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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30年“潮动中原”系列报道之二十七

2008年10月12日至15日，众多中外魔术
家汇聚宝丰县，参加中国·宝丰第四届魔术文
化节暨“宝丰杯”全国魔术比赛。

在这次魔术盛会上，令葡萄牙魔术大师大卫·
苏萨、法国魔术大师奥马·帕夏等世界级“大魔头”
意想不到的是，与他们同台献艺、各亮绝活的魔术
师，有很多人竟然是地地道道的宝丰农民。

近年来，宝丰县有5万多位农民吃上了“文
化饭”，他们农忙务农，农闲从艺，足迹遍布全
国甚至远涉海外，由此形成的“农民文化现象”
备受瞩目。

不仅仅是宝丰县，改革开放以来，吹拉弹
唱、舞文弄墨，这些需要较高专业水准的文化
行当，被中原大地上的一大批“泥腿子”鼓捣得
有声有色。

“泥腿子”吃上文化饭

宝丰有着深厚的民间艺术底蕴，被中国杂技
家协会命名为全国唯一的“中国魔术之乡”。魔
术界人士大都知道，中国魔术数宝丰，宝丰魔术
数赵庄，而赵庄魔术又数周营村最为兴盛。

金秋时节，记者走进周营村，村里数千平
方米大的文化广场，农家庭院中的演出道具，
随处可见的“挥动魔术棒，财源滚滚来”、“高举
文化旗，共奔富裕路”等标语，使记者意识到，
这个远近闻名的“魔术专业村”果然名不虚传。

早在唐宋年间，周营农民就形成了玩魔术
的传统，当地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周营村，
圆周周，不唱大戏玩木偶。变戏法，耍提猴，锣
鼓一响解忧愁。”

然而，在封建社会，魔术被认为是雕虫小
技，魔术艺人被视为“下九流”，许多周营人常
年走江湖打把势卖艺，却常常难以糊口。

国难艺衰，国兴艺昌，民间艺术总是伴随
着时代行进的步伐曲折发展。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听起来神出鬼没，
演起来偷梁换柱，看起来捧腹大笑，点破了恍
然大悟”的魔术成了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东西，
周营农民纷纷重操魔棒，走出家门闯世界，在
更加宽广的舞台上赶海弄潮。

在如今的周营村，“上至九十九，下到才会
走，要论玩魔术，人人会两手”。村党支部书记王
星介绍说，该村的魔术团由当初的几个发展到如
今的112个，从业者达880人，占全村人口的一
半，每年演出收入达2000万元。一首顺口溜这样
描绘周营农民的生活现状：“住楼房，装电话，精
致手机腰间挎；走亲串友坐轿车，联系业务现代
化；男穿西装女穿裙，生活不比城里差。”

48 岁的周营村民刘顺是很早就开始闯江
湖的先行者之一。他有兄妹8人，因为人多，一
家人曾经连肚皮也填不饱。16岁那年，刘顺来
到西安寻找机遇。一天，看到街头有位老人表
演魔术，一会儿就赚了十多元钱，刘顺不由得
眼前一亮，意识到魔术就是一种生财之道，就
上前去拜师学艺。那位名叫王志富的老人是
位行走江湖多年的老把式，架不住诚心学艺的
刘顺软磨硬泡，老人收下他为徒。

经过勤学苦练，刘顺将魔术练得炉火纯
青。18岁那年，刘顺步入了魔术江湖，他告诉记
者：“刚开始是‘提包单干、摆摊混饭’，后来我就
在老家拉出一班人马，搞大篷演出，越干越大。”

1984年春节期间，刘顺等人到安徽一个县
城演出，因为人生地不熟，一时间找不到合适
的演出场地。面对困境，刘顺硬着头皮找到当
地政府求助。在县政府办公室，几套魔术演下
来，工作人员看得目瞪口呆，当即让他们在县
政府门前搭台演出。当时的门票是三毛钱一
张，几天下来，他们竟赚了上万元。

和“吃皇粮”的国有艺术团体不同，宝丰民间艺
术团体要直接面对市场风浪的考验，一路风雨兼程
闯市场，家家都有一部写满酸甜苦辣的创业史。

宝丰第四届魔术文化节期间，28岁的魔术
师丁德龙表演的《牌技》，从全国54个魔术师的
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银奖。丁德龙还应邀到
央视、凤凰卫视演出过。

得知丁德龙是宝丰县商酒务镇水牛里村
的农民，韩国魔术大师辛龙云大惑不解：“丁先
生是农民吗？噢，那太了不起了！他的表演达
到了魔术界顶尖水平，我看了很震撼！”韩国的
青年魔术师多是通过在大学魔术专业学习成
才的，辛龙云难以想象，一个农民是如何成为
魔术高手的。

外国同行哪里知道，因为没有条件进行专
业学习，丁德龙比他们付出了更多的心血。

4 岁时，丁德龙就随父亲丁发生到全国各
地乡村演出，父亲表演，母亲看场子，哥哥打锣
他敲鼓，一家人走到哪儿演到哪儿，风餐露宿，
历经坎坷。有时夜场演出晚了，小德龙敲着鼓
就睡着了，为此他的头上没少挨哥哥的锣棰。
就这样，在半睡半醒之间，丁德龙开始了他的
魔术启蒙课。

“几十年前，宝丰的农民演出团体都是家
庭作坊式的，夫妻结伴、父子同行，三五个人搭
个帐篷就演开了，所有的行头不过几十斤。”66
岁的丁发生老人回忆说。

如今，丁发生的后辈们迎来了事业黄金
期，“只去大城市表演，档期排得满满的”。他
家由大儿媳任团长的家庭股份制摇滚魔术团，

拥有的道具三汽车也拉不完，仅灯光音响就价
值30多万元。

更让丁发生欣慰的是，小儿子丁德龙青出
于蓝而胜于蓝，对魔术是如痴如醉。丁德龙从
小就对玩扑克牌很感兴趣，听说瑞典的变牌大
王皮旦马韦的牌技是国际一流，他就四处打听
买来皮旦马韦的表演光碟学习，除了演出，他
成天把自己关在屋里苦练牌技。

一天凌晨 3 点，丁发生发现儿子的房间还
亮着灯，看到丁德龙的双手练牌技练得又红又
肿，他心疼地流下了热泪，催促儿子马上睡觉，
丁德龙只得钻进了被窝。第二天，丁发生在丁
德龙的被窝里看到很多扑克牌，原来，虽然上
了床，丁德龙仍然在被窝里练功夫。

经过刻苦练习，丁德龙练就了一套独特的
牌技：国际变牌大王皮旦马韦单手抓牌，可以
连续抓 5 张，丁德龙可以连续抓 10 张，而且双
手同时抓牌，一次能抓20张。

农民创造了一种文化现象

神奇的魔术，正在改变着宝丰农民的生活。
“别看我是干这一行的，遇到演出我都场

场不落地看，咋也看不够……”宝丰县赵庄乡
大黄村39岁的任振伟一副老板派头，说起魔术
他兴致勃勃。

任振伟的咽喉下有块明显的疤痕，那是他
多年苦练“钢枪刺喉”节目留下的纪念。靠表
演魔术，短短十来年间，任振伟就成了远近闻
名的“任老板”，仅交通工具就有别克轿车、宇
通卧铺车、依维柯客车等6辆，价值40多万元。

魔术为宝丰农民带来了滚滚财源，变成了
颇具规模的文化产业。每年春节，宝丰的艺人
们纷纷将收入寄回家，仅赵庄乡的金融机构每
天都能收到近百万元汇款，这些机构被当地人
称为“魔术银行”。

一业兴带动百业旺。魔术演艺业的蓬勃
发展，带动了当地道具、音响、运输等相关产业
的发展，演出服务产业每年创产值 700 多万
元。前往赵庄乡的路上，经营魔术道具、大篷
的店铺不时映入记者眼帘，该乡已形成全国唯
一成规模的民间艺术演出服务市场，占地50多
亩的“赵庄魔术大观园”内，演艺大厅、魔术农
家乐一家挨着一家，200多米长的“魔术商贸一
条街”，吸引着全国客商纷至沓来。

宝丰农民不但在演出市场中闯出了路子，
赚到了票子，还换了脑子。

有了“第一桶金”后，刘顺看到为魔术表演
团提供道具是个商机，便创办了宝丰县最早的
魔术道具生产企业。如今，刘顺的道具厂制作
的道具和服装有 200余种，装备几个魔术表演
团不在话下，年收入10多万元。

耳闻目睹了宝丰魔术产业的状况，法国魔术
大师奥马·帕夏十分惊讶：“宝丰的农民魔术师队
伍规模之大，表演水平之高，经济收入之丰，在世
界各国是罕见的，不是亲眼所见，让人难以置信。”

目前，全国有 2000 多家民间演出团体，10
余万名民间艺人，其中宝丰县就有1400多家演

出团体，从业人员达5.5万人，年收入4亿多元，
演出收入占当地农民年收入的 70%以上，表演
团体和从业人员数量均占全国半壁江山。全
县很多乡镇都形成了“村村有团体，户户有演
员”的从业格局，魔术成了当地的一张名片。

“除了台湾，全国各地都留下了宝丰农民艺人
的足迹”，宝丰县委书记严寄音自豪地说：“这么大
的市场，是宝丰农民用脚板一块块踩出来的！”

宝丰魔术的兴起，被文化部称为“宝丰现
象”。 文化部市场司副司长张新建认为，在市
场大潮冲击下，许多演出团体都抱怨市场萎
缩，宝丰的艺人们却闯出了一个大市场。宝丰
魔术的发展是个创举，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
了一条有效途径。

特色文化产业村遍中原

宝丰农民的成功并非个案。
在民权县北关镇王公庄村，记者见到了另

一番文化产业胜景。
这里的村民是农民，又是画家；王公庄是

村庄，又是画院。村里家家有画室，处处闻墨
香，“某某绘画工作室”的招牌随处可见，当地
农民的绘画作品畅销上海、北京、广州等大都
市，还远销到韩国、日本等海外市场。

过去，王公庄人将老虎视为镇宅驱邪的灵
物，擅长画老虎，可是谁也没有把它当饭吃。
改革开放以来，村民们进城卖画，竟然卖出了
大价钱。一张画能卖多少钱呢？当地人有个
形象的比喻：一张画，一亩粮。

惊喜之余，很多人才意识到，平时瞧不上
眼的绘画手艺，是个能挣钱的“香饽饽”，于是
村民们纷纷从事绘画。

在市场经济的洗礼下，王公庄人品牌意
识、产业意识日渐增强，绘画之路越走越宽
广。村支书王培运告诉记者，他们成立了农民
书画院和虎文化传播公司，注册了“王公庄”、

“民权虎”等品牌商标，村里的画家已由创作
“虎画”等单一品种，向油画、烙画、麦草画等领
域拓展，同时开发出绘画工艺品、蛋壳彩画、工
艺雕刻等相关产业。王公庄人还把“毛坯画”
进行装裱，把成品画装入豪华礼品盒内，做成
高、中、低档系列产品，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
求，“我们还经常邀请国内著名画家到村里指
导，提高农民画师的绘画水平和画作品位”。

“荷锄弄丹青，泼墨画虎雄”，王公庄农民
绘画画出了一片新天地——1300多人的村庄，
有 800人从事绘画，仅此一项年收入就达 1500
多万元。一批农民画作经纪人往来于产销两
地，父子画家、夫妻画家、兄弟画家层出不穷，
曾经名不见经传的王公庄村变成了享誉国内
外的“中国画虎第一村”。

和王公庄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许昌
县灵井镇兴源铺村有一位名噪全国的农民导
演赵兰卿。2005年，他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
周年自拍电影《鬼子进村》。接着，赵兰卿又携
手央视编导拍摄数字电影《超级拉拉队》，献礼
奥运并向全国发行。在该村，像赵兰卿这样的

文化能人不止一个，村民孙保山还编排了一场
乡村版的“春晚”。

近年来，河南各地农民打造出一大批特色文
化产业品牌，如濮阳民间杂技、浚县黄河陶艺、新
安县下孤灯村的黄河奇石、辉县市沙窑乡郭亮村
影视基地、淮阳县临蔡镇许庙村的风车制作等等，
都享有盛名，展现出广阔的文化产业发展前景。

去年，包括王公庄村在内的 19 个乡镇、26
个村，被评为全省首批特色文化产业村或乡
镇，农村文化产业呈现出多点开花之势。

从“土”到雅的嬗变

农民曾经是一个“土”得掉渣的形象，似乎
是与文化不沾边的。

然而，从土里刨食到吃“文化饭”，新时期
农民一改过去的形象，在文化产业里“淘金”，
用智慧开启了致富之门，不断“井喷”的农民文
化现象说明：农民离文化并不远，发展农村文
化产业大有可为。

众多农民不但完成了从“土”到雅的嬗变，
他们思想上的变化更是值得称道。

现在，宝丰县的魔术艺人都十分注重节目
的创新，演出形式由原来的“撂明地”发展到进
剧场演出，演出节目由单一的魔术，发展到集
魔术、歌舞等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表演，节目
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不断给人们增添欢乐。

赵庄乡大黄村鑫磊艺术团团长张永峰 16
岁就率团演出，12年赚下了300多万元。31岁
的张永峰很“老道”地说：“现在演出要靠新、奇
取胜，节目要有品位，不然就没观众。”一番话，
使记者感受到这位农民艺人强烈的创新意识
和市场竞争意识。

为了在市场上站住脚，张永峰不但要求节
目健康向上，演员也要浑身是戏。经过创新
后，他们演出时，很多老外也连声喊“OK”，剧
场老板敬佩地称张永峰是“农民艺术家”。

2004年 6月，赵庄乡周营村农民王巧带人
到福建演出，10 个月后就寄回 5 万多元，王巧
的爱人张本周不禁编了一段顺口溜抒发心声：
改革开放似春雨，万余艺人献绝技。魔术变得
俺家富，全靠政府来帮助。弘扬文化促经济，
赶海弄潮天涯路。

本报记者 余英茂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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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
是公民期待 也是公民责任

《红楼梦》里有一句话，“假作真时真亦假”，意思是说，
当假的东西做得跟真的一样，真的东西也就没有人相信
了。10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第三次审议《食品安
全法》草案。此时处于风口浪尖上的食品安全，再次引起举
国关注。（11月3日《东南快报》）

最近，在食品安全领域里“风起云涌”的事件，让人有“一
朝被蛇咬”的感觉。从今年9月开始的奶粉事件到随后的奶
糖、饼干事件以及之后的柑橘、鸡蛋事件……并且，“潜规则”、

“公开秘密”之类的关键词也深深刺痛了民众。全国人大常委
会办公厅4月20日向社会全文公布《食品安全法》草案，广泛
征求各方面意见和建议，以更好地修改、完善这部法律草案。
现阶段，民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可谓“空前”，抱怨与不满情
绪滋生、宣泄，同时，强烈渴望着、期待着食品安全。

有人说，《食品安全法》草案征求民意正逢时。关注食
品安全，关注《食品安全法》草案，是公民期待，也是公民责
任。每一位公民都是食品安全的受益者，每一位公民都是
有害食品的受害者，同时，每一位公民应该是食品安全的参
与者、表达者、献策者。尤其在《食品安全法》草案征求意见
和建议阶段，在审议期间，在需要民意民智出谋划策时期。
众所周知，加强食品安全的立法是确保食品安全的根本。

与其担惊受怕地生活，不如直面现实；与其在期待中等
待，不如责任使然下的进言献策。普通民众不是专家学者，
可能意见与建议还不成熟，甚至不能说到点子上，但是，公
民的参与、表达是权利，又是责任。也许，你的一个小建议
就能发挥出大作用。比如，三鹿奶粉事件之后，就有人对免
检制度提出质疑，不久便废除了免检制度，《食品安全法》草
案三审稿中明确规定，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对食品不得
实施免检，将此前国务院废除免检的措施法制化。

在开门立法上，公民对立法的有序参与上已有较大的
突破:在法律草案公布的同时，以多种形式介绍草案的起草
背景；通过多种新闻媒体，开辟法律草案讨论和征求意见专
栏；起草和审议单位与社会公众之间要形成互动，对于各方
面的建议和意见，要逐条研究，并向社会反馈。

不要怜惜你的语话，不要怜惜你的智慧。《食品安全法》
草案征求意见还在继续，草案已几易其稿，让我们把关注的
焦点放在《食品安全法》草案之上，为其更加完善助力，为其
更加科学合理助力，这才是一劳永逸的。为了食品的安全，
为了自己的吃喝，为了自己的责任。 王旭东

谁是真正的“太上皇”？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

暴来势凶猛，目前正在国际上继续涌
动和肆虐，不少国家深受其害。如何
应对和化解这场危机，国际上众说纷
纭，莫衷一是。有一种意见认为，危
机真正的起因与“祸首”并非“资本追
逐最大利润”，而是“监控不严”，是美
联储这一类“太上皇”监控失职。

监控不严和失职显然是这场金
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但如果认为美
联储是美国金融系统真正的“太上
皇”，让它背上“祸首”的罪名，似乎
有点冤枉。

美联储相当于美国的中央银行，
它实际是私人银行家和大企业集团
的组织，并不受政府控制。美联储所
有的高层人员几乎都是这些集团的
首脑或他们的代理精英，美国政府从
这些人中“任命”主席。格林斯潘和伯
南克以及财政部长保尔森都是这类
人物。表面上看来，美联储是银行系
统的“太上皇”，但皇上有“皇”。格林
斯潘最近承认，美联储“原本有权监
控”，“制止不负责任的放款行为”。但
由于他错误地相信自由市场可以调
节金融体系，无需政府加强监督，没有
进行干预，犯了“局部错误”。其实，他
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再说美国的三大评估机构（穆迪、
标准普尔和惠誉），人们一直认为这是
美国最有权威、也是最可靠的金融管
理组织。但最近揭露的大量材料表
明，它们是真正“太上皇”的吹鼓手，一
直在唱响“无毒美酒”的狂想曲。它们
利欲熏心，为华尔街制造出的大量“有
毒”债券贴上了安全的标签。业内精
英如有任何质疑，很快就会被炒鱿鱼，
他们感慨万分地说，“我们不像是在进
行职业的评级分析，而更像是在把自
己的灵魂出售给魔鬼来换取金钱”。
五年多来，三大评级机构的总收入都
翻了一番，可是它们却欺骗和害苦了

美国民众和世界很多国家。
至于美国财政部和政府，从上世

纪里根总统开始，共和党政府就一直
主张绝对的和不受约束的自由主义
市场经济，而且在全世界倾力推销。
因此，在理念上和政策主张方面，他
们同银行系统的“太上皇”基本上是
一脉相承的，在金融创新和衍生产品
等问题上，战略目标一致，相辅相成，
根本谈不上什么严格监控。

因此，要有效应对和化解目前这
场金融危机，美国必须从根子上着手。

首先，美国政府必须行使真正
“太上皇”的职能，不能再让“大资本
先生”继续贪欲无度，更不能让他们
进行欺诈；要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监
控和制约。

第二，美国必须放弃绝对的自由
主义市场经济理念和相关政策。在
经济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不可否
定，金融衍生产品仍然需要发展。但
有三个条件不可或缺：一是金融创新
和衍生产品不能远离实体经济；二是
不能超越核心资本允许的合理范围；
三是要受严格监控和真正意义上的
评估，要有必要的透明度。

第三，从全球角度看，必须调整
和改变现行国际金融体制，特别是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使之适应世界多极
化的发展趋势。有两点特别重要：一
是话语权问题。现在一家或者一两
家说了算的现象不应该再继续下去，
应该平等对话，共同决策。二是货币
问题。美元作为国际主要储备和结
算货币，它的运作应该有必要的透明
度并受到严格的监控。不能像现在
这样，美国有按自己需要的“随意性”，
想增印多少就增印多少。这很容易
转嫁危机，或引发金融动荡。当然，这
两点美国一时恐怕难以接受，也不可
能一步到位，但形势逼人啊！改制的
大方向不可逆转。 王嵎生

有多少行业秘密需要意外才能公开
调查表明，在动物饲料中加三聚氰胺，已成

公开的“行业秘密”。在饲料中加三聚氰胺，五
年前从水产养殖行业开始，后逐渐向畜禽养殖
等行业蔓延。更令人吃惊的是，加入动物饲料
中的三聚氰胺，基本来自于化工厂废渣。这些
情况均已引起国家各部委高度重视，一场针对
三聚氰胺的专项整治风暴，正席卷中国饲料行
业。（《南方日报》10月30日）

毒奶事件一个月后，三聚氰胺再惹祸。香
港食物安全中心发现香港超市中的大连产“佳
之选新鲜鸡蛋（特大装）”验出超标88%的三聚
氰胺。香港专家随即表示，鸡蛋内发现含有三
聚氰胺极有可能是饲料被故意添加三聚氰胺所
致。这一推断得到了国内大多数动物营养专家
的肯定。如果不是香港“意外”地检测出内地产
鸡蛋含三聚氰胺，“意外”地引发了舆论的强烈
关注，暴露了动物饲料添加三聚氰胺的“行业秘
密”，社会恐怕还要蒙在鼓里。

这样的“意外”令人惊讶，这样的“意外”更令人
沉重和愤怒——事关公共食品安全，如此添加“毒
素”充当所谓的“蛋白精”，居然成为一个行业内的
普遍性行为，商业道德何在？！市场监管何在？！

回过头来梳理，我们悲哀地发现：动物饲料
添加三聚氰胺，这一行业秘密其实早已不是什
么秘密了，不知情的主要是消费者而已。2007
年5月，美国“毒宠物事件”的罪魁祸首就是三聚

氰胺。美国FDA的调查确证，江苏徐州安营公
司出口到美国的小麦和大米蛋白粉含有三聚氰
胺，导致了宠物中毒死亡。这，没有引起国内监
管部门的重视；一些有识之士如中国海洋大学
麦康森教授，在2007年11月中国水产学会学术
年会中就曾预言，“国内的水产饲料和其他动物
饲料都存在添加三聚氰胺的问题，包括奶粉”，
而这，依旧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久而久之，三聚氰胺化身为“蛋白精”在动物
饲料领域大行其道。从化工企业，到生产供应商，
再到原料流通商和中间贸易商，最后到饲料生产
企业，在三聚氰胺废渣“流通”的这一系列的环节
中，让人都遗憾地看到了监管的缺位——某种意
义上说，三聚氰胺在饲料行业内的使用是业内公
开的秘密，这是市场监管公权力的巨大耻辱。

时至今天，因为毒奶粉和毒鸡蛋的“登台亮
相”，“无意”间揭开了动物饲料添加三聚氰胺的

“行业秘密”。然而，还有多少行业秘密需要“意
外”才能公开？这是一个沉甸甸的问题。无论如
何，我们急切地期盼有关部门不要再“头疼医头、
脚疼医脚”了——毒奶粉出了整顿乳业市场，毒
鸡蛋出了整顿饲料市场，希望这样的整治风暴能
永久地“刮”下去，“刮”到任何需要监管的市场领
域，内化为日常的监管动力，尽职履职，强化责
任，让所有侵犯公共权利的商业劣行和行业秘密
无所遁形。这个要求，并不过分。 陈一舟

漫画：追星招商
财政拮据的山西省定襄县为了

凝聚人气、招商引资，近三年来先后
四次邀请明星，大办演唱会、联欢会
等，结果项目没引来几个，钱却花去
1000多万元。(据《经济参考报》)定
襄县尚有大量迫在眉睫的民生问题
因为财政困难而搁浅，而当地领导
却为“追星”而一掷千万，自得其乐，
不怕民怨。这是对执政为民政治理
念的一种悖谬，这种官员也不配为
人民公仆。 图/王成喜

宝丰农民魔术师丁德龙表演魔术《牌技》

王公庄被誉为“中国画虎第一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