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弹词活化石”彭延坤老人（资料图片）。

另一个问题也深深困
扰着彭延坤老两口。谭玉清
说：“两年来，他已第十次入
院。”

医药费已花掉近40万元，
这对于收入不多的二老是个
大负担。

21日下午，彭延坤的大徒

弟李迪辉表示， 多次入院，师
傅的积蓄早已花光，卖房实属
无奈。这次住院每天用掉几千
元，实在无力负担。

彭延坤夫妻俩一个月的
工资共2600元，为了治病，他
们卖掉了老房子，卖房所得的
30万元都用于治病。

“这是个无底洞，现在只
剩拆迁的一个房子了，如果不
够，也只能再卖。”谭玉清无奈
地说。

彭延坤说：“老伴古稀有
余，同样生病，听说有一种大
病医疗救助，希望能帮忙解决
一下这个问题。”

【窘况】 卖老屋治病盼有救助

彭延坤自幼失明，六七岁
时， 他家开了一个说书场，彭
延坤对此着迷，开始悄悄学说
书。9岁时倔强的彭延坤与邵
阳一个10多岁的小盲人爬上
了去武昌的火车“闯世界”，到
武昌后他们的钱却被偷光了。
想起评书上的潦倒人物，彭延
坤灵机一动，他小手一拍便在
空地上摆开架势说开了。这是
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表演：围观

者纷纷扔下铜板银币，他赚下
人生的第一笔钱。

真正学长沙弹词，彭延坤
只用了一个月，但他巧妙地把
湘剧等糅合进了长沙弹词的
唱腔，现事现唱。他的弹词表
演中还有一个现场答问环节，
茶客们问题一出，他必能立刻
编成弹词段子答上来，因此成
“长沙一绝”。

病床上的彭老对徒弟们

寄语时仍思维敏捷， 出口成
章：“忠心学艺传后辈，莫使艺
断恨白头。”

此前，他已整理刻录出部
分长沙弹词的试听资料。他希
望弟子“多听，多唱，耳濡目
染，刻苦学艺，将长沙弹词代
代相传。”

他说：“如果有转危为安
之时，希望能再为弹词的传承
做贡献。”

5月20日，记者再次看望
彭老时， 谭玉清正坐在床前，
戴着眼镜一字一句地给彭老
读报。彭老半卧在床上，神色
安详，竖着耳朵听。

“每天都要吸收新的知
识，把这些东西融入到长沙弹
词中去。”彭老说。

谭玉清拿出自己的手机，
从里面找出几张照片，那是彭

老入院前的头天晚上拍的。
照片中彭延坤低头疲惫

地坐在沙发里，一个年轻女孩
正用笔在本子上认真记录。“他
正指导天津音乐学院的吴纯修
改关于长沙弹词的毕业论文。”
谭玉清说。学生念论文，他听，
不对之处，他当场指出。

长沙弹词没有曲谱记录，
唱腔和唱词都是通过师徒间

口口相传，这些都保存在彭延
坤的脑中。“最担心的是长沙
弹词在我这断了传承。” 彭延
坤忧心忡忡。如今，在新兴娱
乐方式面前，长沙弹词有些黯
然。国内一些曲艺界名家很多
都曾向他拜师学艺，但最后专
注从事弹词文化工作的微乎
其微，如今只剩下他独自守着
这片“园地”。

【担忧】 怕长沙弹词断了传承

【心愿】 有生之年，还能唱弹词

5月14日上午11点， 记者
在省人民医院见到彭老。经20
多天抢救，老人已能坐起，但脸
和手都严重浮肿。

病房里的另一张病床上，
躺着彭延坤的老伴谭玉清。多
天来又累又急，她也病倒了。

这次住院是两年来彭延坤
的第十次入院， 而此次病情之
凶险是两位老人都未曾意想到
的。今年３月，彭延坤就出现全
身浮肿。

20多天前，彭延坤头晕，连
续三天干呕、吃不下饭，被直接
送进病房。初步检查时，医生就
马上喊：“快快快，抢救！”此时，
彭延坤的心跳每分钟只有38
下，出现了急性心衰。

抢救平稳后几小时， 医生
又发现， 彭老的血钾含量高得
吓人，是肾衰导致，差一点就是
尿毒症。 医生马上对彭延坤进
行了血液透析，就这样，彭老的
身上一下就插上了各种管子，
尤其是用于血透的两根粗大管
子从大腿根部插入， 管子周围
的皮下一片淤青， 让老伴谭玉
清心痛不已。

入院抢救的二十多天里，
医生多次下达了病危通知，有
几次医生要切开彭延坤的气管
插入呼吸机， 谭玉清都顶着巨
大的压力拒绝了。 彭延坤在意
识清楚的情况下也明确拒绝上
呼吸机。 原来当年夫妻俩的朋
友杨五六去世之前上过呼吸
机，目睹了老友的痛苦，从医院
一出来，夫妻俩就约定，以后无
论谁病危，都不要上呼吸机。

【病情】
数次病危 ，不愿上呼吸机

“长沙弹词活化石”贫病交加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卖房治病
彭延坤：最担心长沙弹词在我这断了传承

■记者 吴岱霞 张文杰
实习生 李满

76岁的彭延坤， 一袭墨
镜，双目失明，擅长即兴评唱。
在一些长沙人眼里，他就是长
沙弹词的活化石。

2009年，他成为曲艺类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
表性的传承人。

这两年，这个被称为“长
沙弹词活化石”老人因病多次
入院，最近又因心肾衰竭入院
抢救。让人揪心的是，为筹钱
治病，他已卖掉了自家老屋。
如今躺在病床上的老人虽然
贫病交困， 但他最担心的还
是“怕长沙弹词在我这断了
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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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补助一万
捉襟见肘
资助卡可领钱？
没听说过

“对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代表性的传承人，中
央财政每年有1万元钱补贴，
这笔钱直拨省财政厅。”21日，
省文化厅非物质文化保护传
承中心主任窦雪松说，受保护
的传承代表人凭借国家下发
的资助卡， 可到地市州签字领
取费用。

21日晚， 长沙市文联主席
何立伟说，“每年都拨了， 具体
情况要问办公室主任王勇。”

对此王勇表示， 每年都有
拨款，主要用于传承、带徒弟、
彭老的生活费等， 具体金额不
清楚。 但当记者问及是否由他
经手时，王勇表示要问财务，并
且这一块已移交， 具体要找长
沙非遗保护中心。

“每年年底，省非遗代表性
人物开会，在会上国家级的发1
万元、省级的3000元。我们总共
拿了五年，第一年3000元、第二
年8000元， 后面3年每年1万
元。”谭玉清表示，“长沙市文联
会每个月像发工资一样， 给我
800元，老头子1000元。”

谭玉清还告知， 这些年长
沙非遗保护中心花了5万多用
于整理录音磁带，“市文联将保
护权移交给群众艺术馆时，好
像还剩下4万多块钱。”

而对于窦雪松所说的资助
卡一事， 谭玉清表示他们从来
没听说过。

二十多年来收徒10人
大兵是彭老的二徒弟

二十多年来，彭延坤老先
生已收徒10人，其中大徒弟是
湖南著名单人锣鼓表演说唱
艺术家李迪辉先生，二徒弟是
全国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大
兵。彭延坤的弟子中：李迪辉、
大兵、黎瑞华、雷济菁均以学
习研究长沙弹词音乐理论为
主，谢红、聶晶平、罗树慧系近
年承师学习长沙弹词演唱，刘
淑纯现在湘鄂边界一带流动
从艺。

… 声望

… 回应

流年档案
长沙弹词
曾是城市宠儿

清同治年间

长沙弹词
形成，最初的表
演形式是以鼓
板唱道情。

1904年

长沙辟为商
埠， 茶铺茶馆居
全省之首， 弹词
流行。

1920年代

长沙弹词艺
人周寿云、 舒三
和等进入茶馆茶
社“坐棚”说书。

1940年后

弹词艺人在火宫
殿搭棚演出 ，1940年
后， 设有3个书棚，可
容纳200余听众。

1950年代

正式定名为
“长沙弹词”。

2006年

经省人民政府
批准，长沙弹词成功
列入了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2009年

长沙弹词被列
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彭延
坤成项目传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