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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

线上新风潮

变与不变

从初创时期的撂地演出到走进茶馆书场乃至
大小剧场，从走进电台、电视台到联手互联网乃
至“云直播”，传播媒介的变化只是相声表演物理
空间的“变”，而“不变”的则是相声艺术的本质
属性。

百余年来，几代相声人殚精竭虑，努力让相
声逐渐发展成深受民众喜爱的文艺样式之一，个
中曲折，着实不易。回溯相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
发展进程，不难发现，相声始终紧跟时代变迁的
脚步，不断地调整、适应，充分体现了其自身天
然具备的灵活性与开放性。

举例来说。民国时期，城市商业电台开始兴
起，当时的很多民间说唱艺人都参与其中，相
声、大鼓、单弦以及南方的弹词等许多曲种的著
名唱段都是各家电台的热门节目，而擅长“现挂”的
相声艺人更是在播音过程中巧妙地嵌入各类商家
广告，与今天流行的“直播带货”如出一辙。

据史料记载，1927年7月张寿臣和陶湘如在天
津广播无线电台直播的《对春联》，是“相声上电
台”现有的最早记录；在1936年10月17日的一份
各大广播电台节目时间表中，常连安、小蘑菇，
广阔泉、陶湘如等人合说的相声节目多被安排在
每天的黄金时段，足见相声在当时的影响和受欢
迎程度。1944 年，由京津两地的电台联手推出的
两次别出心裁的“交流广播”，即在同一时间由两
位身处不同地点的演员，以捧逗对答的方式隔空
表演相声，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及至电视成为现代传播媒介的重要组成部
分，相声与电视的“联姻”更是催生了一大批的
笑星，产生了数量可观的优秀作品，促使相声从
单纯的听觉艺术开始转向以视觉艺术为主，其辐
射力与影响力不可小觑。

尽管表演空间的不断演进，令相声的发展拥
有了多种可能性，但就相声艺术本身而言，演员
与观众对其的认知和界定却并无太大变化。因
此，当相声越来越依附于媒介的传播力量，业态
疲软日渐显现时，“相声回归剧场”的呼吁和实践
应运而生，反映了观演双方的普遍共识。

线上与线下

和其他文艺形式一样，相声与网络的“结
盟”并非始自今日。早在上世纪 90年代，互联网
刚刚兴起时，许多经典的相声作品，无论音频还
是视频，就成了继电台、电视台之后网络文艺中
的重要选项。譬如 1998 年由姜昆创办的“鲲鹏
网”，即后来的“中国曲艺网”便是最早致力于相
声的普及、推广与传播的网站，影响深远。北京
的嘻哈包袱铺早在 2016 年便先后在和视频、斗鱼
等直播平台开展相声直播；同一年，西安青曲社
与百视通合作，将连续两天的剧场演出通过手机
客户端进行VR直播，效果颇佳。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业已

形成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共生共存的多元化格
局。相声的传播途径同样不再局限于直接与观众
面对面的剧场演出，新的传播平台和技术所带来
的巨大变革，也令相声的观演双方“并未谋面，
却犹在眼前”。尤其是自媒体的日益普及，让许多
年轻的相声演员有了更加独立自主地展示和推介
个人作品的机会，个性鲜明，形式多样，无形中
也给广大观众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观赏选择。

2020 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令剧场演出

停摆。原本活跃在各个小剧场的相声演员们，一
时间陷入了措手不及的窘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
下，相声“云直播”的集中涌现，既是演员的

“自救”，也是观众的期盼。
众多相声社团相继开启了“云端之上”的旅

程，例如北京的大逗相声社在抖音、哔哩哔哩等
网络平台连麦说相声，开设相声“云课堂”；天津
的谦祥益相声俱乐部举办了线上直播的相声大
会，与睽违已久的相声观众相聚云端。更多的相
声演员则是通过个人直播的方式，力图拉近与观
众之间的距离。一些国有曲艺院团像北京曲艺
团、上海评弹团等也纷纷入驻各大直播平台，开
设官方账号，定期举办线上直播。

一方面，各大直播平台纷纷主动邀约，使得
以相声为代表的诸多传统艺术形式不再偏安一
隅，得以跻身新媒体的传播平台；另一方面，相
声从业者在网络直播的实践中得以重新审视自
我，寻找新的定位。

从相关机构发布的 《曲艺演出行业线上直播
模式分析》 一文中可知：相较于一些知名团体和
知名演员，大部分不知名的团体与演员，在关注
度和影响力方面并无优势，势必在盈利创收方面
缺少竞争力。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向好，线下演出逐步恢
复，有人开始提出疑问：当生存的压力不再像疫
情期间那么突出了，相声的“云直播”是否还有
存在的必要？

是与不是

浏览众多冠以“相声直播”的线上节目，很
容易令人眼花缭乱又心生疑虑：虽然参与直播的
都是相声演员，但究竟有多少节目还能被称之为

“相声”？
如果说，以适应观众为目标的相声直播，只

是满足于拼凑些众人皆知的网络笑话，或热衷于
和观众唠家常式的互动、展示各类才艺，而缺乏
原创性、完整性的相声作品，这样的“云直播”
很难说还能走多远。

和互联网界通行的一句名言——“内容即王
道”一样，相声艺术未来的走向，肯定离不开
优质内容，即精彩相声作品的叠加与支撑。而
这，恰恰是当前“相声+直播”中明显存在的行
业短板。

事实上，“不缺好演员，惟缺好作品”的现
状，在近几十年的相声创演实践中早已既成事
实，且愈发突出。假设，将相声频频进入直播平
台的方式视之为“攻城拔寨”，那么，接下来是

“偃旗息鼓”，还是“开疆拓土”？是随波逐流，还
是挺立潮头？

最后，还是得回到本文开头的设问：“云端”
上下，相声何为？万变不离其宗，无论外部环境
如何变换，遵循相声艺术自身的艺术规律，创作
积累更多更好的具有时代精神气质的优秀作品，
仍是正途。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副研究
员、北京曲协副主席）

有一种精神叫女排精神

因疫情原因，原定于春节档上映的这部电影于公映前夕宣布
撤档。今年8月17日，出品方宣布影片出征国庆档。4年前的这一
天，正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巴大战”上演的日子。当时，女排姑
娘们顶住巨大压力和对阵东道主的不利处境，最终逆袭战胜世界强
队巴西队，创造了奇迹。这场大战也是影片的华彩篇章之一。

有一种精神叫女排精神，影片将其定义为“祖国至上，团结
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影片的一张海报中，姑娘们磨出
茧、带着伤的手交叠在一起，相互给予支持，彼此传递力量。40
年，从首夺世界冠军到夺得第十个世界冠军，中国女排几经沉浮
却始终不屈不挠。“一种精神，两次传承，三代传奇。”《夺冠》以
此为主题，带领观众重温中国女排激情燃烧的岁月。

影片中，袁伟民说：“我们要证明给他们所有人看，中国人，
行！”郎平说：“放心地去打，放开地去打，豁出去打！”陈忠和
说：“球可以输，人不能输！”在他们的带领下，中国女排经历高
潮和低谷，怀疑和革新，一次次登上冠军领奖台。影片是对中国
女排历史上几位功勋人物的致敬，更是对一支传奇队伍的激情侧
写，是对永远燃烧的中国力量的呼应。

尽量做好每一个细节

《夺冠》的准备工作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启动。陈可辛表示，有
机会亲手将中国女排的故事搬上大银幕，既兴奋又感到责任重
大。要将中国人对女排的热血记忆浓缩进两个小时，确实困难，

“可就像中国女排，虽不一定能赢，但就是拼了。要尽量做好每一
个细节。”剧组扫遍全国，从几千名排球运动员中层层挑选演员，
2016年里约奥运冠军队更被“借”来，几乎全员出演。在日本导
演岩井俊二支援下，日本前国手也被请来，在片中的几场关键赛
事中与中国姑娘对阵。郎平女儿白浪饰演青年“铁榔头”，不负众
望，在银幕上重现了母亲的英姿。影片中她说：“从国旗最下边到
地面的距离是海曼 （美国女排著名运动员） 的摸高，总有一天我
会超过她。”这是对年轻郎平的性格和状态的精当体现。

巩俐在影片中的表演备受称道。她曾在采访中表示，这是极
具挑战的一部戏，因为“郎平是一位英雄，是正在活跃的现实人
物，而且还有很多排球上的技术难点。”但巩俐欣然接受这个角
色：“我就是喜欢这样有挑战的角色。”巩俐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郎
平霸气和柔情的两面，郎平的经典姿势、神态和眼神，巩俐也有

“神还原”。
青年演员李现特别出演上世纪80年代国家体委科教科王干事

一角。片中，王干事告诉袁伟民：“未来体育靠的不是人，是科
技。”但面对姑娘们艰苦拼搏的场景和袁伟民“我们这么干，计算
机能计算出来吗”的疑问，王干事只有惊讶的脸、嗫嚅的嘴唇。
李现表示，“拼搏”和“不放弃”两个词语，是他心目中对女排精
神的最佳解读，“我们这一代的所有人，都需要这样的精神。”

《程婴救孤》《清风亭上》《苏武牧羊》《义薄云
天》 ——9 月 20 日至 26 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河南豫剧院院长李树建带领河南戏曲人，进京演出

“忠孝节义”四部曲暨戏曲名家名段演唱会，在国庆
到来之际，为首都观众献上浓墨重彩的家国大戏。演
出由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南省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艺术报联合主办。

“忠孝节义”四部曲植根优秀传统文化，是李树
建从艺40余年守正求新，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成果，囊括多个国家级大奖，许
多经典唱段广为传唱。特别是前三部“忠孝节”，在
全国 31 个省区市演出，出访 30 个国家和地区，其
中，《程婴救孤》 于 2013年登上美国戏剧中心百老汇
舞台，2016年登上全球电影中心好莱坞杜比大剧院。

《义薄云天》 是继 《程婴救孤》《清风亭上》《苏

武牧羊》之后，李树建担纲主演“忠孝节义”四部曲
的完结篇。作为老生演员，李树建此次大胆挑战武生
行当，是戏曲舞台上的一次重大突破。该剧以中国传
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关公“忠义”精神，与世界文
明对话，展现中国文化的深厚精髓与宏大气韵。

除“忠孝节义”四部曲外，李树建还将带领刘忠
河、虎美玲、王希玲、贾文龙、王惠、李金枝、孟祥
礼、申小梅、杨帅学、柏青、杨红霞、李根旺、邵福
友、李东杰、田宏亚、李艳灵、刘粉霞等老中青戏曲
人，举行一场戏曲名家名段演唱会，呈现河南各大剧
种包括稀有剧种的经典折子戏和唱段，囊括 《花木
兰》《穆桂英挂帅》《焦裕禄》《沙家浜》 等表现家国
情怀的经典老戏。

“这次进京献礼演出，要用豫剧这张文化名片传
播我们河南人质朴浓烈的爱国情怀，唱响中原儿女百
折不挠的担当精神，讲好黄河故事。同时，也想让更
多的观众了解豫剧，爱上传统艺术，一起弘扬戏曲文
化，共同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贡献。”李树
建说。

作为豫剧界“老兵”，58岁的李树建演了 45年的
戏，临近花甲之年的他，现在在快手平台拥有 100多
万铁粉。多年“行走江湖”，让他深刻感受到：传统
戏曲领域的优质内容，需要更多地进行新媒体传播。
此次进京演出，李树建也将通过网络传播与传统戏曲
结合，用跨界传播方式让戏曲艺术更好地走近观众、
走近年轻人，积极探索培育戏曲观众和市场的新路
子，探索老戏曲的新传播。

本报电（李云雪） 由中国书法家协
会艺术委员会、书画频道等单位共同主
办的“承古书怀——张坤山书法展”
近日在山东省文化馆举办。展览展出
张坤山创作的百余幅精品力作，既有
鸿篇巨制，也有尺幅小品，篆隶楷行
草五体兼顾，尤盛草书，较为全面完
整地展示了张坤山的创作面貌和创作
走向。

开幕式上，张坤山向山东省文化馆
捐赠了书法作品。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
版发行的 《坤山墨语·书艺漫谈 1000
篇》也与广大观众见面。山东省文化和
旅游厅一级巡视员李国琳表示：“希望
通过本次展览，在弘扬中华民族抗战精
神，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促进山东文化
事业繁荣发展中发挥积极的引领和推动
作用。”

《
夺
冠
》
：

再
现
中
国
女
排
拼
搏
之
路

本
报
记
者

苗

春

电影《夺冠》海报 （网络图片）

2019 年，福建漳州
排球训练基地。阳光透
过高大的玻璃窗，洒在
略显陈旧简陋的训练场
上。巩俐饰演的郎平教
练旧地重游，热泪冲出眼
眶。“40年前，我们是从这
里出发的，今天我又回到
了这里。我仿佛看到了
那个时候的我们……”杨
希、张蓉芳、周鹿敏、张
洁云、朱玲、梁艳、陈
招 娣 、 孙 晋 芳 、 周 晓
兰、陈亚琼、曹慧英，
这 些 中 国 女 排 的 姑 娘
们，郎平的队友，仿佛
又重新活跃在场地上进
行“魔鬼训练”，队服被
汗水浸透，手掌上扎满
木屑，膝盖摔得血肉模
糊……吴刚饰演的袁伟
民教练嘶吼着：“美国人
不会对你手软！日本人
不会对你手软！别哭！
中国女排流血不流泪！”

这 是 电 影 《夺 冠》
中的一段。由陈可辛执
导 ， 巩 俐 、 黄 渤 、 吴
刚、彭昱畅、白浪、中
国女子排球队领衔主演
的这部影片，将于 9 月
25日全国公映。

“云端”上下 相声何为？
蒋慧明

近期，“相声+直播”的话题一直热度不减。支持者大声点赞，认为相声就
该这样与时俱进，要跟得上当下观众的观赏需求；反对者则认为这种碎片化的
笑话集锦、类似于才艺展示的表演，已然空有相声之名而没有相声的味儿了。

那么，当今横跨“云端”上下的相声，究竟应该何为？不妨由外向内细细
揣摩一番。

李树建领衔豫剧人进京演出

忠孝节义 家国大戏
本报记者 郑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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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文化馆馆长王衍良 （左）
为张坤山颁发收藏证书

张坤山书法展举办张坤山书法展举办

抖音直播推出“欢乐DOU包袱”（网络图片）

上海评弹团直播 （网络图片）上海评弹团直播 （网络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