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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曲艺要不要现代化，这是个不言自明的问题。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文艺服务

的对象正在走向现代化，任何传统艺术都不能固步自封、抱残守缺，“九斤老太”终将被历史所淘汰，曲

艺也不能例外。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曲艺理论和艺术形式的创新已经箭在弦上，势在必行。 

  曲艺艺术要适应时代，阔步走向现代化，前提是必须创新曲艺理论，比如曲艺是什么？剧场里经过改

造的二人转还是不是二人转，如何评价和面对这种改造？ 

  现有的曲艺理论概念如果针对旧曲艺的生存状态和表现形式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如果把这些现有

的曲艺概念奉为金科玉律来规范和约束现实中正在发展变化着的曲艺艺术，就会出现理论脱离实际的问

题。用过时的老概念来否定新生的、改革的、探索的曲艺创作和表演问题就更为严重。艺术是流动着的美

学，一成不变的美学理论是不存在的，用死概念捆绑活艺术的做法是不符合从实践到认识的唯物主义认识

论原则的。 

  有人说：“扮成角色的表演就不是曲艺，应该归戏剧家协会去管。”这是对曲艺现状不满的表示。艺

术分类学常识有助于我们了解曲艺的不同形式,但它对艺术本身的发生、发展不应有所限制，古代的参军

戏、汉代的百戏不会因为不知道归谁管就胎死腹中，现在还不断发生的网络文艺、电视文艺等也绝不会按

照这种分类学去选择出身。我们认识和评价曲艺，一定要真正深入了解当下活生生的曲艺表演，既要尊重

曲艺的传统，又要立足于曲艺的生存和发展，考虑到观众的趣味以及文化产品应有的品质，曲艺理论如此

才能保持务实的态度和发展的眼光，从而对促进曲艺的发展繁荣起到积极的作用。 

  那么如何进行曲艺创新呢？ 

  一是要创新要面向观众，面向市场。继承并不是要把传统说唱的形式原封不动地拿过来，创新也不是

没有任何继承另搞一套。曲艺创新要在继承传统说唱表演艺术本质特色的基础上，根据新时期观众新的审

美需求进行必要的改革和新的创造。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来说，保护传统曲艺的原汁原味具有重

要的学术意义，这项工作的意义不可否认，但另一方面，曲艺应当活在当下，应当面对观众、尊重观众，

得到市场的认可。对于曲艺艺术和曲艺艺人而言，生存是基础性的，按照传统的表演方式原汁原味地演老

作品，可能没人买票，如果面对着“活着还是死去”的原则问题，那答案当然是活下去。其实全国的多数

曲种都面临着生存问题，能够保持原汁原味的演出并获得更多观众认可的少之又少，那些老腔老调老面孔

的传统形式只能适应老年观众，不走创新之路将来恐怕要成为“化石”。可以说，在文化体制改革深化的

当下，创新是曲艺的生命，不创新就没有活路。对于那些率先走进文化产业中去开放市场的曲艺家们，用

什么标准去评价他们，恐怕并不能“一言以蔽之”，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艺术问题。 

  二是要用现代“包袱”和现代形式征服观众。在以往的曲艺文本创作上出现过一些好作品，但是很多

作品还存在着简单叙事浅、白、直的问题，尤其是曲艺中长篇创作的普遍难产，反映了曲艺作品缺少宏大

叙事和传世精品的现状。反映身边琐事、杯水风波、小情小景小趣味的作品难以为表演提供更为广阔的表

现天地，因此，要提倡曲艺作者在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前提下，努力追求作品的新、美、

深，告别简单叙事，勇攀艺术高峰，创作文化含量较高、适合当代观众审美需求的好作品。比如，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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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和所有带有喜剧特色的曲种，不能总是靠那些老掉牙的笑话支撑局面，要用现代“包袱”征服观众。

有了好的内容，曲艺在形式创新上要适应新的传播媒体和广大观众的审美变化。过去在极其艰苦的生存状

态下，在简陋的演出环境中，不可能追求曲艺的视觉美，现在情况不同了，曲艺也可以在表演方式、演唱

技巧、服装道具、灯光布景等综合效果上有所追求，丰富表现力。比如骆老演唱的《重整河山待后生》、

李海鹰谱曲的《过河》等都是在曲艺音乐的基础上吸收了姊妹艺术或流行的文化元素进行了艺术创新，受

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大型相声剧《明春曲》、曲艺牡丹奖颁奖晚会还分别利用了电影银幕和LED现代设

备丰富了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这样做行不行？我看“这个可以有”。重要的要看是不是保持了说唱表演

艺术的基本特色，如相声的幽默表演和说学逗唱；二人转的旦、丑配合及唱说扮舞；评书的故事结构和说

表赞评等表现手段不丢失，其他的辅助手段可以根据需要大胆吸收借鉴。前提是，创新要根据具体情况具

体对待，某些曲种不用创新还可以拥有观众，可以保持原貌，不必为创新而创新。而有些曲种观众已经大

量流失，处于危机状态，就要靠创新留住观众。有的曲种已经日薄西山面临消亡，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改革

创新。那种宁骑毛驴不骑摩托，为了坚守所谓的传统特色而拒绝现代化的选择，无疑是因噎废食，不改不

行。 

  三是要敢于打破界限，融会各种曲艺形式。在保留传统曲艺基本特征的基础上的改革与创新，是为了

增强曲艺的活力、魅力和实力。但是，试图通过创新把所有的传统曲艺样式都保留下来也只是人们的良好

愿望，其实不可能。花开花谢、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有生有亡是艺术规律。有些曲种已经完成了它的历

史使命要寿终正寝了，靠抢救是救不活的。可是，那些即将自然消亡的曲种还有另一种再生方式，就是它

的基因会在另一种新生的艺术形式中继续存活。而且会以杂交优势显现出新的生命力。比如相声剧其实就

是相声与舞台喜剧的杂交品种，音乐快板就是快板与音乐舞蹈艺术的结合，周杰伦的歌曲有很多是说唱艺

术成分与现代流行音乐的杂交品种，还有更多网络说唱形式受到青年人的热捧。如果我们遵循大曲艺的发

展理念，不去计较这些新样式到底应该归谁管，就应该豁达大度地为这些新的生命而欢呼。特别是从曲艺

发展的战略出发，在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曲艺创作和演出既要重视社会效益也要重视经济

效益。曲艺团队和曲艺人都应该尽快明确方向，努力进取，创新我们的曲艺，创作出深受人民群众欢迎和

喜爱的优秀作品，在文化市场中发挥优势、收到效益。曲艺要在公益性文化服务中发挥作用，也要在文化

产业中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为了使曲艺跟上时代，又好又快地繁荣发展，我们就应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

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旗帜鲜明地支持和引领曲艺创新。 

  就全国曲艺的整体现状和当前所处的文化环境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中国曲艺正处在历史上最

好的发展机遇期。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拥有极大的市场需求；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环境给曲艺艺术提供了

大显身手的机会；各曲种的领军人物及众多的曲艺名家活跃在全国城乡舞台上；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曲艺事

业的重视和支持，给我们提供了繁荣发展的保证和动力。曲艺理论研究应乘势而上，以求真务实的态度、

改革创新的思维、艰苦奋斗的精神，大力开展工作。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快设立曲艺生态学、曲艺接受学

和曲艺表演美学的研究课题。打攻坚战，拿出成果，促进新时期、新曲艺、大曲艺又好又快地发展繁荣。 

原载：《 人民日报 》（ 2009年11月27日 08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