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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和伯苓同志在宝坻区政协组织的一次活动中相识，相识年头虽然不长，但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
他办事认真执著，为人实在真诚，在政协也负责文史工作，因此，平时我们接触多了，就成为好朋友
，常来常往，去年我的从艺五十年纪念活动，还专门邀他参加。
通过交往，我了解到他对宝坻的文史工作非常用心，对宝坻的文化名人也很关注。
他早就说过，想从故乡这个角度给马季先生写一本书，我是非常支持的。
我说，你写吧，需要我干什么就来找我。
在这之前，我们还在宝坻为纪念马先生搞了一次演出，他的处女作《马季生前与身后》完稿后，来北
京找我征求意见，并请我为本书作序，我非常高兴，因为由他执笔写马季我是有言在先大力支持，同
时，我和马先生有深厚的感情，他是我尊敬的良师益友，伟大的艺术家，我们曲艺界的顶尖人物，相
声界的大师。
他为人正直，敢说真话，名利地位无一所求，这一辈子就是为相声来的。
这样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出在宝坻，为他著书立说，这是一件大好事，也是宝坻的重要文化遗产，怎么
做都不为过，我答应在前边说几句话，表达我的一些心意。
　　这本书我是认真地阅读了，总体印象不错，很有特点。
这本书语言比较朴实，作者非常巧妙地将采访笔录原汁原味地用第一人称出现，使人看了如同身临其
境，感觉非常真实。
本书的立意也挺好。
写马季的生前，从马家历史渊源的脉络切入，不仅详细描写马家的历史，而且浓墨重彩叙述马季先生
两次回家乡、老家人与他的深厚情谊，使其与故乡融为一体，特别是采访了马家那么多老人，通过对
亲闻亲历的口述，真真切切还原了历史、追述了历史，托起马季先生成长的厚重文化背景。
这是独特的资源，宝坻的东西，让人看后耳目一新。
而马季的身后，又着重从继承的角度去连接具体的人物和事件，意义深远。
《笑在家乡》《马东寻根》《徒弟眼中的师傅》等章节，都从不同的角度介绍马季的人品、风格、创
作、艺术，这是很有新意的。
尤其是他的几位弟子，从灵魂深处讲马季，从灵魂深处讲继承，怀念之情溢于言表，有感而发落地有
声，“我们要沿着师傅开辟的道路走下去，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多写新段子，多创新节目，多演新相
声，把笑声送给观众！
”　　出书就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历史，丰富我们的民族文化，满足读者的需要，我作为曲艺战线的一
名老兵，在继承传统民族曲艺文化上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看了《马季生前与身后》我很高兴，这本书
在这个方面起到了填补空白的作用，它是一本好书，一本新书，希望大家都抽出点空来，来看看这本
书。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　刘兰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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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季生前与身后》着重从故乡寻根这个视角，介绍马季鲜为人知的故事。
本书采访笔录原汁原昧地用第一人称呈现。

写马季的“生前”，从马家历史渊源的脉络切入，详细描写马家的历史，叙述了马季先生两次回家乡
、老家人与他的深厚情结，托起马季先生成长的厚重文化背景；而马季的“身后”，以“马东寻根”
、“徒弟眼中的师傅
”等内容，从不同角度展示了马季的人品、马季的风格、马季的创作、马季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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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伯苓，现为天津市宝坻区政协副主席。
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曾任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宝坻区广播电视局局长等职务。
先后有三百余篇作品在《人民日报》《天津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等中央和省市重要媒
体上发表，并多次获奖，被评为优秀通讯员。
2001年到广电局工作后，组织创作出了宝坻区第一部广播剧《箭杆河畔的年轻人》，专题片《帐房*人
的答卷》获得第九届“全国农业电影电视神农奖”。
这是宝坻区获得的第一个广播电视国家级政府奖，其创作的广播电视作品连续六年在天津市广播电视
年度作品评比中获得第一名。
曾参与组织策划18场大型综艺性活动，在央视和天视播出后，受到了社会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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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爱才惜才
 2.强大的艺术创作力
 3.低调处事朴实做人
 4.非常热爱观众
 5.海外传播相声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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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沿着师傅开辟的道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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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黄庄“大户”马季祖籍天津宝坻黄庄人。
他的老家离宝坻城区有80华里。
为了探清马季家史，2008年4月2日，踏着满眼的春色，我们驱车来到了黄庄，这里地处大洼深处，是
宝坻区乃至天津市的重要农业生态区，道旁两侧水田如织，林木荫荫，水丰草美，鱼米之乡般的生态
景色十分宜人，她西傍潮白河东临蓟运河。
偌大的村庄就镶嵌在这两条巨龙之间。
当你置身这片土地上时，一种灵气便扑面而来。
黄庄在历史上就是名村重镇，虽然九桥十八庙的遗迹不复存在，但宝坻县志却足以说明她深厚的文化
底蕴和历史渊源。
据宝坻县志记载：“相传明朝永乐年间，由山东过来部分移民在此落户，建成东里子沽，辛庄子，霍
家台子，北候台子等几个小村，后来发展连成一片。
明朝正德年间，朝廷宦官刘瑾，在此监修‘普照寺’，并把此村封为‘皇庄’，直接为朝廷交粮纳税
，故得名皇庄，后改黄庄，沿用至今。
”上午9点，我们就来到了乡政府。
听说我们来了解马季的家史，时任乡党委书记的张来、乡长康德宏(现任书记)早早把黄庄马姓家族的
老人召集到乡里的会议室，期待着和我们见面。
76岁的马庸，77岁的马树林，79岁的王哲，81岁的马永林和黄庄村的党支部书记吴奎全都来了。
我和区政协管文史的顾胜利赶紧落座与大家交谈起来。
马永林老人快言快语：我和马季是同辈，他是我弟弟。
我们马家在黄庄是大户。
马家的来历我知道的也不多。
相传我们马家是从陕西扶风县搬来的。
那时朱元璋临死的时候按说应把皇位给他的大儿子朱棣，结果他把皇位给了他的孙子朱允蚊，后来朱
棣和他的侄子争位，把他的侄子赶跑了。
朱棣后来迁都到北京，可咱们这是退海之地，人太少呀！
所以他要移民，陕西、山西各县都要迁民，说是在洪洞县的大槐树底下集合，人都是故土难舍谁也不
愿走，可那是国家需要呀！
还得有带队的，带队的把人的手都绑上，绑得都不太紧。
要是解手方便时，就报告，绑着的手解开，这样才能解手，解完手再给你绑上，这样，“解手”一词
儿就这样传下来了，一直到现在。
当时这个地方都是荒地，到这就分地。
对我们老马家说法不一，大多数的说法是，我们是从陕西扶风郡来的。
(马庸插话，是从凤县来的。
马永林说，你说的准，还是你说吧。
马庸说，你就说吧。
马永林接着说。
)我们老马家，传说是从陕西来到山东，由山东来到河北邢家坨，就到宁河县了。
在宁河东棘坨小流庄，我们马家坟有400多亩地，那大去了，还修有家庙，每到清明，老马家都要到那
儿上坟。
后来从宁河邢家坨来到了咱们宝坻黄庄。
我们马家又分三门，马季跟我们是第三门。
东头是长门，西头马广厚他们是二门。
马季跟我们这辈是太字，我们俩是近门的本家兄弟。
(笔者插话说，咱们马家从宁河邢家坨搬到黄庄有多少代人了？
)马庸接过话茬说，这个我有记载，我们是由宁河后辛庄搬来的，在邢家坨立祖是马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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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永乐二年等咱们搬到黄庄是马廷熙，立祖是康熙十一年。
上世纪70年代修扬水站，我看见那个碑还立着呢，压在扬水站底下了。
马廷熙哥儿仨，还有个叫马廷俭，那个我就不知道了。
从马卓立祖，到我们这一代大体是第23代，我和马季不是同辈是爷们，但以后记得有点乱。
在黄庄马季是第23代。
马永林说，我们老马家排辈分有28个字：“赵、后、树、永、元、洪、太、敏、勉、功、宽、信、正
、祥。
”别的我就记不清了。
马季他爷是元字，名字我记不清了，我见过马季的爷爷奶奶，两个老人在上世纪30年代才去世。
马家在黄庄可是大户，过去有大石街小石街，都有我们姓马的。
上世纪30年代闹饥荒发大水，好多人都走了，大部分闯关东到了东北。
我们马家有个标记，不管你走到哪儿，只要门口贴着“扶风春境”，都是姓马。
还有个说法，我们马家和马家见面不能说是当家子，说当家子他不理你，要说我们是一家子才行，我
们马家和马家过去不能结婚，这都是老皇历了。
我们马家还有两句话，“扶风衍派，春日载阳”。
扶风是我们的根，我们马家一代一代繁衍生生不息，人丁兴旺，春日载阳蒸蒸日上。
我们马家人走到哪都要遵循马家的家风——“扶风春境”，纯朴、善良。
在黄庄的马家人都非常本分，从黄庄出去的马家人，不论是经商的还是干其他的，都没有出过什么事
。
笔者说，现在马家的家史我们基本说出了个轮廓。
你们在座的大体上全是马家第23代，你们讲的这些最有权威性，别人无法考证。
但是要作为史料，还要严谨些。
马庸说，我们老马家有三部家谱，早先我看过，“文革”时弄没了，大唐庄镇大张庄马景兴他们那儿
还有一个家谱，尔王庄乡李家河有个马家家谱，是线装本，比较全面，但不好找了。
大张庄马景兴那儿的家谱原来我看过，也找过他。
在交谈中，马庸老人讲了很多史料，他亲自到陕西扶风等地考察过马家的历史沿革，记忆力非常好，
也是黄庄的秀才。
马庸说，我们马家绝对与皇族有关。
为了把马家的家史搞得更准确，我们建议，由马庸老人详细地写一写，在座的都非常同意：“对，让
马庸写写，他比我们都强。
”马庸接受了我们的请求，利用三个多月的时间，写出了《马家姓氏渊源》。
我们也按照马庸提供的线索，从大唐庄镇小马庄村找到了一个马家的家谱，虽然不够全面，但也能说
明，马季在黄庄是马家的23代孙。
马姓经马庸书写的翔实资料证明，确实与皇室有着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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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季生前与身后》：他是中国相声界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为推动中国相声艺术的繁荣与发展起到
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师。
开歌颂型相声的先河，创造了艺术的辉煌亮点；他是宝坻骄子。
家乡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故乡也早已留下了他深深的足迹；他。
就是相声大师马季——一个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伟大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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