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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相声这门传统艺术，人们常常
会想到外地市、上了年纪的表演艺术
家，其实我市有一群相声迷，还组建了
一个名为“清河社”的相声社团。在相
声不甚流行的漯河，他们用执着让这门
传统曲艺绽放光彩，也实现着自己的人
生梦想。

近两天，记者采访了这群喜欢“搞
笑”、制造快乐的人。

喜欢相声到“魔怔”

3月 10日晚上，记者来到市区公安
街一栋民房里，只见几个身着长衫的
人，正在“溜活儿”：有的在对着墙练

“贯口”，有的在唱戏，有的围坐在沙发
上研究最新的段子，一捧一逗，一唱一
和，抖出的一个个包袱，让旁观者开怀
大笑。

这些人就是“清河社”的成员，他
们一共有 5个人，其中 4人为“80后”，
还有一人是“60后”。

“我们 5个人都有自己的正当职业，
相声只是我们的业余爱好。”“清河社”
发起人张克举说。

张克举是一名婚庆主持人，因为从
小羡慕嘴溜的人，所以喜爱上了相声。
工作后，他认识了喜欢相声的效子赫、
高蒙福、张留声、裴东，他们有的是婚
庆主持人，有的是餐馆老板，有的人学

过唱戏，而年龄最大的裴东则是一名大
学音乐教师。5个相声迷，经常凑在一
块聊相声，且常常聊个通宵。然而，他
们仍觉得不过瘾。

说起对相声的热爱，这五个人最常
提到的一个词，就是“魔怔”。

“每天打开电脑，第一件事就是听相
声，手机上下载的也是相声段子，一有
空就放几段听听。”张克举说，他们五个
人之前没有什么相声功底，也没有拜师
学艺，都是自学，“听听人家咋说的，自
己模仿模仿，然后根据自己的想法，再
创作一下”。

创作相声段子 反映市民生活

效子赫说，他们 5个人因为都有各
自的工作，只能晚上聚在一起练相声。

“最开始，我们只是尝试着在朋友聚
会时，露露脸、说说相声，后来朋友们
反应还不错，给了我们很大信心。”效子
赫说，后来听说许昌有个相声社很红
火，他们就跑去看。

“人家相声社的成员都是草根，没有
专业演员，看人家玩得不亦乐乎，我们
心里也痒痒的。”效子赫说，他们5个人

一商量，干脆也成立了一个相声社。5
个人还分了工，有捧哏有逗哏，有单口
有对口有群口，还买了长衫、惊堂木、
桌布等道具，弄得有模有样。

“我们也没有拜什么专业的相声老
师，所以说起相声来，也打破传统，大
胆融入现代元素。”张留声说，他们最开
始说的时候，是模仿那些相声大家的相
声段子。慢慢地，他们就自己创作相声
段子。他们创作的相声段子，力求贴近
漯河人的生活。

“像舞阳话里的‘怼’，漯河人生活
中流传的段子以及发生在漯河的有意思
的事，都被我们写进了相声段子。”张留
声说，为了写出更多含有漯河元素的相
声段子，他们在朋友聚餐、茶余饭后、
微信朋友圈里四处扒拉“笑料”。

逗乐别人 开心自己

“我们聚在一起说相声，主要目的是
逗乐别人、开心自己。”张克举说，他们
目前的打算是先把相声练好，多写几个
带有漯河地域特点的相声段子，将来有
机会了就组织自己的相声专场，让更多
的漯河人看到他们的相声。

“大家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相声大腕
的表演，我们学不来，我们只是想让人
知道咱漯河也有说相声的。”张留声说，

“其实，生活中是有很多欢乐的，我们就
是要将这些乐子找出来，给大家展现出
来，这就是我们最开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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