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上，一方醒木，一柄折扇，说学逗唱；台下，

一杯热茶，一碟瓜子，笑声不断。

这些年，刘振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了

打磨本领、传承技艺上，但他仍觉得不够：“对相声

演员来说，十年磨一剑的精神远远不够，想要炉火

纯青，没有几十年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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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情韵悠扬，省级非遗东姜老调

质朴高亢，市级非遗正洛罗家枪

刚劲有力……日前在任丘市梁

召镇，举办了 11年的非遗联欢会

再次上演。10余个在当地广泛传

承的非遗项目先后亮相，演员均

为本镇村民。
本报记者 康 宁 摄影报道

“启辰！启辰！……”观众
的呼喊一声高过一声，相声演员
启辰即将登场。

28岁的刘振家住运河区名
人社区，启辰是他利用业余时间
表演相声、王派快板时用的艺
名。

这个艺名是师父——著名王
派快板、相声演员何德利给他起
的，希望他能将传统曲艺发扬光
大。

刘振学习相声、王派快板已
经 12年了。师父的期许，他没
有辜负。只见他身着褐色大褂，
嘴角微微上扬，和搭档不慌不忙
地走到台中间，向观众们点点
头，表演开始。一段贯口下来，
语气快而不乱，慢而不断，一气
呵成。

启 蒙

刘振很忙。几乎所有的业余
时间，都被他用在了打磨本领、
传承技艺上，但他仍觉不够。

“对相声演员来说，想要技艺炉
火纯青，没有几十年是不行
的。”刘振说。

刘振和相声的缘分是从小就
结下的。

刘振的爷爷是个相声迷，睡
觉时都在听相声。刘振小时候经
常跟在爷爷身边，耳濡目染，不
知不觉也爱上了这门艺术。六七
岁时，刘振就已经能像模像样地
表演相声小段了。

2011 年，刘振第一次到天
津演出，算是正式“出道”。能
够登上真正的舞台表演相声，他
兴奋得一夜没睡。上台前，刘振
紧张到一趟趟去厕所，手心直冒

汗。
那一天，自己怎么走上台

的、怎么开的场，刘振一概不
知。“当时大脑一片空白，紧张
到台词都忘了说，幸亏搭档有经
验，率先说起开场白，这才救了
场。”好在，刘振很快就稳住了
心神，一个包袱抛出来，台下观
众哄堂大笑。他立刻找回了自
信，放松了许多。

这次表演经历，让刘振意识
到了自己的不足。

苦 练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相声也是如此。刘振明白，想学
好相声，就要努力成为“内行
人”。

相声讲究四门功课：说、
学、逗、唱。仅一个“说”，刘
振就不知磨了多久。一个《报菜
名》，每天练几十遍，一练就是
10多年。“闭上眼睛都是菜，就
是吃不到。”刘振打趣道。

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相声讲究“死纲死口”，演

员表演时要严格遵循台本，同一
个段子每次表演都要一字不差，
就连节奏、语气、停顿、换气、
手势、表情甚至侧身角度都要相
差无几，因为任何一个微小变化
都会产生不同效果。“‘死纲死
口’是精益求精的表现，是为了
将最好的演出献给观众。最好的
表演者能将‘死纲死口’做到不
留痕迹。”刘振说。

为了达到这样的水平，多年
以来，刘振每天都进行大量练
习。

早些时候，刘振还没有拜
师，为了追求更好的演出效果，

他都是先背台本，把名师名家的
表演录下来，再对着录音机一遍
遍模仿语气、语调、语速……

久而久之，刘振对自己的要
求越来越高。“录音只能听，表
情和动作都看不到。”刘振就又
对着电视模仿。几点、哪个频
道、什么节目会播相声，他都一
清二楚。

坚 持

台上，一方醒木，一柄折
扇，说学逗唱；台下，一杯热
茶，一碟瓜子，笑声不断。

去年，在唐山的一场演出
中，刘振表演的传统相声《夸住
宅》赢得满堂彩。他头脑灵活，
表演时常能即兴“砸现挂”，惹
得台下观众捧腹大笑。

如今，刘振在业界已小有名
气，但他也经历过没有观众的时
候，要邀请亲朋好友来捧场。

“越是找不到方向的时候，
越要努力砸基本功。”刘振坚信
这个道理。每日苦练，即便是在
相声市场最不景气的那段日子
里，他也从未泄气。

梅花香自苦寒来。苦练本领
的刘振，不仅扛过了初时的无人
问津，也从最初的“撂地”表演
到走进茶社、剧场。

这些年，刘振努力研磨传统
相声的同时，也创作了不少相声
段子、快板书，他的这些作品紧
跟社会热点话题，贴近生活，生
动有趣，常能博得观众喝彩。

“想创作出好作品，不光要有一
双善于发现的眼睛，还得注重平
时积累。”业余时间，刘振看新
闻、跟热点，很多百姓关心的话

题都被他编进了段子里。

传 承

刘振的恩师是著名快板、相
声演员何德利。

“师父对我要求十分严格。
我练功时，师父就在暗处监督，
稍一偷懒就会被罚。”练功很
苦，但刘振明白只有这样才能练
就一身能耐。

持之以恒的磨砺，让刘振的
相声功底进步飞快，也让他对师
父充满了感激之情。

在他心里，师父不仅是自己
在相声领域的领路人，也为他的
人生路指明了方向：“师父教会
了我一个道理，凡事都不能有半
点马虎，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做
人、做事。”

如今，传统曲艺越来越被广
大年轻人喜欢，相声和快板也迎
来了春天。为了让更多年轻人喜
欢上传统相声，刘振老段新说，
将生活中的热点、时尚元素融入
其中，为传统段子注入了新元
素。

与此同时，从 2018 年起，
刘振开始整理王派快板段子，已
整理出 143段，共 22万字。其
中，传统曲目 55段，创编曲目
47段，返场段子 41段。这项工
作目前还在继续，每每遇到有相
同爱好的人，刘振都会免费赠送。

长袍马褂、妙语连珠，承载
了相声人的智慧，也诠释了相声
人的奉献。这条传承之路，刘振
会将相声进行到底。

近日，一名为给顾客送救
命药而一路狂奔、热血喊话的
外卖小哥走红网络，被广大网
友点赞。

他叫杨卓凡，是个利用寒
假时间做兼职的 19 岁大学生，
广西北海人。

1 月 30 日，杨卓凡接到一
个“救命订单”——一名被蛇

咬到的顾客急需解毒药。接
单、拿药，再到最终送达，在
遵守交规并保证安全的情况
下，平时要花半小时以上的路
程，杨卓凡只用了22分钟。其
间，因担心送药不及时导致顾
客发生意外，他一直与顾客保
持联系，为其加油：“你还活
着吗？”“为了救你，我赌上性
命 跟 ‘ 洗 神 ’（死 神） 搏
斗！”……

杨卓凡急迫的语气和带着
魔力般的口音，让人觉得既好
笑又感动。网友纷纷为他点

赞，评论道：“凡人英雄，小
哥好样的！”“不要随意给迟到
的小哥差评，因为他有可能是
去救人了！”

有趣的灵魂，有担当的气
魄，那自带笑点的风中大喊和
为陌生人拼尽全力的狂飙，种
种背后，是一位热血青年的责
任心和英雄气。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
然。人们赞美英雄，更梦想成
为英雄，站在历史的聚光灯下
为世人敬仰和铭记。但在生活
中，真正支撑起整个时代的，

更多是像杨卓凡一样默默无闻
的“平凡英雄”。

锐锋产乎钝石，明火炽乎
暗木。所有的英雄，都是普通
人拥有一颗伟大的心。

向火而行的消防员、热心
公益的志愿者、白衣执甲的医
生护士……他们都是社会中的
平凡一员，是我们的邻居亲
友，是陌生的路人过客。他们
或勇敢，或孝顺，或执着，或
善良，用寻常的言行、真挚的
情感，书写了属于这个时代的
英雄史诗。

正是这一位位平凡英雄，
让温情得以传递、暖意得以长
存。

平凡是生活的本色，不凡
是生命的追求。对工作始终负
责，对生命报以敬畏……英雄
在变得伟大之前，都是平凡的
普通人，他们的付出，成就了
自己的非凡。所以，即使我们
再普通，也可以造就伟大与不
凡，每个人都能书写自己的不
凡人生。

凡人也能伟大，每个人都
了不起！

凡人也可以伟大 知 言

2月 3日一大早，距离非遗
联欢会开演还有半个多小时，任
丘市梁召镇西南芦张村的室外小
剧场已聚了不少人。

他们都是来参加非遗联欢
会的，既有提前来彩排的演
员，也有趁早来挑选座位的观
众。“我们镇举办非遗联欢会已
经 11年了。这一次，我们云鹰
武馆第一时间报了名，不光准
备的节目多，而且都是新节
目！”省级非遗阴阳八盘掌传
人、任丘市云鹰武馆负责人韩
友伯兴奋地说。

在梁召镇，提起非遗联欢
会，很多人都会像韩友伯一样
兴奋。这里是远近闻名的“非
遗小镇”，拥有一项国家级非
遗、两项省级非遗、13项市级
和县 （市） 级非遗，还有 3 项
非遗在多个村传播，可谓村村
有非遗传承。

上午九点半，国家级非遗辛
安庄民间音乐会的年轻演员们，
身着喜服登上舞台。在阵阵锣鼓
声中，2023年梁召镇非遗联欢
会拉开序幕。

非遗在梁召镇有多受欢迎，
从当地人对非遗联欢会的态度就
能知晓。

得知要举办非遗联欢会，梁
召镇的非遗传承人们摩拳擦掌，
国家级非遗辛安庄民间音乐会、
省级非遗东姜老调、市级非遗正
洛罗家枪……10余个在这里广
泛传承的非遗项目争相亮出自己
的拿手好戏，共有 30多个节目
登台亮相。参与表演的演员都是
当地村民，年长的五六十岁，最
小的只有6岁。

71岁的高进宝，既是省级
非遗东姜音乐会的代表性传承
人，也是省级非遗东姜老调的
剧团团长。虽然因为身体原
因，他这次没有登台献艺，但
也早早来到剧场，整场联欢会
从头看到尾。“今年不当演员当
观众，看着孩子们在台上表
演，心里既痒痒又踏实。”高进
宝说。

台上演员卖力表演，台下观
众也不遑多让，边看边品评。

“今年上台的都是年轻人，咱们
镇的非遗后继有人呀！”“辛安庄
民间音乐会的这个节目我知道，
几年前在中国音乐学院的舞台上
表演过。”

在梁召镇，非遗联欢会不仅
是艺人们展示才艺的舞台，也是
当地村民心心念念的大联欢。

“要是哪年没办非遗联欢会，心
里一整年都空落落的。”村民高
荣连说。

1月28日，春节假期后的
第一个工作日，当地企业老
板，同时也是任丘市传统武术
协会会长、阴阳八盘掌第六代
传人王春胜，接到了梁召镇文
化站站长王春怀打来的电话，
询问他是否愿意赞助即将举办
的非遗联欢会。

王春胜十分痛快地应了下
来。

从 2012年起，王春胜就
赞助各种非遗活动，还出资建
了 3个固定舞台和 1个可移动
舞台。

梁召镇是任丘市的经济强
镇，生产的电力金具和汽车配
件全国有名。“这些企业老板
大多是本地人，有的还是非遗
传人，从小对非遗就很有感
情。”王春怀介绍说。

有了来自民间的鼎力相
助，梁召镇各种非遗活动开展
得如火如荼。

非遗舞台 村民联欢
民间赞助 热情高涨

传承计划 激活非遗

刘振刘振（（右右））向朋友展示他整理的王派快板资料向朋友展示他整理的王派快板资料

午后的梁召镇辛安庄村，
唱腔激越高亢的辛安庄河北梆
子，从王春英家里传出来。

王春英是辛安庄村启新河
北梆子剧团的团长。2021年，
梁召镇以家庭成员长期从事非
遗传承、依托宅院开展非遗活
动为标准，评选了11个“非遗
小院”，王春英家就是其中之
一。

“只要有时间，我们就唱！
不光自己唱，还教孩子唱！每
次活动时，光是来听戏的人就

有十几个。”王春英介绍说，
获评“非遗小院”以来，剧团
人数从十来个人增加到三十多
人，常来学习的小学员有六七
人。

这些年，为了更好地保
护传承非遗项目，梁召镇制
订了包括“非遗小院”在内
的一系列传承计划。

自 2010 年起，梁召镇的
非遗项目相继走进中小学
校。“我们每周都去学校教
课，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不够，
就来家里继续学，都是免费
的。”李立霞是东姜老调的传
人，在她心里，有了这些孩
子，东姜老调的传承就有了希
望。

梁召镇还邀请老师创作
新节目，组织非遗传承人进
行表演。任丘竹板书第五代
传人王永存表演的 《太行山
上新愚公》等新作品，在网
上一经发布就广受好评。他
说：“我18岁学艺，唱了一辈
子竹板书。没想到这么大年纪
了，还能在网上火一把。”

此外，梁召镇还办起了
“彩虹课堂”。非遗传承人将党
的创新理论、“四史”宣传教
育融入曲艺作品之中，既传承
了非遗，也让理论宣讲更加有
声有色。

传人有了，新作有了，舞
台有了，需求也有了……梁召
镇的非遗正焕发出旺盛的生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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