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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岁的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杨振华
最近很忙。12月16日，鼎泰乐和艺术团在
沈阳鼎泰茶社举办公益曲艺演出，杨振华
登台亮相，经典的相声小段《王安石赶考》

引来观众连连叫好。12月22日下午，作为鼎泰乐和
艺术团名誉团长、艺术指导的杨振华再次来到鼎泰茶
社，向团里演员倾情传授相声创作和表演心得。

在3个小时的授课过程中，老先生毫无倦意，说
起相声创作意犹未尽。

把大人物叫作“大咖”，把感情投入说成“入戏太
深”，还了解“工业自动化、生活智能化”，知道计算机
之父冯·诺依曼，既有网言网语、时代话题，又使用着
传统的相声术语，处处都是包袱。3个小时的讲课，
仿佛杨振华的相声专场，台下的学生有福了。

▼

2020年的春节来得早。所以还
没进入新的一年，过年的话题就已经
热起来了。第一拨到来的讨论是：

“反向春运”有可能成为2020年春运
新亮点。

“反向春运”的意思很好理解，就
是与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人返乡过年
相反，由在家乡的父母去孩子工作的
城市过年。这个话题并不新鲜，此前
几年就被讨论过，之所以再次受到关
注，是因为有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
门出台意见加以鼓励。在 12 月 18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公布的

《关于全力做好2020年春运工作的
意见》中提出：要推行回空方向列车
票价优惠措施，鼓励“反向春运”。

“反向春运”很有话题性，但似乎
并不是一个需要投票和取得共识的
事。一项票价优惠并不足以鼓励多
少人产生反向过年的念头，特别是春
节这个最不能用投入产出的经济账来
衡量的传统节日。但我同时相信确实
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了反向过年，
选择的原因可能是对新的过年方式充
满新奇和愉快，也可能是两难之下的
无奈与被迫，而这背后，或许正是时代
即将赋予过年的新方式、新文化。

回溯春节的传统，作为中国民
间最隆重、最热闹的节日，它是由上
古时代岁首祈年祭祀的活动演变而
来的，包括了除旧布新、迎禧接福、
拜神祭祖、祈求丰年等重要内容，办
年货、扫尘、贴春联、年夜饭、守岁、
拜年、舞龙舞狮、拜神祭祖、放鞭炮、
逛庙会、赏花灯等习俗更是必不可少
的。但随着岁月的变迁，很多习俗今
天都看不到了，特别是在城市里。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讨论年
味儿变淡了。但仔细想来，春节的
习俗是数千年来逐渐形成的，这中
间始终在经历着新俗与旧俗的更

替，以“原汁原味”来衡量年味儿本
身就无从说起。说起年味儿，我们
通常是把今天的过年与儿时的记忆
相比。而感觉变淡了，是因为我们
长大了，更是因为时代发展太快了，
习俗的更替太快了。古人想必不会
经历从40年前连一块过年的糖果都
舍不得吃，到40年后大鱼大肉全吃
腻了的变化吧？更不用说从40年前
一个胡同里的人们挤在一台电视机
前看春晚，到现在同一个家庭里会
手机、电脑、电视同时运转。

而所有这些关于年俗的变化
中，春运的出现无疑是最重要的一
个。上网一查，“春运”一词是在
1980 年才正式出现的，而“过年回
家”也是在此之后才成为春节的话
题中最受关注、常说常新的一个。
农耕时代安土重迁的古人可是没有
人为此烦恼的。这些年来，过年的
新闻中最让我们感动的，常常是那
些顶风冒雪走在归家路上的游子的
故事，或者是为了他人无法与家人
团圆坚守岗位者的故事。于是，在
所有沿袭下来的年俗中，团圆成为
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内容。

30多年里，我们用春运和过年回
家赋予过年以仪式感。而到了今天，
当越来越多的进城打工者已经有了
新市民的身份，在城市里扎下了根，有
理由把父母接来过年，就有了反向春
运的出现。当然，这一定也会经历一
个心理上的适应，包括年迈的父母亲
远离故土、远离亲友的惆怅，但正如
这30多年里有越来越多的父母亲适
应了在外打拼的孩子只有过年才能
回家的失落，也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
人在“反向春运”里找到新的年味儿。

原因在于——如果把团圆看成
我们这个时代最浓的年味儿，它从来
没有变淡过。

“反向春运”
赋予过年新的仪式感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12
月 20 日，沈阳市档案馆（沈阳市文
史研究馆）举行《沈阳历史文化典籍
丛书（第九辑）》首发式暨赠书仪
式。《沈阳历史文化典籍丛书（第九
辑）》编委会成员向沈阳市委党史
办、沈阳出版社、辽宁省图书馆、辽
宁大学图书馆、沈阳市图书馆、沈阳
大学图书馆现场赠书。

《沈阳历史文化典籍丛书》项目
是沈阳市文史研究馆自 2008 年以
来长期坚持的一项文化建设工程，
研究、整理、校注并逐年出版辽沈地
区久被湮没的许多重要文化典籍，
现已出版九辑 27 册。《沈阳历史文
化典籍丛书（第九辑）》收录的三册

古籍为李呈祥的《东村诗集》、戴梓
的《耕烟草堂诗钞》和陈梦雷的《松
鹤山房诗集》。李呈祥、戴梓、陈梦
雷都是清初著名学者和遣戍盛京的
流人，他们以自己的诗文创作，丰富
了流人文学内容，为清初东北边疆
文化与中原和江南文化大量交流作
出了贡献，为盛京留下大量珍贵的
历史文化财富。

据悉，沈阳市档案馆（沈阳市文
史研究馆）今后将组织文史专家，继
续做好地域历史文化古籍的收集、
整理、研究、校注和出版工作，使那
些珍稀古籍为学界所应用，为大众
所共享，为当代沈阳文化繁盛服务，
为后世薪火相传尽责。

《沈阳历史文化典籍丛书（第九
辑）》出版

“道听途说真学问，细枝末节乃
知 识 。 生 命 有 穷 时 ，去 一 日 少 一
日。学问无尽头，求一分得一分。”
说起诗词歌赋，杨振华信手拈来。
强调学习的重要性，是他对相声创
作者最大的希望。“多深的人写多深
的相声，相声界要吸收更多的知识
精英进来。”“相声演员最大的本事

是现挂。现挂是什么？是睿智的展
现，是灵机的爆发，是知识的积累。
你肚子里不宽敞，挂出去的准是水
词。相声演员应该是有文风文气的，
大家现场愿意讲‘气场’，真正的气场
应该是文风不是俗风。”

相声到底该怎么写，杨振华说：
“先把包袱备足了。日常积累是必须

的，没有积累就没有原材料，有了原
材料你再去识别、分类，看它能做成
什么菜。”

说到“菜”，他来了段现挂，就拿
团里的演员小蔡为例：“各位，我自
报一下我姓蔡，那是哪个蔡呀？我
一说这个蔡，你就能知道了：北京大
学有个校长叫蔡元培，民国有个将

军叫蔡锷，谁不知道？还有个大文豪
叫蔡东藩，从秦始皇一直写到清史明
史。您知道我叫什么吗？他叫蔡东
藩，我叫蔡东岩！”

突 然 收 到 杨 振 华 送 的“ 大 礼
包”，小蔡很激动，“有了杨先生这
么漂亮的包袱，根本就不用模仿别
人的。”

“肚子里不宽敞，就没有好相声”

本报讯 记者商越报道 感
受名家风采，享受艺术熏陶。12
月 22 日，辽宁省图书馆举办了一
场名家分享“乐·读”活动——“迎
新年经典音乐欣赏分享会”，用互
动有趣的方式，带领读者敲开艺
术的大门。

当天，来自省内的演奏家、歌唱

家、戏曲表演艺术家与读者分享学
习心得，并演绎精彩作品。音乐欣
赏分享会以中国红色经典作品为主
线，让西方乐器讲中国故事，曲目
包括钢琴协奏曲《黄河》《红色娘子
军》，独唱《我爱你中国》、京剧《红
灯记》选段等，也有观众喜闻乐见
的外国作品。

省图书馆举办
迎新年经典音乐欣赏会

相声表演艺术家杨振华现场讲授新相声创作

单纯的搞笑不高级
本报记者 高 爽 文并摄

“什么是相声？有人说是象声，
是模拟之学。我的理解不同，相声的

‘相’也是宰相的‘相’，是辅佐、辅助
的意思，相声的意义就是要辅佐人教
育人。”曾以相声《假大空》等享誉全
国的杨振华，相声创作始终紧密联系
现实。在他看来，相声艺术承载着极
强的社会教化功能，“大多数人认为
相声是从民间文艺这条线上传下来
的，我认为它还有另一个来源，就是

古代文人日常趣谈中那些幽默诙谐
的包袱。相声本身是调侃、是评论、
是趣谈，也是讨论时事的论坛。相声
的语言锋利，使人印象深刻，挥不去
抹不掉，所以人们至今还在使用‘假
大空’这个词。”

在杨振华看来，相声表演者更要
注意社会效益，“老人要戴花镜，为了看
真。青年人要拿望远镜，为了看远。科
学家拿起显微镜，为了看细。有钱人戴

上墨镜，为了看淡。我们相声演员必须
要求真。现在很多相声成了单纯的搞
笑，这跟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相去甚
远。还有一些人，净往下三路上联想，
那个不高级，只能说明你低俗。那样
的相声演员，可耻可恶可厌。”“我看
到许多外国朋友到中国来听传统的
京剧和相声。京剧是国粹，相声能和
京剧相提并论，这是多高的评价啊。
我们拿什么回报这份期待？我们要

走在文化潮流的前面，与时俱进，与
人民同呼吸。”

推陈出新，始终是杨振华相声艺
术的重要追求。“一种艺术停留在原
地，是要离人们远去的。前辈艺术家
留下的那些有滋有味的作品，让我们
怀念，但是我们不能沉溺于那些过去
的老活。喜欢老活不是毛病，新从旧
中来，又打老里生，但新的终究要代替
旧的。”

“相声能和京剧相提并论，多高的评价啊”

这些年，杨振华始终坚持相声创
作，已经积累了120段作品。新相声，
题材从哪里来？杨振华说，对新现
象、新问题的关注，用新的眼光关注
老问题，都是大题材。“我现在创作的
新相声，比如《四大名著》《俗话说》

《机器人畅想曲》，都是新话题，现在
谁不感兴趣？现在有人提出，将来都
自动了智能了，人能干什么去呀？这
不就是相声的题材吗？”

谈到创作，杨振华露出了比年轻

人还旺盛的激情：“再比如我昨天看
的一个新闻，一个心理学家说人的心
态可以掌控你的身体，也就是说，身
体健康不健康关键看心态。我看了
以后就琢磨了一个段子，甲说：什么
是心态呢，‘态’字怎么写？一个太平
的‘太’加个‘心’字，心态就是心里太
平。乙说：你那个讲法还不对，这个

‘太’不是太平的‘太’，是太太的
‘太’，心里装着太太，身体才能健
康。这么一解释，包袱不就来了吗？”

他的言传身教，让团里的年轻演
员们获益良多，也深受鼓励。2019年
是鼎泰乐和艺术团的丰收年：青年演
员张学京、郭玉参加了第十届天津相
声节。在“相声回家”第十届北京青
年相声节新作品比赛中，青年演员张
学京和王乐天表演的原创相声《阎王
爷招工》获得三等奖；在第二届“马季
杯”全国大学生相声展演中，戴向和
张帅的相声《我是歌王》获得优秀才
俊奖；在辽宁省第三届大学生曲艺节

上，吴佳林和王源博表演的原创相声
《打工奇遇》获得最佳节目奖，董志远
和金汉鹏表演的原创相声《韶年论》
获得最佳节目奖……这些成绩也让
身为名誉团长的杨振华甚感欣慰。

此次讲课，杨振华带来了自己创
作的 6个相声段子，无偿提供给艺术
团的年轻演员，还一字一句地和团员
们讨论、分析。也许不久之后，沈阳
的观众就会从这些年轻人身上再次
看到杨式相声的独特风采。

把握时代脉搏

▼

▼

杨振华现场向青年演员传授创作表演经验。

《商鞅》剧照。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2
月21日，“金玉满堂带回家”青少年
社会教育活动在沈阳故宫开课，这
是沈阳故宫“金玉满堂文化季”2019
年最后一项活动。

当天的活动以“金玉满堂”展览
为中心。从沈阳城的“逆袭”——沈
阳故宫的前世今生讲起，通过展览
展厅互动亲子导赏，让孩子们走近
沈阳故宫的历史，了解文物背后的
故事，从“金玉之器”中理解中国传

统文化中对平安、财富、喜庆等美好
生活的向往，以及对幸福生活的祈
盼。观展后，孩子们参加了“金玉满
堂带回家——朕的同款宝贝”“小小
鉴赏家”等活动。

沈阳故宫博物馆馆长李声能介
绍，近年来，沈阳故宫博物馆陆续举
办了各种系列教育活动，发挥博物
馆校外教育的主阵地作用，满足青
少年课外活动的需求，让沈阳故宫
成为学校课堂外的“第二课堂”。

“金玉满堂文化季”
青少年社教活动收官

《商鞅》《生死场》《角儿》三部话
剧正在辽宁大学上演。于12月16日
开幕的第四届默然话剧节与前三届
相比，坚持请进来、走出去理念，推动
艺术教育与实践的无缝对接，传承中
国的话剧精神。

三部话剧表演难度大

辽宁大学艺术学院在本届默然
话剧节展演的话剧《商鞅》《生死场》

《角儿》都是历史题材作品。开幕式
上演的话剧《商鞅》，描写了战国时期
政治改革家商鞅的生平故事。《商鞅》
的成功演出，离不开师生们的努力。
该剧指导老师芦明在接受采访时说：

“《商鞅》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扛鼎
之作，是一部难度很高的作品，场面
之大、人物之多，对我们来说都是一
个考验。排演中，男生不够，我们就
用两个女生来塑造商鞅人物，没想到
效果也不错。”

剧中太子驷的扮演者姜普说，他
通过参加《商鞅》这部厚重的历史剧
演出，使作为一名表演专业学生的自

己，对历史的了解、剧本的解读、角色
的认知都更加深刻和透彻。

话剧《生死场》根据萧红同名小
说改编而成。指导老师果崇英说：

“这是一部爱国题材的戏剧，舞台张
力比较大，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话剧展现了浓厚的家国情怀。观
众感受到了演员用心的表演和舞台

散发出的力量。”
剧中，饰演金枝的霍佳祺说：“从

选剧本到在话剧节上的呈现，经历近
1年的时间，大家都很辛苦。”

《角儿》也是一部历史剧，讲述了
秋子与养子的戏曲人生。指导老师张
晶说，学生从最开始对表演的朦胧认
识，到现在独立完成一台大戏，把人物
丰满地塑造出来，是一种成长。

辽宁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安琳说，
这三部话剧是艺术学院毕业大戏，导
演、演员都是辽宁大学艺术学院的师
生。戏剧的功能不仅是在舞台上呈现
人物和故事，更重要的是应当呈现一
种生活、表达一种思想、传递一种精
神，校园话剧也秉承这一理念，在教学
中不断探索。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领校园话剧新风尚

默然话剧节是辽宁大学推出的
科技文化体育艺术“九大节”之一，旨
在致敬话剧前辈李默然、传承话剧现
实主义和诗意美学精神。话剧节期

间，学校举行了学生毕业大戏展演、艺
术表演展示周、“新柳剧社杯”大学生校
园短视频作品大赛征集等系列活动。

辽宁大学领导表示，默然话剧节
旨在展现经典魅力、弘扬时代主旋
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校园
话剧新风尚，用文艺的力量温暖、启
迪、鼓舞辽大人。同时，让更多人欣
赏话剧、了解话剧、喜爱话剧，用艺术
创作传播真善美，以艺术实践唱响中
国梦。辽宁大学举办默然话剧节，就
是大力弘扬和传承中华文化，不断增
强师生文化自信的创新举措，在小舞
台上演绎“大写的人生”，再现中华文
化的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李默然之子李龙跃说，辽宁大学
以人民艺术家李默然的名字命名校
园话剧节，这是对话剧事业的一种致
敬、一种情怀。非常欣慰能够看到一
批批辽大艺术学子为中国艺术发展，
特别是话剧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希望默然话剧节能够走出辽大校门，
影响力逐步扩大，为推动中国话剧事
业发展作出贡献。

本届话剧节将于12月31日结束。

第四届默然话剧节开幕

大学生话剧关注历史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