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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艺是中华民族说唱艺术的总称。中

华曲艺源远流长，今天的现代曲艺既有南方

的弹词、评话、清音、南音、渔鼓，也有北方的

评书、相声、大鼓、单弦、时调、二人转、快板、

山东快书，还有少数民族的乌力格尔、大本

曲等数百个曲种。它们不仅是传统艺术的

重要组成，也是当代文艺的鲜活代表。近年

来，曲艺坚持面向基层，既说经典也唱新曲，

在题材开拓、内容翻新、形式探索等方面做

出不俗成绩，为传统艺术开阔视域、返本开

新，积累了成功经验。

面向时代，不断开拓新题材

曲艺是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烙印的艺术

形式，虽然不那么高深或时尚，但它坚持以

平易、朴实的风格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国

精神，其影响和价值日积月累。当代曲艺从

时代变迁中汲取创作营养、开拓创作格局，

革命历史题材、现实题材、传统文化题材等

成为当前内容创新的主要方面。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评书

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推出百集现代评书《话说

党史》，这是继他推出《星火燎原》后又一部

红色评书，受到观众欢迎。快板《天安门前

看升旗》、梅花大鼓《岁月如歌》等，通过讲述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

民走过的奋斗历程，激励人们在新征程上接

续奋斗。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讲说“中国

核潜艇之父”的《黄旭华》，反映中国民航人

刘传健英雄事迹的群口评书《中国机长》，歌

颂村支书黄大发绝壁凿渠、脱贫攻坚事迹的

绍兴莲花落《当代愚公黄大发》等，无不以独

特的视角和叙述方式，讲述在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中各行各业先进人物的感人事迹。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曲艺人充分发挥曲

艺小、快、灵的优势，创作大量动员全民抗

疫、礼赞白衣战士、宣传科学防疫知识的曲

艺 作 品 ，如 山 东 快 书《站 哨 台》、湖 北 大 鼓

《“不服周”的武汉人》等，彰显曲艺文艺轻骑

兵的独特作用。曲艺工作者还发掘深厚的

文化资源，创作了许多厚重隽永、文质兼

美的历史文化题材书曲目。如

描画海上丝绸之路胜景的

南音《海丝航标颂》，

以及岔曲《二十四

节气》、长子鼓书《腊月天儿》等以传统岁时

节日风俗、饮食文化、传统技艺为表现对象

的非遗题材曲艺作品等。

作为说唱艺术，曲艺作品需要经过长时

间的演出实践，在观众的检验中不断打磨，

才能日趋完善。“一遍拆洗一遍新”这句艺谚

揭示的正是曲艺经典化的过程。除了开掘

新题材，旧题材演绎出新内涵也值得关注。

比如对家风家训、年节文化、

反 腐 倡 廉 等 的 推

广弘扬，使一些曲艺名段重新被召唤、被复

排，受到欢迎。如西河大鼓《鲁班学艺》中呈

现的鲁班专注钻研、创新创造的能工巧匠精

神，在时下弘扬“大国工匠”精神的背景下被

赋予新意；鞭挞现实生活中不孝行为的铁片

大鼓《良心》，在孝亲敬老、传承家风中广为

流传，等等。

“说尽人情”，发挥共情好传统

作为传统艺术，考虑今天受众的变化，

必须在内容上创新。但新创作品有些能赢

得观众，有些则反应平平，原因何在？深究

起来，关键在内容。与其他文艺类别相比，

曲艺尤其具有寓教于乐的功能。所以，曲艺

的内容创新要接地气，要讲好老百姓身边的

故事；要守正，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传

达正能量；要求真，要有人情的温度、人性的

厚度、观点的力度。

曲 艺 一 贯 坚 持 服 务 人 民 的 传 统 ，所 谓

“不隔语，不隔音，更要紧的是不隔心”。曲

艺怎样才能做到与观众“不隔心”？作品中

经过艺术加工提炼的观念和情感，只有与人

民群众的所思所想合拍，才能引起观众的共

鸣，赢得观众喜爱。因此内容创新需要讲品

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

传达真善美等正向价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

说到观众心里，引起广泛共鸣。

从传情与共情的角度来说，曲艺也具有

先天的创作优势。人物场景生活化和表现市

井百态是曲艺的特点。美学家王朝闻曾指

出，曲艺的优势在于以少胜多，以小见大，虚

中见实。与戏曲、小说等叙事艺术相比较，曲

艺作品更善于片段式叙事，往往截取生活片

段，浓墨重彩地表现人物思想感情，在尖锐的

戏剧冲突中刻画人物心理活动。在“牡丹奖”

获奖作品短篇评话《夜走狼山》中，新四军女

战士大英与饿狼母子狭路相逢，大英通过巧

智帮助婴儿摆脱了生命的威胁。当说到大英

突然转身把随身携带的鸡蛋扔给了小狼时，

人们心头涌起人性光辉的暖流，剧场里顿时

响起一片掌声。评话演员吴新伯以艺术化的

摹拟手法刻画了母狼的表情动作和心理活

动，使故事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达到艺术

真实，凸显了评话艺术的魅力。

“说尽人情方是书。”“真情”在曲艺创新

中具有重要价值。说说唱唱充满了生活的

酸甜苦辣、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老百姓的喜

怒哀乐。优秀的曲艺作品应源于生活，只有

真人真事生真情，内心戏里演真情，真实人

性传真情，才能感染人、打动人、鼓舞人。

跨界融合，开拓艺术新视角

曲艺的前身是“百戏”，从它诞

生之日起就具有包容性，如同海绵

吸水般汲取各兄弟姊妹艺术的养

料。而今，在不同曲种之间碰撞火花、融合

其他艺术形式之长，也成为曲艺创新的重要

路径之一。

曲艺说唱《看今朝》创造性地将粗犷的

陕北说书与柔美的苏州弹词融合在一起，通

过曲种对比的张力和故事性的演绎，酣畅淋

漓地表现“精准扶贫”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主题。风格迥异的南北曲种首度嫁

接，共同反映人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这是

突破创演瓶颈的一次大胆尝试。北京曲艺

团打造的章回鼓书《古城暗战》将鼓曲与评

书绑定，用单弦、京韵大鼓、梅花大鼓、北京

琴书、河南坠子、铁片大鼓等 6 个北方鼓曲

曲种，说唱 6 个章回惊心动魄的红色情报传

递故事。海派评弹《高博文说繁花》改编自

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繁花》，探索当代 IP
改编的曲艺之路。河南坠子通过与文学的

结合来实现音乐表现力的创新，我们可以从

《霜降》中聆听音乐意境的细腻辽远、从《念

奴娇·追思焦裕禄》中感受音乐设计的磅礴

深邃。

演出、传播平台带来的创作创新，也颇

引人注目。近年来曲艺跨界融合、新媒体平

台直播、短视频制作等如火如荼。曲艺的演

出空间从传统的茶园剧场扩展到互联网新

媒体，带来观众几何级增长：音频平台上，曲

艺板块是最受欢迎的板块之一；网络直播间

里，受众的参与性与互动性大大增强。曲艺

欣赏和创作的门槛降低、参与度提高，使其

多样化发展成为可能。曲艺借助中短视频

平台成为青年人国潮新宠，80 后、90 后、00
后不仅成为欣赏曲艺的生力军，亦成为创作

和传播曲艺的新生力量。不仅中青年演员

转战新媒体书场，老艺术家亦能与时俱进，

给听众带来新意十足的评书艺术体验。说

书+视频影像、莲花落+电子琴等多种形式

创新，展示当下都市人的生活状态，受到年

轻人喜爱和追捧。这些跨界融合突出曲艺

博观约取的开放性、亲切性和灵活性，是一

条探索曲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有效

途径。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曲艺

艺 术 与 时 俱 进 的 硬 道 理 。 在 转 化 发 展 的

过 程 中 ，一 方 面 ，曲 艺 宝 贵 的 艺 术 传 统 不

能丢。比如，扎根生活，服务人民，生动鲜

活 ；老 艺 术 家 们 善 于 汲 取 多 种 艺 术 养 分 ，

不 断 创 新 超 越 ；地 域 性 鲜 明 ，地 方 曲 艺 往

往 体 现 与 当 地 人 性 格 相 协 调 的 审 美 情 趣

和审美特征……这些都应在新时代发扬光

大。另一方面，鼓励各种形式的探索创新

以形成最大合力。比如，鼓励社会力量多

渠道传习曲艺技艺，在文旅融合的新场域

中打造曲艺 IP，研究和开展融媒体曲艺评

论与传播，等等。在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

中 ，让 我 们 共 同 努 力 ，开 创 曲 艺 艺 术 发 展

的新格局。

（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天津市

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左图为苏州评弹演出照片。

资料图片

制图：赵偲汝

朱鸿散文集《吾情若蓝》用精练优美的

语言，将“在心尖上跳动着爱情、亲情、乡情

和大地之情”真切地传递出来，触碰读者内

心深处的柔软。书名中的“蓝”是“大海的颜

色，长天的颜色”，大海般纯净辽阔、天空般

浩瀚深邃的蓝色不仅唤起作者内心深沉的

情感，也给读者以精神的慰藉和关怀。

散文集《吾情若蓝》精心挑选了作者各

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作者将思绪诉诸笔

端，有体验人生的哲理感怀，有抒写真情的

心灵独白。读者循着作者的文字，可走进富

于诗意的文学世界。《好感》中记述了几位赠

予“我”善意的陌生人：宽厚的三轮车司机解

“我”燃眉之急，萍水相逢的兄长为“我”雪中

送 炭 ，他 们 的 善 良 维 护 了“ 我 ”的 尊 严 ，让

“我”感念 30 余年。由此，“我”得到“小善可

以处处做，不以小善而止之”的感悟。《陈忠

实先生》《路遥纪念》《独行》《出城踏雪》等篇

章，通过回忆与文化名家的交往细节，在抒

发作者怀念之情的同时，充分展现这些作家

艺术家敦厚高尚的品格。

散文集叙写情感的篇章朴实无华，真诚

恳切。《母爱如流》讲述家中三代女性对家庭

无私的爱与奉献。“我”的祖母一辈子生活在

乡村，去村头等待儿子是她活动范围的极

限，但祖母却能够在黑夜里通过“自行车颠

簸 的 声 响 辨 别 出 是 否 是 儿 子 平 安 归 来 ”；

“我”的母亲也是一位乡村妇女，她文化水平

虽然不高，但却深知读书求学的重要性，每

日清晨喊“我”起床读书，“轻轻地，一遍遍地

呼 唤 我 ，既 怕 我 醒 不 来 ，又 怕 我 睡 不 足 ”；

“我”的妻子是一名现代女性，她的科学育儿

观贯穿养育孩子的每个环节。三位母亲对

孩子的爱像涓涓细流，流淌在平凡生活的缝

隙之中，而这种源于生命本性的爱又是那

样不同寻常，如日光、似春雨，给人以勇气

和力量。《一次没有表白的爱》《爱之路》等

篇章，书写了年轻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

落俗套，富有哲理。在《萧关》一文中，“我”

搭上一辆班车，开始了充满冒险的行程，虽

然旅途费尽周折，但通过作者生动描述，读

者在阅读时有着极为真实的在场感。还有

《少 陵 原》《故 乡 难 言》《秦 地 古 镇》《白 原》

《终南山》等散文，表现了作者无法割舍的

乡土情怀。作者用深情的目光打量着这片

充 满 希 望 与 爱 的 土 地 ，写 故 土 的 山 川 、河

流、风土人情，大量的历史地理、人物活动

以富有感情和文采的笔触串联起来，引领

读者跟随他的步伐，去追寻秦川渭水的历

史与当下。

散文集文风清新、娓娓道来。作品写

景：“辋川的雨是明净的，线似的，一根一根

拉到峡谷，但雨却空得无声无息。”通过以物

观物的描写拓展了叙述空间，营造了身临其

境的氛围；作品状物：“祁坪村有数户人家，

房 矮 墙 低 ，羊 走 鸡 鸣 。 千 山 万 壑 ，白 云 在

天”。寥寥几笔，就将板正与风趣、精细与豪

放融合在一起。作者在后记里讲述了选文

的经过，同时也表达了由于作品比较多，归

类和排序只不过是勉强所分的遗憾。这同

时也是我们在阅读过程中的感受，散文内容

多样，不同章节之间关联不大，这或许与文

章结集出版的方式有关。

张 聪

情真意切 涓涓流淌

坚持守正创新坚持守正创新，，曲艺曲艺——

随时代添活力随时代添活力 植植沃土谱新篇沃土谱新篇
鲍震培鲍震培

作为说唱艺术，曲艺作
品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演出实
践，在观众的检验中不断打
磨，才能日趋完善。“一遍拆
洗一遍新”这句艺谚揭示的
正是曲艺经典化的过程。

曲艺一贯坚持服务人民
的传统，所谓“不隔语，不隔
音，更要紧的是不隔心”。作
品中经过艺术加工提炼的观
念和情感，只有与人民群众
的所思所想合拍，才能引起
观众共鸣，赢得观众喜爱。

不仅中青年演员转战新
媒体书场，老艺术家亦能与
时俱进，给听众带来新意十
足的评书艺术体验。这些跨
界融合，突出曲艺博观约取
的开放性、亲切性和灵活性，
是一条探索曲艺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的有效途径。

核心阅读

大型纪实文学《奋斗与辉

煌——广东小康叙事》以积极

的创作姿态回应时代、记录时

代 。 全 书 以 历 史 经 纬 织 就 脉

络，以时代事件阐述意义，以艺

术形象点染氛围，全景展现广

东 省 在 改 革 开 放 和 现 代 化 建

设中的奋斗历程，在记述全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这 一 彪 炳 史 册

的时代壮举中写下浓重一笔。

作品生动书写了广东人民

奋斗创业的史话。全书描写了

1000 多 个 人 物 ，讲 述 了 600 多

个故事，从各行各业、各个侧面

向 读 者 展 示 在 广 东 这 片 热 土

上，人民投身改革开放、追求小

康幸福生活的社会画卷和生动

切面。故事因作家创造性地介

入，使报告文学在事件、人物的

细部表现中，更加生动、更加丰

富、更加新鲜。这 600 多个真

实凝练、鲜活独特的故事串在

一起，构筑起彰显奋斗精神的

宏 大 叙 事 。 作 者 坚 持 大 历 史

观、大时代观，在深入一线、深

入生活过程中，努力传递共同

情感、承载集体记忆。书里许

多热气腾腾、生气扑面的故事，

也为未来其他文艺门类提供了

二度创作的良好基础。

作品真实记录了迈向全面

小康的数字档案。《奋斗与辉煌

——广东小康叙事》内容横跨

1978 年到 2020 年 40 多年历史

进程。在 1600 多页的文本里，

几乎每一页都有数字的存在。

与具象的、感性的艺术形象和

文学语言相比，数字是抽象的，

又是客观的、有力的，它们所承

载、所延展的细节是可触可感

的。这让人由衷感慨，它不仅

是叙事的一部分，也是进一步

生成意义的空间，在字里行间

传递出数字之外的意义。同时

数据汇聚在一起，记录了广东

省改革发展的步伐，记录了迈

向全面小康的发展轨迹，彰显

出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成为颇

具说服力的珍贵历史资料。

作品有力展现了中华民族

持 续 奋 斗 实 现 小 康 的 精 神 风

貌。报告文学不仅要用事实说

话，也需要作家始终保持敏锐

感知力、深刻洞察力和强大表

达力。《奋斗与辉煌——广东小

康叙事》虽然将大部分篇幅留

给众多故事和人物，但依然不

乏作家思想的表达。书中精心安排了许多颇有意味的标题、

点评，如“让劳动不仅仅是谋生”“任何创新都是人的创新”，如

“改革红利惠及人民，群众就会自觉支持改革、主动参与改革、

共同推进改革”，如“时代的推动，是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动

力；百姓的追求，展示时代进步的无穷活力”等，简单朴素又切

中要害。这些表述既来自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和科学决策，

也来自人民奋斗拼搏过程中凝结的智慧，传递出对历史和现

实的探问和解答，鲜明彰显了“奋斗成就小康”的主题。它们

和书中大量的故事、数据一样，成为奋斗精神的标记，书写了

中华民族在这场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中展现出来的精神风貌

和时代气象。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文艺工作者正努力把文艺创造写

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有抱负、有责

任、有作为的文艺工作者，应当站在时代前沿、走在时代前列，

努力创作具有足够历史含量和时代意识的力作，以响亮的文

学之声引领时代潮流，为民族立心，为人民立传。

彭

云

记
录
改
革
奋
斗
的
时
代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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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坚持大历史观、大时代观，在深入
一线、深入生活过程中，努力传递共同情
感、承载集体记忆，这 600多个真实凝练、
鲜活独特的故事串在一起，构筑起彰显奋
斗精神的宏大叙事。

《吾情若蓝》：朱鸿著；人民文学

出版社出版。

《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

章石山著；花城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