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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陈彦的长篇小说《装台》《主角》，

以朴素手法讲述典型“中国故事”，描摹生活

和人物本身的丰富与浑厚，呈现了现实主义

文学的魅力。其新近出版的“戏剧三部曲”收

官之作《喜剧》既延续前两部长篇绵密、坚实

的现实主义风格，又以更强的故事性和更深

沉的当下思考引人注目。小说通过“喜剧”这

一既传统又现代的戏剧形式，关联广阔时代

生活和不同人群，塑造了贺少天、贺加贝、潘

银莲、南大寿、万大莲、贺火炬等各具特色的

典型形象，并对当代人的文化心理和情感结

构展开书写。

《喜剧》是一部兼具“戏剧性”与“日常性”

的小说。一方面，小说叙事绵密，人物和故事

情节充满传奇性。小说注重通过语言、动作

刻画人物，揭示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心理情

感状态，尤其对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有丰富

细致的表现。贺少天是闻名遐迩的“大艺术

家”，贺加贝、贺火炬兄弟虽然比不上父亲，但

也是广有影响的丑角演员。贺加贝跌宕的命

运，贺氏父子的绝活儿等，都具有不同程度的

传奇性。而通过巧合、突转等艺术手法，小说

的戏剧性和传奇性更是不断得到强化。另一

方面，《喜剧》又注重呈现“戏剧性”背后的“日

常性”，避免因人物事件的传奇而造成不真实

感。作家将笔墨集中于描写平凡人物的现实

人生，注重在平淡的日常生活情景中展现人

的命运，揭示人物内心世界。贺氏父子的相

貌、技艺和绝活儿，无疑具有一定传奇性，但

作家通过鲜活的生活画面和平常的人际关系

讲述，自然而然地写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人生

体验。

小说以饱满、厚重、细腻的笔墨描摹当今

现实：通过人物的生活故事，写戏曲在当下现

实中的变化；通过喜剧艺人所关联的广阔城

乡和广泛人群，写当下社会生活的鲜活真实；

通过人物之间的爱情、亲情、友情等，写当下

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和心理情感状况。当然，

作家并不满足于日常真实感的还原，他试图

超越日常、超越经验性的现实描述，进入另一

个境界。比如，小说通过贺少天、潘银莲等人

物进入中国人的深层情感结构。贺少天寄托

着作家对喜剧之为喜剧的本性思考，小说通

过他，从艺术方面证明戏剧要契合时代变迁

中的中国人审美趣味。潘银莲则体现作家对

喜剧的观照，小说通过她，从现实生活方面证

明，喜剧要贴近中国人的生活现实和道德经

验。无论生活如何变迁，喜剧如何变革，都要

守持艺术之根。

《喜剧》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思想力量的

小说。陈彦描写贺氏喜剧的兴衰沉浮，通过

编剧、演员与观众之间的关系，揭示喜剧与时

代、与具体历史情境之间的关系，展现喜剧的

多种实践形态与内涵，表达对喜剧及其关联

的现实生活和人性的深入思考。寓庄于谐，

是《喜剧》的基本手法，引发笑声，也带来思

考，使小说贯穿着向上生长、向下探源的执着

不息的精神力量。

《喜剧》借助“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力

量，带领观众感受人物所处的情境，读来很有

代入感。同时，小说没有沉溺于人物的心理、

情感，而是由内心向外延伸、辐射，走向广阔

的社会生活。正如《主角》没有停留在主人公

忆秦娥的个人生命体验中一样，《喜剧》同样

没有聚焦在一位或几位艺人的生活和情感世

界，而是通过喜剧这一艺术门类和丑角行当，

容纳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和丰富的思想文化

内涵。如此叙述，既有共情，又多了一份沉静

和通透。作者既对其个体心理情感、生活命

运热切关注，又在他们身上发掘更丰富的东

西——人性、情感等，由此在社会现实、时代

生活和心理结构、情感结构之间建立呼应和

联系。

用日常笔墨书写当代传奇
吴义勤

文艺精品是一个时代文

化创造力的重要成果，它滋

润人们的心灵世界。当今时

代，数字技术推动社会生活

发生深刻变革，重新塑造着

文艺的创意创作、生产消费、

传播接受和鉴赏评论，为文

艺精品的诞生创造了全新的

环境和条件。

数字时代的来临，赋予

传 统 文 艺 精 品 新 的 呈 现 形

式，让我们在数字化情景下

与之再次相逢，并获得全新

的审美体验。比如，前段时

间，央视老版四大名著改编

电视剧以弹幕版形式亮相视

频网站，在年轻观众中引发

了观剧热潮。视频网站、弹

幕观剧的加入为数字时代文

艺精品传播提供了范例。再

如近年来持续开展的舞台艺

术优秀剧目网络展演，让荣

获“文华大奖”“梅花奖”等重

要奖项的优秀之作以及各剧

种的保留剧目，借助网络平

台赢得更加广泛的受众。更

不用说，“数字敦煌”“云端国

博”等项目为民族艺术瑰宝

插上数字化的翅膀；各地美

术馆举办的网络美术展书法

展，无不展示着传统文艺精

品在数字化时代的持久生命

力。一言以蔽之，真正的精

品不会过时，数字技术赋予

文 艺 精 品 更 多 样 的 打 开 方

式，为大众走近文艺精品搭

建新的桥梁。

数字时代特有的技术和

艺术手段、传播和欣赏方式、

审美和接受心理，更孕育和

催生着新的文艺精品。文艺

精品之精，在于思想精深、艺

术精湛、制作精良。文艺创

作者的重要使命在于以时代

的方式捕捉、表现和丰富属

于自己时代的美。数字时代

的文艺精品应符合这个时代

的技术特性，更应契合这个

时代的美学要求，从 形 式 到

内 容 全 方 位 反 映 和 呈 现 社

会 生 活 ，遵 循 当 代 语 言 语

法 ，彰 显 时 代 精 神 气 质 ，让

人 领 略 到 人 类 文 明 行 进 到

数字时代的新风景。

新媒介属性成为这个时代文艺精品最明显的特征之

一。网络文学是新媒介推动下产生并迅速崛起的文艺新类

型。最新资料显示，我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 4.67 亿，形成

了 20 余个大类型，200 余种小分类。文学之外，短视频、竖

屏剧、互动剧等视频新品类层出不穷，沉浸式新媒体艺术展

屡成“网红”，“数字舞台剧”等时有新作。而全息影像、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也为数字时代文艺创作提供无限可能。虚拟

歌手、虚拟演员越来越为人们所熟悉，人机共演的银幕、人

机共舞的舞台正在出现，这些文艺现象虽然还有些稚嫩，但

充满生气和新机，必将成为孕育文艺精品的沃土。

技术进步必然带来美学变革。数字技术在带给人新奇

审美感受的同时，也给数字时代文艺精品的产生准备着美

学基础。央视春晚节目《蜀绣》，把全息投影技术运用于舞

美，令人耳目一新。数字技术赋能舞台美术，使之更富表现

力和感染力，为舞台美学提供了新经验。同样，在数字技术

的支持下，影视作品画面更加清晰精致、音响效果更加立体

震撼、视觉特效更加逼真华丽；相比于演员表演、实景拍摄

等而言，影视后期制作的地位也得到大幅提升，极大丰富了

影视艺术的内容和手法，拓展了美学空间。而依托数字平

台观看造型艺术作品时，我们可以自由放大某个局部，也可

以任意缩小整幅作品，同样推动着欣赏趣味和审美诉求的

变化。总而言之，在“逼真感”“即时感”“互动感”“沉浸感”等

数字时代耳熟能详、亲身体验的新感受背后，是一种喷薄欲

出的新美学。

数字时代的文艺创作应该跟上艺术观念和审美追求前

进的步伐。在充分发挥新媒介新技术优势的同时，把数字

技术所给予人们的独特感受，变成艺术灵感和创意，融入作

品内部，体现到叙事逻辑、情节冲突、人物塑造、场景营构等

各个方面，将奉献出受众喜闻乐见、又具有长久价值的精品

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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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从娃娃

抓起，讲故事是好办法。中国民间故事有丰

厚的蕴藏，那些五彩斑斓的故事，在天南地北

世世代代口口相传的过程中，融入了无数讲

述者的智慧，充溢着古往今来中国人的情感、

想象、观念和理想。这宝库属于每一个喜爱

它的听众，其丰富的想象力、生动的表达更天

然地适于孩子们。

我们怎样从前人手里接过这支接力棒，

让这笔珍贵的文化遗产焕发生机？用何种方

式激活这些民间故事，让它们在孩子的精神

世界里占得一席之地？

深入巨大故事宝库，精选
出富有恒久价值的内容

中国大量存世的寓言故事（如各类成语

故事）浓缩了传统智慧。“西游”等神话故事的

想 象 力 与 童 趣 ，在 世 界 故 事 之 林 也 独 树 一

帜。中国民间故事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是

出类拔萃的。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用 20 多年

时间进行全国性的民间文学普查，其成果结

集为《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分省辑录，总计近

亿字，可以说琳琅满目。对这些宝贵资源，我

们“激活”和利用得还很不够，它们很多还躺

在书架上，以资料和档案形式存留。

“激活”的首要工作是重新精选。春秋时

期，孔子编订《诗经》，从先民海量诗篇中精选

出 300 余篇，“诗三百”代表着中国先民诗艺的

高峰，流传至今，滋养世世代代中国人的心

灵。富有远见卓识的前辈学者从“故事类型”

角度甄选过中国民间故事。钟敬文先生撰写

《中国民谭型式》，概括了 45 则故事的梗概；刘

守 华 教 授 主 持 编 撰《中 国 民 间 故 事 类 型 研

究》……学者的研究侧重于故事类型、民俗学

等专业视角，并不聚焦故事本身活色生香的

艺术魅力，但抓住了中国民间故事中最有代

表性的部分，可以作为我们重新甄选的参考。

哪些故事体现着中国人对宇宙万物的感

受与想象？哪些故事承载着中国人成长的历

程、跋涉的道路？我们应甄选出中国民间故

事的“精华本”，使其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精彩“故事会”，成为人们的精神食粮。

举例来说，赞颂卓越工艺技能的故事《鲁

班造大桥》《药王孙思邈》，是两部韵律铿锵的

变奏曲。《鲁班造大桥》讲鲁班驯服洨河恶蛟，

把蛟龙横架在洨河上作桥身，又把太行山白

石变成绵羊，赶下来砌大桥。大桥造得柔韧

坚固，柴王爷搬来五岳名山、张果老摘下太阳

和月亮，大桥都能扛得住。《药王孙思邈》讲孙

思邈悬壶济世，对天下病患一视同仁，医龙治

虎，最后龙虎都成了他的伙伴。两个故事情

节奇幻，意象雄奇，赞美工匠的鬼匠神工，颂

扬神医的仁心妙手。

又比如追求美好生活的故事。《牛郎织

女》讲述牛郎与织女相爱成婚，生儿育女，男

耕女织，这幅故事图景是先人农耕生活的缩

影。《田螺姑娘》讲述田螺姑娘为心爱的男子

做饭，两人最后过上了平凡幸福的生活。田

螺姑娘来自水稻田，隐喻着稻米对人类的馈

赠。《云中落绣鞋》讲述梅花公主被九头蛇掠

走，大英雄石义箭射乌云，云中落下一只梅花

绣鞋。石义与王恩结伴前去营救，石义勇闯

蛇穴救出公主，却被王恩陷害，冒领功勋，最

终正义战胜邪恶，石义与梅花公主有情人终

成眷属……多姿多彩的民间故事蕴涵着真善

美的永恒主题。

这些故事情节生动迷人，富有神奇的想

象力，人物形象独特传神，主题深邃富有哲

理，不惟有趣而且有益。这些故事理应被甄

选出来，送给当代儿童。

做现代说书人、时尚故事
家，为中国孩子重述中国故事

民间故事与个人创作最大的不同，在于

它们口口相传的特质。在漫长的岁月里，众

多无名故事家不断讲述它们，使每一个流传

的故事成为集体智慧的结晶，故事在讲述过

程中不断被打磨，不断被凝聚。

每一个有才华的讲述者——只要不是照

本宣科地照着书念，都会往故事里投入自己

对生活的理解，投入独一无二的人生体验，为

使故事生动迷人，还特别注重讲故事的独特

技艺。有学者这样描述辽宁民间故事家谭振

山：“他讲的故事质朴、优美、清新，动听处，举

座痴迷，行家叫绝……谭振山是那种富有创

造性的故事家。在传承故事中，他对文本所

做的取舍、筛选、优化、加工证明了这一点。”

格林兄弟，尤其是威廉·格林，其杰出之

处、其创造性劳动正在于此。他不是一位机

械的故事记录者，而是对故事一遍一遍内化、

修改的故事家。人与故事慢慢融和，最终取

得双赢的结果——故事由此内化为故事家的

故事，而讲故事的人由此成为杰出的故事家。

中国拥有悠久的讲故事传统，说书的盛

行不但培育出才华横溢的说书人，也养育了

高水平的故事受众。这些人群促使故事不断

生长、渐趋丰盛，把中国白话小说推上了高

峰。四大名著中至少有三部，是从讲故事的

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与《红楼梦》不同，《西游

记》《三国演义》《水浒传》不完全是吴承恩、罗

贯中、施耐庵的个人成就，很多资料表明，这

些故事无不经历了漫长、广泛的传播，熔铸了

无数说书人、戏剧家的智慧。

往昔，中国民间故事流传于酒肆集市、田

间地头、房前屋后。如今，在工业化、城市化

和信息化的进程中，故事的场景已经完全改

变。但无疑，我们的孩子依然需要中国民间

故事精髓的滋养。我们需要向前人学习讲故

事的技艺，为中国孩子重述中国故事。

故事在故事家内心的土壤落地生根，故

事家以自己的智慧把故事孕育得更精彩、更

丰美，正是他们向故事倾注的心思与力量，使

故事焕发新生。故事是种子，惟有开口讲述，

它才能发芽、生长。讲述，就是让一个故事活

过来。这不是复制粘贴，不是克隆，而是故事

富有生命力的一次次新生。

对年幼的孩子，要善用亲子相伴的幸福

时光。中国故事宝库里有不少精美的低幼童

话，比如《小鸡崽报仇》《十二生肖上肖记》。

这一类故事是专为孩子创作的，不但适合口

头讲述，也适合制作成绘本，甚至制作成专门

供给幼儿的玩具。对小学阶段的孩子，可以

在课堂上开设中国故事课，由老师给学生讲

故事，也可以开展故事会，让孩子们自己开口

讲故事。事实证明，给孩子讲述一个故事和

让孩子阅读一个故事，效果是各有特色的。

讲过的故事会深深印刻在孩子的脑海里，多

数孩子听完故事就能够口述故事。故事的生

命在于讲述，面对面听故事是听录音、看动画

取代不了的——它是人与人以故事为媒介的

真实交流。

当代作家、艺术家、教育工作者应当掌握

讲故事的技艺，把古老故事带到当下，并在当

下的种种生活场景里激活它们。虽然农耕时

代已成过去，村庄榕树下鲜有讲故事、听故事

的人群，但是，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故事，

家中长辈给儿孙讲故事，这样的时光永远不

会过去。

故事常讲常新，它们将在每一个时代焕

发新光彩。

（作者为儿童文学作家）

图为动画片《哪吒闹海》海报。

制图：赵偲汝

用优秀民间故事滋润童年
一 苇 数字技术在带给人新奇审美感受的

同时，也在给数字时代文艺精品的产生
准备着美学基础

《喜剧》：陈彦著；作家出版社出版。

核心阅读

民间故事与个人创作最
大的不同，在于它们口口相
传的特质。众多无名故事家
不断讲述它们，使每一个流传
的故事成为集体智慧的结晶

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讲
故事，家中长辈给儿孙讲故
事，这样的时光永远不会过
去。故事常讲常新，它们将
在每一个时代焕发新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