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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李军民说，如果晚报读者中有人
愿意长期学习河洛大鼓表演技艺，欢
迎前来报名。只要您热爱大鼓表演

艺术，记忆力、悟性较好就行。李军
民的电话是13333879122。也可以通
过本报热线66778866联系报名。

后继乏人 老艺人“摆摊”招弟子
如果您对河洛大鼓感兴趣，可报名免费学习

□记者 杜武 文/图

19 日，洛阳河洛大鼓
艺术团在周王城广场举办
招收学员传承大鼓表演技
艺及义演活动，老艺人们
精彩的表演赢得现场观众
喝彩声不断，却很少有人
报名学习。一天下来，仅
有两人表达了想学习的意
向。该艺术团负责人说，
国家级文化遗产项目河洛
大鼓已面临传承危机，随
着老艺人们陆续离世，“人
亡艺绝”的残酷现实已经
摆在面前。

□见习记者 刘晓宇 记者 徐翔

“我76岁的姑姑，想找已33年没见
面的堂妹，你们能帮帮忙吗？”昨日，瀍河
回族区市民潘香茹拨打110求助。

是什么原因导致两位老人33年未谋
面？潘香茹能顺利帮姑姑找到堂妹吗？

护理工义务帮老人寻亲

昨日12时许，记者见到了潘香茹。
满头大汗、一脸焦急的潘香茹告诉我们，
她找了一上午，也没找到姑姑刘艳茹的
堂妹。

“家里人都帮不上忙吗？”面对记
者的问题，潘香茹难为情地笑了：“其
实，刘艳茹老人不是我的亲姑姑，而是
我护理过的病人。”

这是怎么回事？在我们的追问下，
潘香茹才说出实情。原来，她和刘艳茹
没有亲戚关系。她是正骨医院的护工，
一个多月前，刘艳茹老人因病住院，在住
院期间，老人总是念叨堂妹，她看老人思
念心切，就想帮老人找到堂妹。

找到同名同姓的人

刘艳茹老人只记得堂妹刘淑芳是北
关煤场的退休工人，户籍在五股路，其他
信息一概不知。

潘香茹决定，先从户籍入手。昨天
早上，她先来到位于五股路的东关派出
所社区警务大队查询，因没带身份证，没
有查到想要的信息。

随后，她来到居委会询问，但还是
一无所获。一脸沮丧的潘香茹走出居
委会的大门后，见到老人就上前询问
是否认识刘淑芳。

11时许，潘香茹终于找到一位北关煤
场的退休职工，而且老人表示认识刘淑芳。

在这位热心人的带领下，潘香茹
来到老集刘淑芳的家。可是，这位老
人并不是刘艳茹的堂妹，只是同名同
姓罢了。

这位刘淑芳老人也是个热心肠，在
她的帮助下，潘香茹找到了刘艳茹堂妹
两个女儿的手机号。潘香茹赶紧拨打过
去，却一个无人接听，另一个被告知是空
号。找人的事再次陷入困境。

老人的堂妹找到了

13时许，记者与潘香茹一起来到刘
艳茹老人的家中。老人独居，女儿在湖
南工作。老人回忆，1980年因工作调动，
她从新疆回到洛阳，见了堂妹一面后，一
晃 33年没再见面。“我现在非常想念
她！”老人说。

15时许，潘香茹尝试着再次拨打那
两个电话，上午没人接的电话终于接通
了。刘淑芳的女儿告诉潘香茹，她目前
不在洛阳，母亲在老家居住，现在身体不
错。“她说会安排两个老人见面，这下我
就放心了。”昨日下午，潘香茹在电话中
高兴地告诉记者。

独居老人
想念33年未见的堂妹
热心护工
跑前跑后帮忙寻找

王太平老人在表演河洛大鼓

河洛大鼓起源于清末民
初，在洛阳琴书基础上演化发
展而来，演唱风格欢快活泼，热
情奔放。2006年，河洛大鼓入
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项目。

为把这一古老的表演艺术
传承下去，19日，洛阳河洛大
鼓艺术团在周王城广场举办招
收学员及义演活动，不少老艺
人顶着烈日为市民表演拿手绝
活儿。下午４时，73岁的河洛
大鼓“非遗”传承人王太平老人
登场，为大伙儿表演了保留曲
目《包公奇案》。他表演的桌子
前，摆放着“免费招收学员免费
传授技艺”的宣传板。王太平
老人说，周王城广场上人多，接
地气，希望通过此次演出，尽快
找到合适的徒弟来继承河洛大
鼓技艺。

王太平老人告诉记者，到了
他这个年龄，最怕后继无人，让
河洛大鼓这门表演艺术断在他
这一辈人手里。去年，多位老艺
人发起成立了洛阳河洛大鼓艺
术团，来自市区及郊县的20多
个说书老艺人成为艺术团的成
员，他们通过进村入户、义务
演出等形式，为宣传推广河洛
大鼓忙碌着，希望河洛大鼓能
被更多年轻人喜欢。

该团负责人李军民说，目
前在洛阳能表演河洛大鼓的艺
人只有30多个，大多在郊县农
村，年龄不少已六七十岁了。

河洛大鼓的表演因人而
异，每个艺人都有自己鲜明的
表演风格。目前，艺术团在热
心人帮助下，为还能够表演的
老艺人们录制了音频、视频资
料，还根据老人口述整理编写
了河洛大鼓表演技艺指导教
材，目的只有一个——留住这
一独特的表演艺术形式。

宜阳县赵保镇67岁的说书人陈治
安在当地小有名气，他原是县曲艺队
成员，曲艺队解散后，他一直以说书为
生。说了一辈子书的他感叹，说书早
已不挣钱了，甚至难以糊口，跟了他好
几年的徒弟也离开了。

他告诉我们，每个月他能接到几
单说书的活，每次收入100元到 150
元。由于现在表演只局限在婚丧嫁娶
上，没有其他舞台可供艺人演出，所以
收入很低。对于徒弟的离开，他表示
理解：靠说书几乎没法生存。

在市区，67岁的杨兆民几乎每个双
休日都会准点出现在周王城广场上。他
颇具人气，一露脸，观众就有掌声。杨师
傅的徒弟也没有耐住寂寞，他说，根本原
因还是说书没有前途，徒弟们感觉学会
了没用，自然就不愿学了。

李军民说，近些年来，由于广播、
电视和网络的冲击，老艺人们失去了
表演的舞台，沦落成农村婚丧嫁娶时
的陪衬，收入低，表演质量自然下降，
形成恶性循环，以至于许多老说书艺
人回家务农，进而放弃表演。

不甘心河洛大鼓走向没落，艺人
们想尽办法寻找突破。

持有国家高级艺术师职称证书的
牛会玲是目前活跃的河洛大鼓艺人的
代表人物。她师从河洛大鼓第三代传
人崔坤。在她的倡议下，河洛大鼓艺
术团走进新区安置小区，为基层群众
义务演出。她告诉记者，去年在新区
安置小区，500多名居民冒雨听她演唱
河洛大鼓，说明河洛大鼓还是有市场
的，喜爱它的受众在基层群众中。去
年她受邀在龙门石窟礼佛台进行连续
多日的表演，也赢得了不少中外游客
的喜爱。牛会玲说，河洛大鼓艺人要
不断提升自己的表演水平，才能把观
众吸引在河洛大鼓的书场中。

孟津的河洛大鼓艺人王小五前年
到马街书会上“取经”，还参加了表演，
向外界传播河洛大鼓。王小五的表演
在马街书会获得了成功，被当地政府
授予奖牌。

网友们建议：河洛大鼓应借鉴比
如周立波的脱口秀、郭德纲的新派相
声等，这些都是传统表演项目改良后
得到观众认可的典范。如果河洛大鼓
艺人能在表演内容上快速更新，跟上
时代，多出一些针砭时弊、弘扬新风、
符合当代观众口味的新段子，一定能
够找回属于自己的市场。

善于在表演中创新的牛会玲告
诉记者，他们创作的新段子《金钱咏
叹调》《局长聚会》等在演出时很受观
众的欢迎，尤其是年轻观众的欢迎。
所以，他们会在创作方面作更多尝
试，推出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鲜的艺术
作品。

李军民说，他们正在筹划，试着选
取一个具有较好群众基础的乡镇，搞
一次以表演河洛大鼓为主的“洛阳书
会”，鼓励艺人们在一起切磋、创新，同
时也帮助艺人们争取更多的表演机会
和市场。

说书不挣钱，书迷不再迷

如果您感兴趣，可报名免费跟老艺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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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人们的突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