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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河晨报

“我们这个俱乐部并不是严格意义上

的俱乐部， 成员和观众不用交任何费用，

说白了就是热爱戏曲的朋友学习交流的

场所，是戏迷群众的开心乐园罢了。 ”俱乐

部创办人郭新民趁中场休息时，向记者介

绍。

“2004 年，我们创建了这个俱乐部，

最多时有五六十人， 现在有三十多

人，成员上至 80 多岁的老人，下到

三四岁的儿童，有在职的，有退休

的，有干部、教师、工人、农民、学

生、 自由职业者……基本上干

啥的都有。 大家除了在一起交

流学戏，自娱自乐外，很重要

的 一 点 就 是 坚

持为群众义务演出，这也是我们与其他演

艺团体的最大区别。 ”郭新民说。

看着台上业余演员们演得入情入境，

台下的群众听得如痴如醉，记者忍不住追

问郭新民：“为何要在家中创办这样

一个既不能带来收入又要投

入很大精力的戏曲俱乐部？ ”

原来，年轻时的郭新民

热爱文艺表演， 吹拉弹唱

样样在行。中学毕业后，他

在卫贤镇南纸坊学校教

学， 既是学校的文艺骨干，

又是村里宣传队的主力。1977

年， 他凭着一副好嗓子和对戏

剧孜孜不倦的追求，转入浚县豫剧

团。

虚心好学的他很快从跑龙套的成

为台柱子，多次获奖，并被评为国家三级

演员，他的事迹被载入浚县县志和河南省

戏曲名人录。 1985 年，他被任命为浚县豫

剧团副团长。但 1999 年退休后的赋闲生活

让他突然有点不知道如何是好，自己的戏

曲才能没了用武之地， 他一直琢磨还能

再 做 点 什么。

“在剧团

里工作了这

么多年，我

觉得农村

的文化生

活 相 对

贫乏 ，农

民 更 需

要 精 神

娱乐活

动。 如

果 大

剧 团

送

戏下乡 ，60 多人

吃住行会给群众

带 来 很 大 的 负

担 。 此外，农村

一 些 不 健 康 的

思想和错误观念对群

众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郭

新民回忆说，从那时起，他就想 ：

能不能组建一个义务表演队，既起

到服务群众的作用，又不给群众增加

负担。

直到偶然一次，他在山西观看

了一场地方戏，对方小剧团的演

出模式让他茅塞顿开。 十多人

组成一个小剧团，规模小，机

动性强，便于管理，节目短

小精悍，群众喜闻乐见，

给 大 家 送 去 欢 乐 的 同

时， 也不会给群众增加

负担。 郭新民决定效仿

这种模式组建演出队。

� 在浚县有这样一个俱乐部，它由来自各行各业的戏曲爱好者组成。 他们不是专业演员，却能结合自编自演许多脍

炙人口的唱段，义务给群众送去欢乐。凭着一股韧劲儿，无论是在酷热难耐的盛夏，还是天寒地冻的严冬，他们在大伾

山景区、浚县街头、各乡镇为群众义务演出 2500 余场，为群众送去难得的精神食粮。 这就是浚县戏曲艺术俱乐部。

郭新民：戏曲义演 撒播欢乐

□

晨报记者 夏国锋 文

/

图

“吹起唢呐唱起歌，致富莫靠生孩多。

天上星多亮不远，一轮明月照山河。 ”“假

如家家猛添丁， 后世吃泥也要争呀……”

“咚咚锵！ 咚咚锵！ ”铿锵有力的锣鼓声，诙

谐、质朴的演唱，热烈的掌声 ，如魔音一

样，吸引着附近居民三五成群地赶到浚县

科技路北段一户居民家里。

天气虽然阴冷，但是院儿内早已挤满

了人，来晚的只有站在后排，踮着脚伸着脖

子瞧。 院内西侧 40 平方米的舞台上，乐师

们演奏得韵味十足，演员们唱得有板有眼，

台下的群众听得如痴如醉……这是 12 月

6 日， 记者走进浚县戏曲艺术俱乐部时看

到的情景。

这里的一切都吸引着记者去探究这个

戏曲俱乐部背后的故事。

说干就干， 郭新民按照自己的

想法，四处招收学员，经过一段时间

尝试，现实给他泼了一头凉水，让他

动摇了。 郭新民说，有人劝他，“有退

休金，有吃有喝，别干了，也有人私下

说他是‘吃饱饭撑的’。 ”

由于受到诸多限制，郭新民就到

女儿工作的濮阳市去实现自己的理

想。 1999 年，他在濮阳工人俱乐部广

场附近的公园开唱了，没想到吸引了

很多戏曲爱好者。

从培养乐队和演员到自编 、自

导、自演戏剧文艺节目，经过 3 年努

力，他培养了几批戏曲爱好者，最终

留下来的 20 多位成员组成了一支广

场文化义务宣传队，长达 5 年的义演

给当地群众送去了欢乐。 这支宣传队

得到濮阳市有关部门的肯定。 这次成

功的尝试让郭新民坚定了搞好群众

文化工作的信心。

“浚县是咱的家，家乡给了我戏

曲才能，我应该回报家乡。 ”郭新民

说，在濮阳的成功经验，让他有信心

在浚县组建一支义务演出队。

2004 年 3 月，郭新民扛着弦子来

到大伾山上的阳明书院，为附近群众

和游客义演。 三四个月过去了，却没

人愿和他一块儿干。 郭新民说，第一

个来找他的是浚县某事业单位的退

休职工李洪宾，后来，俱乐部的成员

就越来越多了。

“我在金融单位工作，有一次我

在大伾山上玩，看见山门口有人拉弦

子，就试唱了一段儿，还不错！ 后来，

我就来学唱戏，挺高兴的！ ”俱乐部成

员李玉兰说，如今，她是俱乐部的主

持人。

退休的高级农艺师李清源从小

热爱唱戏， 他也加入了戏曲俱乐部。

他说，在这儿圆了自己的梦。

随着俱乐部成员增多，急需建一

个遮风避雨的舞台，郭新民想在自家

院内建。“他一个月退休金才 600 多

元，我一个月 300 多元。 有一次，我刚

领回 2000 元退休金，还没暖热，送水

泥的司机来了，我就直接给了他。 ”郭

新民的爱人王淑平苦笑着说，他们的

退休金都贴补到戏曲俱乐部，家里除

了一台用了十多年的旧电视机，再无

值钱的东西。“除了花钱，从上午 8 点

多到晚上 9 点多， 一天到晚乱得不

行。 ”王淑平说，后来，她也慢慢习惯

了，心里闷时也跟着唱几句。

郭新民家的客厅确实有点寒酸，

几个褪色的沙发， 一组用旧的柜子，

一张简易桌子， 贵重物品就属那台

17 寸的老长虹电视了。 他家墙上挂

着的大刀、锦旗、牌匾以及演出时的

精美照片，那都是俱乐部成员用汗水

换来的。

“大刀 60 多元一把， 一面锣 100

元，凤冠霞帔 1000 多元一套，大一点

儿的东西大家凑钱买，小点儿的东西

个人购买，个人使用和管理。 ”郭新民

笑着说，“有时听说哪家剧团有旧物

品不要了，我们赶快去要。 ”

“为了让演出效果好一点儿，我

们凑钱买了一套 1000 多元的二手音

响，没想到刚用了几天就坏了，郭老

师一狠心， 花了 2400 多元买一套新

的。 大家来看戏学戏时，俱乐部还免

费供应开水，费用全是郭老师出。 ”李

玉兰说，有了演出队伍和设备，戏曲

俱乐部总算能为大家表演了。

“咚咚锵！ 咚咚锵！ ”

热爱戏曲 身退志坚

郭新民的戏曲俱乐部逐渐形成这样的习

惯： 在没有特殊情况下， 不管是酷热难耐的

盛夏， 还是天寒地冻的严冬， 他们坚持在大

伾山上为本地群众和外地观光游客义务表演；

每周日下午， 在郭新民家的院子里演出； 每

逢过节 ， 都要举办节日演唱会 ； 每到夏季 ，

俱乐部就在马路边、 路灯下为群众义演， 让

大家高兴而来， 愉快而归。

为了更有效加强戏曲艺术的感染力和教

育作用， 郭新民在戏迷中挑选了一批觉悟高、

演技精、 有奉献精神的学员组成了一支义务

演员队， 除演唱传统的唱段外， 还结合党和

国家的方针政策、 法律法规， 自编自演一些

思想性强、 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 如配合思

想教育活动自编自演的 《八荣八耻》 唱段 ；

配合普法宣传自编自演的 《逼婚》、 《感谢司

法局》 等节目 ； 纪念申奥成功自编自演的

《山欢水笑迎奥运》； 宣传道德建设的节目

《拉荆芭》、 《摔饭罐》； 歌颂浚县人民的大合

唱 《浚县人》， 还有让人百听不厌的自编豫剧

《宽心歌》 等。 他们自编自演的戏剧 《不准超

生》 在我市建市 50 周年文艺汇演上获得好

评。

2011 年 6 月， 为了宣传“泥猴张是浚县

的名片和资源” 的精神， 戏曲俱乐部还挂起

了“黎阳泥猴张大舞台” 的牌子。

为了把欢乐深入地送到群众中， 俱乐部

启动了“义务送开心万里行” 活动。

9 年来， 他们把大伾山景区 、 广场 、 街

道、 公园、 敬老院当成义务演出的舞台， 跑

遍了黎阳、 白寺等浚县大小乡镇， 为群众义

务演出 2500 余场。

戏曲俱乐部的成员勤学苦练， 义演队伍

整体水平提高很快。 早期参加俱乐部的朱海

科还考上了中央戏曲学院， 现在湖南长沙戏

曲学院任教， 还有一些俱乐部成员在安阳等

地的戏曲学校教学。 2010 年， 央视 《过把瘾》

栏目来我市录节目， 戏曲俱乐部有 4 人参加

了录制。

随着义务演出的深入， 郭新民和他戏曲

俱乐部的故事被 《鹤壁日报》、 《河南日报》、

《老人春秋》、 鹤壁电视台 、 河南省电视台 、

河南省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关注， 浚县有关

部门也给予高度肯定， 张新民的戏曲俱乐部

还被授予“法制宣传教育先进集体” 称号等。

随着演出次数的增加， 演出规模的扩大，

郭新民在兴奋之余， 开始困惑。

“平时排练需要花钱买道具 ， 下乡义演

时， 需要自己花钱租车， 还要解决演员的吃

饭问题， 演出的次数多了， 学员支出的过多，

费用成了制约俱乐部发展的瓶颈。 此外， 哪

里需要我们编排的思想性强、 有号召力的节

目去演出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郭新民

无奈地说。

了解郭新民的人都知道， 他有很多机会

可以甩手不干。 2008 年， 西安电影制片厂招

聘演员， 他通过了考试， 但他放不下戏曲俱

乐部， 于是放弃了。 其他剧团以 4000 元的月

薪聘请他， 他也拒绝了。 “还是那句话， 只

要有群众喜欢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都会想办

法把俱乐部办下去 ， 为群众演出。” 郭新民

说， 不管是戏曲界的同行， 还是热爱戏曲的

群众， 只要愿意为大家义演的， 他们的俱乐

部随时欢迎您加入。

自编自演 送人欢乐

外地尝试 本地“开花”

戏曲俱乐部的成员正在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