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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代表范军：

“国际郑”应打造更多文化地标

■两会面对面

1月13日，正在参加河南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河南省人大
代表、中国曲协副主席、河南省曲协主席范军接受了东方今报·猛犸
新闻记者的专访，在建议扶持曲艺小剧场、推动曲艺进校园、培养曲
艺青年创作表演人才的同时，他还忧心忡忡地说：“郑州越来越有国
际范儿，但人文的东西太少了。”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首席记者 梁新慧/文 记者 李新华/图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
发布了众多关于支持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的文艺政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
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
化繁荣兴盛。报告还多次强调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涵养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重要作用。

作为曲艺领军人，范军一开口，就
离不开曲艺：“曲艺艺术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代表，以其富于艺术魅力的
表演形式，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
见。在经历漫漫千年的积淀过程中，
它凝聚的纷繁瑰丽的美学品质和艺术
手段，直接揭示了中国人所崇尚的审
美原则和兴趣。”

河南是曲艺大省，曲种繁多，有河
南坠子、河洛大鼓、三弦书、大调曲
子、鼓儿哼等，尤其是河南坠子和河
洛大鼓更是全国闻名。“但随着社会
的发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
一，曲艺的传承和发展却面临着巨大
的问题：曲艺演员老龄化，曲艺观众
高龄化，曲艺推广滞后化，曲艺普及窄
小化。”

因此，范军一直希望曲艺回归城
市，不能任其自生自灭；希望曲艺回归
剧场，让城市人能够听到曲儿，领略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希望曲艺回归
青年，民族艺术只有得到青年人的传
播，插上传播的翅膀，才能走向未来。

希望曲艺回归城市、回归剧场、回归青年

为了促进河南曲艺的传承和发
展，范军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成立

“非遗有范儿”小剧场。
去年3月17日，范军以公益传扬

人的身份，在郑东新区CBD的华夏非
遗馆内，开办“非遗有范儿”曲艺小剧
场，旨在让曲艺“回归城市、回归剧场、
回归青年”。范军的举动，让姜昆先生
深受感动，为其题写了剧场的名字。

自开业以来，如今已圆满完成演
出80余场，得到了众多业界大咖的认
可和媒体的关注。相声、小品、河南坠
子、大调曲子、三弦书、河洛大鼓、南阳
鼓儿哼、苏州评弹等60余种曲艺形式
在“非遗有范儿”小剧场精彩亮相，让
更多的河南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更方
便地了解曲艺文化。尤其是很多郑州
市民接待外地而来的朋友，往往会来
到这个剧场，感受正宗的中原文化。

“我们邀请盲人朋友走进小剧场，
让盲人朋友感受到曲艺的欢乐。我们

参加了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民族
大联欢，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
兄弟姐妹看到了河南曲艺的魅力。在
河南省文旅厅主办的‘丝路中原文化
盛典’中，‘非遗有范儿’小剧场荣获了
河南省年度最具影响力机构大奖。”

剧场影响力越来越大，但范军依
然困惑：跟省会郑州其他曲艺小剧场
一样，“非遗有范儿”也面临着叫好不叫
座、房租成本高等实际问题。“为了弘扬
曲艺文化，我们的票价往往几十块钱，
剧场只有100多个座位，仅靠演出收
入，远远满足不了剧场的正常运行需
求。尽管赔钱，但我会坚持办下去。”

范军说，小剧场是曲艺表演的一
方重要阵地，目前河南省曲艺小剧场
逐渐增多，但大多因为房租的问题，入
不敷出，生存艰难。因此，他希望能有
相关支持曲艺发展的政策出台，支持
曲艺小剧场的发展，让曲艺小剧场能
为曲艺的发展繁荣贡献力量。

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力，范军
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开展“非遗有
范儿”进校园，让曲艺在青年学子
中传播。

“目前，我们已经走进了黄河
科技学院、郑州师范学院、郑州技术
学院、郑州西亚斯学院等高校，全部
免费公益演出。每一个演出现场，
气氛都特别火爆。”言到此处，范军
话锋一转说，“这些活动都是我们
主动联系的，因为没有‘曲艺进校
园’的相关文件，导致师出无名，不
少学校无法接待，甚至连演员吃顿
饭都无法安排，非常尴尬。”

范军说，目前“戏曲进校园”已
经开展了很多年，各级戏剧院团能
够走进校园，为什么就不能开展相
关的曲艺进校园活动呢，如果这一
活动能够得到政府的支持，就可以

让更多的学生有机会接触曲艺。
“许多年轻人觉得曲艺不时

尚，只是因为没有接触过，但当他
们真真切切接触到曲艺的时候，又
会被曲艺的魅力所吸引。这是我
们从自己开展的‘曲艺进校园’中
得到的深刻验证。”范军建议，应该
出台“曲艺进校园”活动的相关政
策，为曲艺培养年轻观众，让更多
的年轻人喜欢传统文化。

在小学增开曲艺兴趣班，也是
范军梦想的场景。“曲艺有很强的
教化和宣传作用，可以在学校设立
曲艺兴趣班或者曲艺兴趣课，寓教
于乐。曲艺还是一种美学教育，让
孩子从小接触曲艺，对培养孩子的
沟通能力、协调能力都会有所帮
助。”另外，范军还建议，相关大学
应增开曲艺专业。

范军还自掏腰包举办了“非遗
有范儿”首届曲艺公益培训班。去
年8月7日，“非遗有范儿”首届公
益曲艺培训开班仪式在“非遗有范
儿”小剧场举行。

据了解，本次培训提前发布了
海选信息，面向全国公开招生。在
诸多报名者中，共有40余名热爱
曲艺、热爱表演、热爱舞台的选手
经过初选。此后，40余名选手赶
赴郑州，经过一对一面试，最终有
24位选手胜出，成为“非遗有范
儿”曲艺公益培训班的首批学员。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培训，所
有学员免收学费和培训费，与此同
时，还免费提供在郑期间的住宿，
解决了学员的后顾之忧。

“我把自己的一套房子拿出

来，安排孩子们居住。”范军说，这
些年轻人只是热爱曲艺，平时连个
表演的舞台都没有。他们属于新
文艺群体，而他身为曲艺领军人，
有责任给年轻人搭建一个平台。

范军说，目前曲艺面临创作、
表演人才的匮乏。相声演员不是
神仙，不可能又导又演又编，毕竟
术业有专攻。如今，曲艺创作人才
都在五六十岁以上，专业的曲艺作
家基本上为零。“河南曲艺要发展，
不但要有曲艺家，还要有曲艺创作
家。”范军建议，通过“名家传艺”工
程、“曲艺研修班”等活动培养更多
的年轻曲艺人，并通过推介工程，
给青年曲艺人排作品，让他们能够
在舞台上立得住。只有这样，曲艺
才能够更好地传承。

自掏腰包举办曲艺培训班，给年轻人提供舞台

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创作是
文艺工作者的中心任务，作品是文
艺工作者的立身之本，优秀文艺作
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文化创造能力。对于精品剧目的
打造，范军从来不敢松懈。

“前几年，我们把曲艺和话剧
相结合，先后排演了原创方言剧
《老汤》《老街》，取得了很好的社会
效果。”范军说，他希望能用自己的
作品，讲好河南故事，发好河南声
音，树好河南形象，这不仅仅是对
曲艺，也是对河南各种艺术门类的
要求，通过自己和河南文艺人的共
同努力，出精品，出力作。目前，第
三部剧《老家》已经启动前期工作。

在去年的人代会上，范军和豫
剧名家汪荃珍等人，就向大会提交
了关于建立常香玉艺术馆的建议。
今年，范军依然在为此奔走呼号。

纪念馆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常老师是国务院追授的第一位人
民艺术家。常香玉的名字，早在新
中国成立初期就响彻大江南北，和
梅兰芳、侯宝林等一起，成为那个

时代的大师。我们现在常讲，要弘
扬中原人文精神，那么，要做到这
一点，总得找个依托吧！”在范军看
来，外人一提到河南，都说是文化
大省，但外人来到省会郑州，能去
看的地方太少了。

“不可否认，这些年，郑州越来
越洋气，越来越国际范儿，大型商
场很多，但人文场所太少了。以至
于每到寒暑假，家长带着孩子都往
外地跑，又有多少人愿意来郑州看
看呢？郑州何时能够像西安、成都
一样，也成为网红城市呢？”范军
说，文化大省，是由一个个名人堆
积起来的，政府有关部门一定要围
绕传统文化做文章，充分利用现有
的文化资源，比如建立常香玉艺术
馆就是一个很好的选项，打造更多
的文化地标，城市才会慢慢有温
度、有情怀。

范军坦言，作为一名曲艺艺术
工作者，他将尽心尽力做好曲艺的
传承和发展，让更多的人了解曲
艺、接触曲艺、喜欢曲艺，让曲艺在
新时代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开办“非遗有范儿”小剧场，赔钱也要办下去

“曲艺进校园”师出无名很尴尬，不少学校无法接待

郑州越来越洋气，但人文场所太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