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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为了了爷爷爷爷，，海海归归博博士士济济南南说说评评书书
著名曲艺家马合义之孙马骏立志将非遗传承下去

今年46岁的他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并且还是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博士，回国工作多年后，他却选择办起
了合义书场。他就是马骏，为已故著名曲艺家马合义的孙
子。为了将书场坚持下去，马骏每年要拿出近80万元来补贴
书场演出和发展。虽然亏损巨大，但他每年还坚持多场免
费演出。今年国庆期间，市民可到位于东工商河路的药王
楼合义书场欣赏免费评书。

今年46岁的马骏为济南著
名曲艺家马合义的孙子。马骏告
诉记者，这一生对他的事业影响
最大的就是他的爷爷，他从8岁
开始就在爷爷身边生活。

据了解，马合义先生是济南
人，生于1909年9月，10岁时就拜
在中国评书艺术家吴鸾喜先生
门下学艺。他使评书艺术达到了
一个新的高度，形成了独特的艺

术风格。马合义最著名的作品为
评书《济公传》。

虽然耳濡目染，但马骏刚开始
并没有从事评书表演工作。马骏
199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拿
到古梵文的博士学位。2001年回国
后，他做了多年的生意。

经过多年工作，马骏手头有
了一定的积蓄。他便想起了马合
义老先生临终前的愿望，“如有

可能，一定办一个真正的书场，
千万不要把评书扔了……”让那
些喜欢听评书的人有个乐子。

2007年，马骏投资200万元，
在百年老字号“燕喜堂”饭店内
开办了“合义书场”，专门为客人
表演相声、评书、魔术、大鼓书等
传统的曲艺节目。后来，合义书
场多次搬迁，现址位于东工商河
的药王楼内。

马骏介绍，济南一直以来是
全国三大曲艺码头之一，“北京练
活，天津练嘴，济南踢门槛。如果
能在济南演出成功，到全国各地
都能演了。”但从2002年开始，济
南的曲艺市场就开始走下坡路。

近日，记者在合义书场看
到，虽然书场内有着几十张凳
子，但是观众并不多，而且观众
大部分还在50岁以上。“当时书
场在燕喜堂时，书场里一共有30

多名演职人员，有时只有一个客
人，他们也照演不误。”马骏说，

“第一年就赔了100多万。”
马骏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现在书场内还有6名演员，也都
为友情演出。”一场演出下来，成
本都在1000元以上，但每场的客
人却比较少。“现在每年仍要亏
70万至80万，这些钱要用自己其
他的生意去补贴。”

虽然亏损巨大，但人才的青

黄不接更让他担心。“随着老一
辈曲艺人才越来越少，曲艺人才
断层现象突出。”马骏告诉记者，
愿意干这一行并且符合条件的
年轻人很难找。

遇到了种种困难，但马骏告
诉记者，“济南不能失去这种传
统曲艺，而且这也是我爷爷的一
个遗愿。”他坚定地告诉记者，

“他将继续坚持下去，让想听评
书的人还能有个地方乐和。”

经过多年打拼，马骏的“合
义书场”在圈内外已经有了很大
的名气。马骏也获得了多项荣
誉：国家一级演员、曲艺评论家、
2007年获中国马派快书评书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2012年荣
获泰山文艺奖等。

为了回馈市民，宣传中国
传统文化，书场每年在端午节
都要向市民赠送粽子。“爷爷

在世时，全家每年端午都要包
上 3 6 5个粽子送给街坊，向衣
食父母祝贺节日，送出 3 6 5个
平安与祝福。”

为了继承先人的优秀品格，
现在的合义书场还保留了这个
习惯。

为了让更多的市民走进书
场，尤其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书
场，马骏正在积极排演新的曲

目，让年轻人去喜欢上传统的曲
艺艺术。

“现在每年的五一、六一、十
一、春节等假期，书场都坚持免
费入场。”马骏介绍，仅在去年十
艺节期间，合义书场便免费安排
了200多场义务演出。他还告诉
记者，“今年国庆假期，书场每天
下午仍将免费安排评书演出，欢
迎市民前来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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