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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范丽丽）26 日上午，市二

院内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在市二院建院五十

周年之际， 建筑面积达 2 万平方米的综合病

房楼也开工了。“新病房楼总投资近 4000 万

元，设计床位 400 张，设有病房、消毒供应室、

手术室、大型设备摆放室等基础设施。 建成后

将大大改善医院就医条件， 提升医院技术档

次。 ”市二院院长张涛说。

二院的院志上记载着 1962 年二院刚建

院时，只有一个内科，八张床位。 如今，市第二

人民医院共有开放床位 300 张， 刚刚启用的

家庭式病房整洁、温馨、舒适。 房间里有实木

沙发、窗帘、空调，还装有地暖。 一位患者家属

告诉记者， 他们是家庭式病房楼的第一批住

户，这里条件很好，有家的感觉。

“肿瘤患者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比普通

患者要忍受更多痛苦。 很多患者不愿让别人

看到自己难受的样子， 更渴望得到相对隐秘

的空间。 ”内二科护士长南华说，家庭式病房

楼自 3 月 5 日投入使用以来，已入住 36 名患

者，以肿瘤疾病患者居多。

市二院市场部主任张焕云说，市二院是国

家卫生部确定的全国 81 家食管癌、 贲门癌早

诊早治项目单位之一， 是省肿瘤医院协作医

院。 市二院除了为患者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外，

还承担着 120 急救任务、全市公共事件医疗卫

生救援任务和全市人民的肿瘤防治工作。 市二

院的肿瘤放疗科和显微外科是我市重点专科。

市二院喜庆建院五十周年暨综合病房楼开工

� 李俊生，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浚县善堂镇人；

他是扎根于民间的唢呐艺术家，愿用自己的一生阐释唢呐艺术……

李俊生：让唢呐艺术活跃在民间

□

晨报记者 马珂 文 / 图

3 月 22 日，记者见到了这位农民艺术

家。 据李俊生介绍，兄妹九个中，他排行老

四，出生在 1963 年的夏季，那是个洪涝灾

年。 听母亲说，他出生那天，他父亲离开

家，带领群众去挖河。 那天的雨下得特别

大，他家能住的三间土坯房都塌了。 邻居

们帮忙在他家院子里用玉米秆搭了个简

易棚，李俊生就出生在这个棚里。 在当时

靠工分生活的状况下， 由于劳动力少，他

们兄妹还小，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 正是

生活的艰辛铸就了他坚毅的性格。

李俊生从小就喜欢听当时村里流行

的地方戏———大弦戏。 唢呐是大弦戏中的

主要乐器，李俊生觉得嘹亮 、豪放的唢呐

声很动听。 初中毕业后，他把学习吹唢呐

的想法告诉了家人。 那个年代，人们的思

想还很封建。 李俊生的想法当时遭到家人

强烈反对。

“咱家辈辈都是种地的，为啥要学那个

东西？ 唱戏吹喇叭的死后不能上祖坟。 ”李

俊生的父亲甩下这句话后就气冲冲地走

了。

在强大的家庭压力下，李俊生赌气三

天不吃饭，父母拗不过他，便不再反对。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既然他们

如此看不起吹唢呐，我就一定要学出个样

来，证明给他们看。 ”李俊生心中萌生了强

烈的信念。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同村李同海老师

的启蒙下， 他开始了一边学习吹唢呐，一

边上学的生活。 那时家里穷，经常吃不饱

饭，每天黑窝窝、红薯面，晚上只能喝水 。

李俊生经常饿着肚子练习吹唢呐。 为了鼓

足劲，练习吹唢呐前，他总是把裤腰勒得

紧紧的。

据李俊生回忆，当时离他家不远处有

一个很大很深的芦苇坑，为了不打扰四邻

休息，那里就成了他练习吹唢呐最好的地

方。 无论寒冬酷暑，每天早上天不亮，他就

从被窝里爬起来，奔向芦苇坑 ，对着坑底

的水坑吹，把芦苇当成听众。 因为练习吹

唢呐，当时腮肿嘴烂是家常便饭。 尤其是

冬季， 嘴里吹的热气通过笛杆变成了水，

再到笛碗时就结成了冰。

在芦苇坑里，他不但认真练习基本技

巧，还经常仔细倾听各种鸟儿的叫声，并细

细琢磨。就这样，他在唢呐独奏《百鸟朝凤》

的基础上加入了很多自己创作的成分，一

曲雅俗共赏的《俊鸟报春》便诞生了。 芦苇

绿了又黄，黄了又绿，伴随着唢呐声过去了

数十个年头。

他知道，只有博采众家之长，才能使自

己的唢呐技艺更高。为了继续深造，他又拜

当时富有盛名的唢呐艺人姚振家（浚县豫

剧团团长姚明修之父）为师，学习传统的唢

呐曲子，后又师从大弦戏剧团常运启，学习

唐宋大曲和“桂、山、泣、月”（桂枝香、山坡

羊、泣阳回、月儿高，均为曲牌名）等经典唢

呐曲子，并且在原来绷嘴吹的基础上，创造

出一套独有的演奏技巧，笑着吹、用鼻孔单

吹和双鼻孔各吹一唢呐、 嘴同时吹两杆唢

呐等演奏方法。

梅花香自苦寒来

“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一分耕

耘，一分收获。在李俊生付出汗水的同时，也换来了

丰硕的成果。

2008 年 11 月， 李俊生参加了由文化部主办、

江苏省人民政府承办的首届中国农民文艺汇演并

荣获“丰收杯”大奖。 在演出中，一曲带着浓郁乡土

韵味的《俊鸟报春》博得在场观众阵阵掌声，尤其是

演奏到第二章节的“山淮啼晓”“莺歌燕舞”“林间嬉

戏”和“金鸡晨鸣”时，很多外国朋友也竖起了大拇

指。 演出结束后，很多领导和外国朋友纷纷登台和

他合影留念。

此外，2001 年 5 月， 他在省首届民间艺术节唢

呐大赛上荣获金奖；2006 年 4 月， 他被中国民间文

艺家协会吸收为会员；2008 年 12 月，他被省民协授

予“表演艺术家”称号；2009 年 7 月，他被省人民政

府评为高级民间艺术师；同年，他在第一届中国·郑

州炎黄文化周民间艺术展演中荣获金奖；2012 年 2

月，他又荣获鹤壁市委、市政府“杰出文艺人才奖”。

面对荣誉，他淡淡一笑，因为在他心中，民间听

众才是最重要的。

让唢呐艺术活跃在民间

他深知唢呐艺术来源于民间， 也要服务于人

民。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他就活跃在豫北一带

农村，风雨无阻。 每当看到观众笑了，他就高兴地

说，演出成功了。“观众的要求就是我的目标，我会

为了这个目标不断努力。 ”李俊生说。

由于长年奔波， 冬季的严寒，2009 年下半年，

他被医院诊断为重度肺炎，病情恶化，呼吸十分困

难。 病情好转后，主治医生在闲暇之余风趣地对他

说：“俊生，你到阎王那边报了个到又回来了，差一

点儿就转正了。 ”听完医生的话，他流着眼泪，用沙

哑的声音吃力地问专家：“我的病好后还能继续吹

唢呐吗？ ”在场所有人的眼睛都湿润了。

他说，他会一直用心去探索、创新，以此回报所

有支持他的人。如今，在“学艺先修德”的原则下，他

已经培养了许多弟子，他们在艺术的道路上都取得

了可喜的成绩。

今年 49 岁的李俊生，是一位农民艺术家，出生在浚县善堂镇西善堂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凡是熟

悉他的人，无不对他高尚的艺德和精湛的技艺称赞不已。 他凭着深厚的唢呐功底和独特的表演技巧，使

古老的传统艺术———唢呐走出中原，让更多人了解。

芦苇坑里勤学苦练

艰辛的生活铸就坚毅的性格

以上图片为李俊生在表演唢呐绝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