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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曲艺70年创新唱新
2019年7月，国家文化和旅游部

印发《曲艺传承发展计划》（以下简称
《计划》），对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发展工作进行专项部署。

如何在新时代的节点上进一步推
动曲艺传承发展，对于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脉，增强文化自
信，繁荣文艺事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等都具有重要意
义。在“曲艺”尚未定名之时起，辽宁
曲艺就为新中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70年来的“创新唱新”成为辽宁曲艺
最鲜明的时代特色。从曲艺的涅槃重
生到小品的定名，从评书界“四大天
王”到喜剧小品的半壁江山，辽宁一直
走在全国的前列。昨日，辽沈晚报、聊
沈客户端记者对辽宁省曲艺家协会主
席崔凯进行了专访。

二人转、相声唱新 小立本、马力进京
崔凯认为，辽宁的曲艺创新建

设比新中国成立还要早。1949 年
初，安波带领一批文艺骨干从黑龙
江进入辽宁，便将曲艺纳入发展计
划，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对民间艺人
的培训工作，把旧社会的民间艺人改造成了新
时代的文艺工作者。

当时的二人转、相声表演没有正经舞台，
二人转被称作地蹦子（蹦蹦戏）的原因在于表
演中要三面或四面对着观众，二人转之名都是
1953年才正式喊起来的。

大鼓书的地位比蹦蹦戏高一些，陆游有首
听鼓词的诗作《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中提到
的“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证明鼓
书表演还能有场地。

1949年沈阳率先成立了相声大会,接着各
市逐一成立曲艺团、说唱团和地方戏团。这是
辽宁曲艺的重要节点，传统民间说唱在辽宁成
为一个有组织的重要文艺形式。1949 年，丁
玲、老舍、赵树理等人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曲艺
改进协会筹备委员会，会议上定名了“曲艺”，
将 400 多种被称为“杂耍”的各种曲艺形式纳
入其中。

乞讨文化下的民间艺人质变为新中国的
文艺工作者，从此他们开始了说新唱新，尤其

是辽宁。
“以前的民间艺人讲究‘宁舍一锭金不舍

一句春’，你缺钱我给你拿钱，但我的作品、我
的书不能给你，相当于每个艺人都有自己的看
家绝活。到了新中国，院团有人专职创作，有
人专职表演，艺术创新也有了更好的基础。”

东北大鼓在霍树棠手中有了新意，他演
唱的《杨靖宇大摆口袋阵》《白求恩》《狼牙山
五壮士》《罗盛教》等新曲目，在唱腔与表演
方面又有所革新；小立本和杨海荃表演的《社
会主义好》可说是相声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一段作品，作品以幽默，风趣的语言描
绘了新中国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各个方面
的成就，歌颂了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后杨
海荃的徒弟杨振华、金炳昶重新改编演出了
这段相声。

另外一个巅峰是马力带着二人转转进了
中南海，她创新的手绢舞蹈经过历次改良终于
固定下来。

以小立本、杨海荃、马力等人的创新开始，
辽宁曲艺掀起了“说新唱新”的高潮，评书成为

其中亮眼的一个。
从长篇章回体评书

《义和团》说起，评书艺人
们根据红色小说改编的

长篇评书《暴风骤雨》《红岩》在电台和大喇叭
中传播得无人不知，领一时风潮。

《人民日报》评价这种创新唱新的评书新
潮流为“说新书的一面旗帜”，评价的便是辽宁
说新书的代表杨田荣。

时代的变化，传播媒介的变化，让原本
保守的民间艺人有了新作为，他们不再忌惮
自己的绝活被学习，人人争创新作品，相声、
评书、鼓书、二人转都有了自己的新作品，从
民间生活中汲取了大量创作营养的新文艺
工作者，都各自在领域内完成了“脱胎换
骨”。

原本要撂地“平地抠饼”，如今搭上舞台，
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过来观看，艺人们体会到
了变化。而能领到固定薪水，到首都北京演
出，能到电台录制节目，那更是以前想都不敢
想的待遇。

崔凯回忆说，马力帮助铁岭创排过一台令
人耳目一新的二人转节目，她改良过的扇子手
绢模拟节目中自行车轮飞转，一种崭新的二人
转绝活诞生了，并沿用至今。

本科大学生学曲艺
曲艺茶馆的新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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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上世纪 50 年代，新中
国成立后辽宁曲艺的爆发还能够
理解，那么八九十年代相声、小品、
评书的全面爆发就有点令人瞠目
结舌。

首先是相声冯家门的振兴，杨振华、金炳
昶、王志涛的《假大空》《特殊生活》等系列作
品享誉全国，以至于“假大空”这个名词被领
导引用到工作报告中去。当时杨振华和金炳
昶的犀利刀风，劈开当时还有些沉寂的气氛，
让观众耳目一新，辛辣的语言，畅快地“吐
槽”，这种典型的东北辽宁相声风味，让辽宁
相声与北京、天津成为三大相声重地之一。

评书的高潮随后发生，刘兰芳播讲的《岳
飞传》领一时风气之先，“忠臣遇害沉冤得雪”
的桥段完全打动了当时的人们。

崔凯认为这一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文艺
作品，必然能唤起人们的情感共鸣。《岳飞传》
就是找准了这个点，并往前走了一小步。

更令人震惊的评书风暴核心来自田连
元，在广播评书的基础上他又迈出关键性一
步，直接让评书登上了电视荧幕。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田连元说，按照
电视台的想法，最好是先播五分钟，观众喜欢
再延长到十分钟。但田连元认为这完全违背
了评书的艺术规律。

“我当时就说，评书是讲故事的艺术，讲
故事、演故事就得有一个叙述的过程，给我五
分钟我的故事还没展开就结束了，老百姓哪
有那工夫看五分钟的你？”

就是这样讨价还价，田连元硬是争取到
了20分钟的黄金时间。当时田连元还经常参
加本溪歌舞团的演出，他会加演一段 20 分钟
的评书，通过反复试验，确定了20分钟的确能

做到故事的起承转合。
后来就是在他的力争之下，终于得以为

观众奉上20分钟的电视评书版本，一炮走红，
之后被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转播，随后一
部部电视评书作品问世，人称“无台不田”，电
视评书一火就是20年。

在崔凯的评价中，北派评书的“四大天
王”刘兰芳、袁阔成、单田芳和田连元是评书
届的顶尖人物，很多一流评书表演艺术家放
到别处也都是顶流，只是被这四人压了风头。

崔凯其实也是逢时而生，他 1972 年开始
创作，1980 年代以他在铁岭搞的“小戏”为基
础，以二人转丑角艺术形成了辽宁小品的一
个独特风格。

“小戏”指的是有歌有舞、有唱有白、有故
事情节和舞台表演的小型综合艺术，后来的

《摔三弦》《一加一等于几》均脱胎于此。
黄宏从山东快书改行演了小品，巩汉林、

范伟从相声改行演了小品，可以
说以崔凯、张惠中、张超、李春明
为核心的辽宁喜剧小品创作团队
占据了八九十年代小品的半壁江

山还多，在某种意义上重新定义了小品。
“小品到底是什么？当时我们都不清楚，

有人说是戏剧学院排练用的形式，有专家开
研讨会让我说说，我说不出来，但我们既然创
作出来又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那么它的
存在就是合理，只是理论滞后而已。”崔凯认
为东北的喜剧小品已经完全占据当时各大晚
会的半壁江山，发展到后来，晚会如果没有东
北人就会有缺憾。

1987年辽宁省曲协和电视台联合举办了
一次业余相声大奖赛，特邀姜昆、师胜杰、侯
耀文、李金斗、陈涌泉等相声名家做评委，崔
凯告诉几位评委，一定要挑选出优秀选手做
徒弟，赛后果不其然，大赛推出的孙晨拜师姜
昆，陈寒柏拜师侯耀文，王敏拜了师胜杰，优
秀选手各有归属。

崔凯当“媒人”上了瘾，后来没多久，他又
撺掇田连元先生开山门收徒，从此田连元也
教起了徒弟。

“把优秀的苗子推出来，让他们有更好的
发展，不管他们人到哪里，都是咱辽宁出来
的。”崔凯回忆后来的发展，很多优秀的评书、
相声和小品新人都去北京发展了。

和如今不同，那时各种大赛是新人脱颖
而出的重要通道，加上崔凯组织的各种相声、
小品新人大奖赛，使得辽宁曲艺新人一茬茬
地出现，很快散布到全国。这种人才流动在
各大卫视的喜剧秀中可见一斑。东方卫视的

《笑傲江湖》，视频网站的《吐槽大会》等节目
无不是东北人在唱大戏。

举办大奖赛推出新人、拜师学艺在上世纪90
年代成为“出道”的典型配置，而如今形势则有了
变化。新曲艺群体和曲艺本科毕业生成为辽宁曲
艺的新生力量。

据不完全统计，辽宁约有几百名新曲艺群体
从业者，他们在全辽宁几十家曲艺茶馆中说相声、
讲评书、唱鼓曲……

从沈阳现有的五个民营团体来看，他们已经
摆脱十余年前无法生存的窘境，演员有大学生、白
领、工程师、曲艺爱好者以及少数职业曲艺工作
者，他们因为热爱说相声、讲评书。在鞍山、营口
等地，去茶馆看曲艺表演成为一种时尚。

在崔凯看来，新曲艺群体的壮大，为培养出新
的顶尖曲艺演员提供了庞大的基数，同时也能够
培养更多的曲艺观众，留住观众。

另一方面，崔凯看重的是一批批曲艺大学生
们的成材。

2004 年辽宁科技大学在辽宁省曲协的协助
下率先设立了曲艺表演本科专业，辽宁大学艺术
学院创办了民间艺术专业，将非遗项目如海城高
跷请进了大学做展示表演。

按照2008年第一批本科毕业算起，辽宁科技
大学的曲艺表演本科大学生已经毕业了11批，多
达几百人。

“本科曲艺教育出现了一批新秀，我有次去山
东讲课，来了一群人要请我吃饭，一聊，都是以前
的毕业生。”崔凯感慨说，在大学四年教育后，素质
提高很快，而且很快能够充实基层创作队伍。

“他们充实到群众艺术馆、文化馆、剧院团辅
导、创作、表演，都能成为骨干，这是我们辽宁曲艺
领先全国的一大步。”在辽宁率先走出这步后，全
国陆续有八所高等院校开展了曲艺本科教育，十
八所有大专教育，二十多所开展曲艺通识课。

这也为连续三届的辽宁大学生曲艺调演奠定
了基础，全省大学里的曲艺协会也有二十几个，成
立的曲艺联盟吸引了不少大学生参加。

说到这，崔凯语气略显沉重：“以前有人会说，
我是听相声长大的，我是听评书长大的，看小品长
大的，但如果这些人都消失了呢？”

“曲艺长期承担着中华文明的教化作用，在潜
行的道德观、民族信仰和理念等领域起着重要作
用，如何争取新一代的孩子们，是对我们传统艺术
的重大考验，如果失去他们，损失巨大，那以代计
的人群就消失了。”

“如果我们的青少年都被外国的说唱吸引，那
是我们这代人的悲哀。曲艺在传承我们国家传统
艺术、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
用，在如今交互媒体作用下，曲艺生态出现了新格
局，人民群众希望有优秀的新作品，又被多元文化
所影响。这就需要我们的曲艺工作者扎根现实，
拿出真东西来。”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刘臣君

喜剧小品、评书、相声的爆发式发展

感谢中国曲协青年曲艺工作者联盟理事、沈
阳曲艺团业务团长穆凯协助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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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合影。

二人转表演图片。

鼓曲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