街道办事处马街
村举行，上千名说书人在麦田里同台竞艺，
坚持赶会 20年、30年以上的说书人比比皆
是，一向有“一日能听千台戏、三天可读万卷
书”的说法。

它又是一座露天的曲艺博物馆，仅在马
街书会上出现过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曲艺类项目就有几十种。书会期间，来自各
地的民间曲艺艺人每年都在 1000人以上，
他们相互切磋、亮书会友、拜师收徒。

为了保护、传承马街书会，宝丰县已经
连续多年对马街书会期间的系列活动进行
数字化记录；对民间艺人的传统唱段进行录
音录像，登记到会艺人传承曲种、门派、代表
曲目等详细情况；对收徒拜师、评选书状元、
祭火神、对戏、民间接待艺人风俗、三月三祭
拜三皇等民俗进行有效保护；宝丰人王凯创
办了马街书会曲艺培训学校、马街书会说唱
艺术团；出版的说唱文化系列丛书包括《马街
书会唱段集锦》两部、《马街书会长篇大书选》
三部以及《马街书会记忆》《大调曲牌音乐》

《说书人》《说书人的马街》等；文旅融合中，
马街书会景区创建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守望说唱，情系万家”，以常态化展演、
传统民俗对戏、收徒拜师为主，马街书会在今
年推出17项文艺活动玩转传统文化，无论是
小小志愿者讲解、民间艺人亮书，还是非遗大
集、书状元评选……这里应有尽有。

1.神奇的麦田
在这场文化盛宴中，最

神奇的是，在举办马街书会
的麦子地里，麦苗被万人踩
踏，深深地埋进泥土中。即便
如此，随着返青时节的到来，
长势依然旺盛，在初夏仍然丰
收，千百年来年年如此。

这是少有的直接在小麦
田里举办的大型民俗活动，体
现着中原农耕文化的特色。
2.中国说唱艺术的大汇聚

从正月初七火神庙祭
祀火神开始，马街书会就拉
开 了 系 列 民 俗 活 动 的 帷
幕。接待艺人、对戏、拜师
收徒、艺人祭祖、评选书状
元等民俗活动相继登场，正
月十三达到高潮。

有意请人表演的人家
到书会上物色艺人，艺人进
行说唱表演，称为“亮书”；
艺人收到演出邀请，与人

“签约”，称为“写书”。
除曲艺艺术外，魔术、

高跷、秧歌、铜器、腰鼓、唢
呐、戏曲等民间艺术，在马
街书会上也经常见到，还有
吹糖人的、玩杂耍的、唱经担
歌跳经担舞的、卖花米团的、
卖琉璃不对儿的等。
3.国家级说唱文化（宝丰）
生态保护实验区

2017年，原文化部批准
宝丰县设立“国家级说唱文
化（宝丰）生态保护实验区”。

说唱文化（宝丰）生态
保护实验区涵盖宝丰县全
部行政区域，以当地自然环
境和社会环境为依托，通过
对以活态传承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及其所依存的物质
文化遗产、生态环境采取科
学保护，实现对说唱文化生
态进行整体性保护的目标。
4.说唱、说唱文化

说唱原是对中国特定
传统表演艺术形态的一种
描述。现泛指以曲艺（曲艺
作为对某种特定艺术门类
的专称，是在20世纪50年代
初期确定的）为主要表现形
式的艺术形态，如变文、评
话、大鼓、弹词、道情、宝卷
等。说唱不仅使口头文学
得以代代相传，也对我国章
回小说及戏剧艺术的形成
和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
5.祭火神、拜三皇、祭邱祖

马 街 火 神 庙 历 史 悠
久。正月初七是“祭火神”
的主场，其后一直到正月十
三，民众和各地赶会的艺人
还要到火神庙祭拜，寻根问
祖，祈求一年说唱生意红红
火火、全家平平安安。

马街火神庙供奉有三
弦书艺人的祖师三皇和河
南坠子的祖师邱祖。三弦
书艺人敬奉三皇，即天皇伏
羲氏、地皇神农氏、人皇轩
辕氏。“邱祖”指邱长春，又
名邱处机。据说由他开始
才创立了道情和河南坠子
艺人龙门派，故被说书人尊
奉为“开山祖师”。
6.待客

马街一带村庄的村民，

自古至今都有接待艺人的
习俗，是宝丰说唱文化生存
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同时，他们有“（正月）十三
马街会”大于年的说法。马
街书会期间，村民不仅义务
招待艺人，还筹备丰盛的饭
菜、置办酒席接待。
7.对戏

“对戏”是马街书会的重
要组成部分，又称“赛戏”。
按照宝丰县周边的习俗，庙
会刚起会时，都要唱大戏，影
响较大的寺庙甚至请两台以
上的大戏唱上几天，可达到
吸引人气、香火旺盛的目
的。同一地点出现多台大
戏，为比胜负、较高下，必形
成对垒之势，称为“对戏”。

历史上，每年春节，马
街村、东彭庄村各“写”一台
大戏，正月初十晚上开始唱
戏预热。过去没有电，夜晚
唱大戏，台口正中及两侧悬
挂巨大鳖灯（后来是马灯）照
明，里面盛满足以燃烧三天
三夜的灯油。锣声一开，两
台戏同时上演，观众喜欢听
哪台戏就向那台戏聚集，最
终观众多的戏班获胜。
8.拜师收徒

口传心授、言传身教，师
傅带徒弟是培养传承人的有
效方式。它有一套严格的程
序，旨在彰显艺术的神圣性
和严肃性，提醒弟子不辱祖
训、遵守师规、虚心学艺。

拜师收徒由引荐师介
绍、送保师（见证人）作证，
徒弟向老师递交拜师帖，师
徒一同向祖师行礼，老师向
徒弟授门规祖训。门规祖
训包括尊师重友、尊敬父
母、身体稳重、言语温和、家
门清白、知义报恩、交友信
实、谨守学规等。

曲艺行里的规矩，谁收
了徒弟都要交代十三马街书
会的事，并带徒弟到会上给会
首引荐，同时跟曲艺界前辈见
面、拜年、请教技艺，这样艺人
赶会代代相传，相沿成俗。
9.亮书与写书

艺人在麦田现场表演
擅长的曲目和技艺绝活叫
作“亮书”，买卖双方商量好
价格、时间、地点、场次的过
程叫“写书”或“请书”。“写
书”一词并非指著书立传，
而是曲艺行当里的买卖，需
要有“卖家”和“买家”。

马街书会是曲艺交易
的集市，写书者可以从中任
意挑选。通常他们以质论价，
即通过对演唱者水平的评估，
包括唱腔、吐字、刻画人物甚
至气质、长相等综合因素的考
虑，选择自认为好的，便私下
与说书人商议书价。

谈价成功，写书者给艺
人一些定金作为路费，同时
带走一件艺人使用的乐器
或道具（简板或铰子）作为
信物，并留下地址。艺人
可以继续在书会演唱，等
书会结束，艺人如约到写
书人家中或其他指定地点
演唱。

马街书会上的精彩演出

本版图片均据新华社

艺人在书会上表演

马街书会知识亮点小科普：

··文化重地文化重地

麦田里的艺术派对
马街书会热火朝天玩转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