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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苑 利

今年是李润杰先生诞辰 98周年。 弟子们为纪念这位已故先师出版

这部作品集，并嘱我写序。 先生是中国曲艺史上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先

驱，又是快板书这一独特艺术品种的创始人。 他的艺术成就远不是我这

样的小人物所能评述的。人家邀我写序，无非是想看看局外人怎么说，局

外人怎么看。 故而，在这里我也只能以一个局外人———一个坐在剧场最

后一排看先生演出的看客， 谈一谈我所能理解到的先生成功背后的奥

秘。 而这也许会对今后年轻艺术家的成长，提供某种借鉴。

在我看来，先生一生的艺术成就，是在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简单得不

能再简单的道理：艺术源于生活。没有对生活的深入观察和深入思考，就

不可能创作出那么多的艺术佳作。 先生是位高产艺术家，他创作的作品

主要形成于 1949年之后。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时间里， 他走村串

寨，进厂下矿，甚至亲赴前线，为新中国创作出了许许多多令人拍案叫绝

的艺术作品。他赴云南慰问边民，回来便写出了《红太阳照进苦聪家》；他

赴福建前线慰问子弟兵，回来便写出了《夜袭金门岛》《智取大西礁》；他

赴四川贵州慰问铁道兵，回来便写出了《干锤百炼》；他赴大庆油田慰问

石油工人，回来便写出了《立井架》《油海长虹》……有人纳闷，为什么先

生会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创作出如此之多的文艺作品？他的回答是“要

有生活”。 当然，除亲身经历的现实生活之外，他的创作也常常来源于他

的“第二生活”，这便是他非常善于从其他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并用快

板书的形式将它们表现出来。如《铸剑》《巧劫狱》《千里救亲人》《闯险滩》

《劫刑车》等，都是这样一些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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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生活学习，不能过于势利、过于急功近利。 向生活学习，也不应仅

仅停留在创作内容本身。 一个优秀的文化工作者，他对生活的体验应该

是全方位的。 如在看待表演上，他便特别喜欢套用师父的那句话：“书中

要有你自己的东西。 比如住店，店有多少种店，店小二是什么样的人，怎

样招待客人，说什么话———见了阔人说什么，见了穷人又是什么样。一个

评书演员，对人间的世态炎凉、各种知识都要懂，只有这样你才能把人物

说活，才能把故事说得合情合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有生活，没有丰厚

的生活基础是很难把书说好的。 ”他又说：“毛主席要求我们文艺工作者

到工农兵火热的生活中去，这是真理。 说旧书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原则

下，也必须对各种人物进行分析，才能把书说活。这些道理在我不断的艺

术实践中，体会得越来越深刻了。 ”

先生的艺术实践告诉我们，作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仅有生活是远

远不够的，还必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 据常祥

霖先生介绍，先生年少时，家境贫寒，所以他很早便到天津学习手艺。绱

过鞋，扛过包，要过饭，还误入虎口给日本人当过劳工，受尽人间辛苦。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阶级仇、民族恨就是这样在我脑子里打下了深深的

烙印。翻阅先生作品我们不难看到，他之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好像突然

一下子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与这段苦难身世不无关系。 新旧社会的对

比，使他从心眼儿里热爱共产党，热爱解放军，热爱新中国。 正因如此，

在天津曲艺界， 他是最早用曲艺形式揭露国民党在天津所犯罪行的民

间艺人， 是最早参加天津市文艺工会并最早发起组织相声大会的民间

艺人，也是最早在镇反运动中配合当时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民间

艺人，同时还是最早参加抗美援朝慰问演出，并受到西北局文化部门嘉

奖表彰的民间艺人。如果没有足够的对旧社会的恨和对新社会的爱，他

是不可能以那么大的政治热情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的。 每个艺人

都会有自己的情与爱，但是，如果这些情爱无法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情与

爱融为一体，如果不是为他们“鼓”与“呼”，就不可能产生如此之大的社

会共鸣。 作品应该有“我”，但这个“我”不应该是磨磨唧唧、黏黏糊糊只

关注内心世界的“小我”，而是能肩担日月、替天行道的“大我”。 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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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难成“大师”。

先生的一生还告诉我们，作为一名杰出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勇于

向别人学习，并在博采众长中提高自己。 先生的童年是在饥寒交迫中度

过的。 不过他常说在痛苦中也能找到几分欢乐。 这欢乐就是民间艺术带

给他的幸福体验。 先生出生在一个民间文艺世家，五六岁便开始跟着父

亲学唢呐，在村里的碌碡会上扮演小丈夫。 在青少年时代还跟大人学过

蹦蹦戏、南城调、评书等等。 这些经历都成了他后来带艺投师、拜在评书

艺人段荣华门下的资本。在天津学徒期间，先生还学习过评戏、京东大鼓

和太平歌词。 拿他的话来说，学徒四年，绱鞋没什么长进，说唱能耐却长

了不少。 这点功夫没白下，不仅在他山穷水尽之时，救了他的命，还为他

新中国成立后所从事的艺术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先生的艺术实践告

诉我们，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特别是生活在曲艺行当里的艺术工作者，

一定要博采众长，只有这样，才能为日后的发展铺平道路。 据先生回忆，

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数来宝、评书和相声。他创建的快板书说

到底也正是“快板”（数来宝）、“说书”和“相声”的巧妙结合体。 从形式上

看，快板书当然首先是“快板”。快板的引入，显然与他年轻时学习过数来

宝这一快板表演艺术有关。 表演中，先生快板节奏之丰富，韵律之流畅，

均源自他年轻时学习数来宝打板的底子。 从表现内容看， 快板书不是

“板”，而是“书”。快板书说到底是在“说书”，说“故事”。而这，又与他青年

时代跟随段荣华先生学习过说评书的经历有关。无论是表现形式还是表

现内容，先生的快板书似乎都与他学习过的相声并不搭界。 但殊不知他

在讲故事过程中所使用的“说学逗唱”的功夫，正源自相声的“基本功”。

没有早年学习数来宝的功底，没有早年学习说书的功底，没有早年学习

说相声的功底，就不可能有一个叫后人眼前一亮的快板书。 曲艺界众大

师的艺术实践也一次次告诉我们：艺术都是相通的，只要努力，无论什么

都不会白学，无论什么都不会白练，只要努力，你的所学总有一天会在你

未来的创作实践中派上用场。反之，没学会走就想跑，没学会几个段子就

想搞艺术创新，很难成为大家。

作为一名杰出的艺术家，必须占领本行业的理论制高点。 与许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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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艺术家只会表演不会归纳不同，先生在创作、演出的同时，也非常善于

进行理论上的归纳，并将这些归纳出的“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以指导

更多的艺术实践。如他认为快板书在结构上应该是“一座小院一座宅，树

桩拴马任徘徊，过沟跳壕势必衰，三个回合见成败”。意思是说，快板书在

结构上必须紧凑，应该直奔主题，而不是添枝加叶，最后乱成一锅粥；所

有故事都应该像拴在树桩上的马驹， 既要给它足够的空间让它伸展自

如，又要对它有一定的约束，不能过沟跳壕，更不能节外生枝，叫人家丈

二和尚摸不清头脑；此外，故事的设置也要严格遵循“事不过三”的原则，

只有这样，故事才能在跌宕起伏中漂亮收场。在表演上，他特别喜欢师父

常说的那句话：说书人吐字必须苦练，要达到字字如悬石落地的程度。至

于那些盔甲赞、武器赞等贯口，要巧、要脆、要爆。我们常说，学艺拜高人。

高人的指点，常常会起到一两拨千斤的作用。而这里所说的高人，当然不

是那些徒有虚名但又不接地气的“假把式”，而是那些确有实践经验的真

正的艺术家。

李润杰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 25个年头了。但在我心中，先生从未

远离过我们。这是因为我们还时不时就能翻阅到先生的遗作。今天，先生

的弟子们将他的作品结集成册。我想它的意义已经不是我们用这种方式

去纪念一位艺术界的伟人，而是通过这部作品的出版，去影响更多的年

轻人。 我们真的很难说会不会有那么一批年轻人，就因为看到了这本书

而投身到中国的演艺界中来。从这个角度来说，先生没有死，他一直活在

我们身边，并帮助我们完成中华民族传统文艺的伟大复兴！

2015年 9月 19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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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师恩（代序）
王印权

少杰师弟打招呼，

先生最近要出书。

嘱我写上几句话，

听后心潮骤起伏。

先生曲坛树丰碑，

快板书为开山祖。

陶钝老人写序赞，

王济团长作诗赋。

先生本人有专著，

之冰文笔更娴熟，

妙语华章俱写尽，

后学怎敢再重复。

有幸拜师李门下，

天津学徒深感悟。

写下几行回忆录，

权向少杰交任务。

先生自撰一对联，

亲笔挥毫挂堂屋：

旧社会花郎乞丐沿街卖唱数来宝，

新中国人民演员歌新唱新快板书。

翻身不忘共产党，

字字句句出肺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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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做人听党话，

敬业做事知不足。

讴歌时代亮金喉，

为民抒情凭文武。

人生目标比天大，

立足脚下迈阔步。

革新打板多节奏，

钻研表演下功夫。

讲好故事塑人物，

创立曲种快板书。

老骥伏枥志千里，

血性男儿不怕苦。

天津解放上街头，

满怀豪情来庆祝。

赴朝慰问送欢笑，

宣传抗洪下塘沽。

顶风冒雪访大庆，

金门前线擂战鼓。

云贵高原看筑路，

翻山越岭穿幽谷。

深入群众接地气，

一身汗水一身土。

语不惊人不落笔，

千锤百炼来著书。

作品鲜活有筋骨，

故事行云似飞瀑。

老少咸宜雅共俗，

能演唱来能阅读。

篇篇都是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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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憎分明不含糊。

指天画地评善恶，

纵横捭阖论今古。

竹板声声入千家，

唱词句句进万户。

天下谁人不识君，

一杆大旗高高竖。

文化交流到海外，

国际朋友更折服。

爱看爱听他演唱，

对他品德更敬慕。

称他人民艺术家，

爱国爱民做公仆；

称他曲艺剧作家，

著作等身近百部；

称他社会活动家，

哪里需要哪演出；

称他曲艺教育家，

授徒传艺把路铺。

桃李争芳满天下，

润泽四海与五湖。

杰出精神耀津门，

出人出书走正路。

书颂共圆中国梦，

大千世界齐祝福———

吉祥和平展宏图。

敬献恩师小礼物。

2015年 9月 10日 教师节敬书于北京兰竹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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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艺 奇作 奇人（代序）
———记一代曲艺大师李润杰

孙福海

我之所以称曲艺大师李润杰是奇艺、奇作、奇人，是因为他在我国

当代曲艺发展史上创造了无数个第一：

他，开宗立派，是快板书的开山鼻祖；

他，创作的传世之作，数量与质量位居曲艺界之首；

他，开创的快板书在群众中学习、传播、普及最广；

他，文化不高而总结出来的表演理论、经验博大高深，自成体系，

是曲艺界公认的第一人；

他，每次深入生活都能创作出轰动曲坛的传世佳作；

他，始终站在时代和艺术的高峰；

他，教授的学生最多，亲传弟子、儿子也是当代最佳的快板书传承人；

他，出版和发表过的著作及作品最多。

这些第一，在当代曲坛绝对可以称奇。 而这些“奇”，又有着常人难

以想象且令人钦佩的事实为依据。

一、 乞讨卖艺却屹立在艺术的峰顶

李润杰幼小在花子店学艺，以乞讨为生，而他却在新中国成立后开

宗立派，在原有快板的基础上加了一个“书”字，建立起区别于“高派（高

凤山）”“王派（王凤山）”的“李派”唱法。

我认为，“李派”快板书实现了艺术上的五项重大突破。

一是突破了单调的板式。 先前的“数来宝”及“高派（高凤山）”“王派

（王凤山）”快板，多为“三、三、七”的单一句式和“单点”。而李润杰创造了

双点、单双混合点、连环点以及慢打快唱、快打慢唱、大板和节子板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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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的多种板式。 二是突破了多种多样的句式，除了七字句、十字句、垛

句、三字头，还增添了四字联、五字垛以及散说韵诵、唱中夹白、自由对

话、连环句、俏皮话、绕口令等多种句式。三是突破了旧快板的语气口风，

融化吸收了话剧、电影和评书的语言风格，使快板书具有说、表、韵、诵、

刻画塑造人物的鲜明特点。如《劫刑车》中的双枪老太婆、伪警察局局长、

茶馆老板娘、乡丁、叛徒、游击队英雄、国民党官兵等众多角色，活灵活

现，无不体现了鲜明的角色个性。 四是突破了演员在创作上存在缺陷的

短板，实现了自编自演，佳作迭出。 他一生中所创作的作品在各种刊物、

报纸刊登的数量位居曲艺表演艺术家之首， 而且在 1962年出版了第一

本作品选集后，又于 1972年、1978年、1997年多次出版其作品选集。 五

是突破了演员以传统节目为主的现象，坚持说新唱新，紧跟时代。 1958

年他到福建前线慰问，创作出《赞三军》《金门宴》之后，又深入部队和边

疆，创作出《夜袭金门岛》《智取大西礁》《红太阳照进苦聪家》；20 世纪 60

年代前后创作了《劫刑车》《熔炉炼金刚》《“火药枪”》等；1963 年他深入

天津抗洪第一线，创作了《抗洪凯歌》；深入大庆，创作了《立井架》。

李润杰将讴歌我们伟大的时代，作为他艺术的全部生命力。 尤其是

他在深入西南部队后创作了《千锤百炼》，成功地塑造了马云龙这个人物

形象，周恩来总理看后，激动地握着他的手夸赞他：“你就是马云龙！ ”

所以我说：李派快板书的影响、传播、普及不仅远远大于高派（高凤

山）、王派（王凤山），而且他还打破了一个规律，即“学十年，火十年，养余

生”。意思是说一位艺术家一生中只有一个高峰，只能创作出一两个代表

作，而李润杰大师，一生中的创作始终屹立于高峰的峰顶，无低谷、无平

淡，这难道不令人称奇吗？！

二、 文化不高却屹立在曲艺理论的峰顶

在舞台艺术领域， 成功的表演艺术家大都依靠专门的理论家来总

结、提炼、概括他的艺术经验、表演体系并形成系统的理论。 而仅仅读过

三年私塾的李润杰，却开辟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曲艺表演理论的先河。 他

自己将一生表演的经验、体会、技巧、方法归纳成精辟、高深的理论体系，

结集出版。 他的理论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理论的专业化、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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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化、体系化。 突破了只谈体会、经验的片面化，是一部教科书及高度

理论升华的实用教材。 二是语言新颖、生动，易记好懂。 如他概括的创作

经验是：有人儿，有事儿，有劲儿，有趣儿。“有人儿”就是作品中要有鲜明

的活灵活现的生动人物，这是“书胆”。 “有事儿”就是要有“抓人”的曲折

的故事情节，这是“戏核儿”。“有劲儿”就是结构章法环环相扣。“有趣儿”

就是富有风趣儿。 他概括快板书演唱的最高境界是：平、爆、脆、美。 他将

这四个字诠释为四句话：平，如无风湖面；爆，如炸雷闪电；脆，如珠落玉

盘，美，如酒醉心田。 三是具有普遍的启发和指导意义，对其他曲艺表演

形式也有着广泛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这部理论文集， 使众多专门从事曲艺理论的大家都一致发出赞叹，

被称作是划时代的曲艺表演理论文集，填补了曲艺理论的空白。 所以我

说：作为一名仅仅读过三年私塾的艺人，能屹立在曲艺理论的峰顶难道

不是奇文吗？！

三、倾其所有却屹立在富翁的峰顶

李润杰生前有一句话：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要为党的事业倾其

所有。

新中国成立后，翻身感极强的李润杰，在天津是第一位自发地唱快

板赞扬入城解放军的艺人，接着他到西安演出，坚持说新唱新，被艺人们

公推为西安市曲艺改进委员会副主任，并获得“进步艺人”的称号。 1952

年他返回天津， 积极参加赴朝慰问。 1953 年主动加入党领导的曲艺团

体———天津广播说唱团。 1956年被评为先进文化工作者，赴京出席全国

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 受到了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接见。

从此，他在工作上落了个“拼命三郎”的雅号。在演出上拼，在快板书的改

革创新上拼，当时在天津广播说唱团轰动全国曲坛的就是创新了两个曲

种形式，一个是王毓宝的天津时调，一个就是他的快板书。为了不断地创

作新作品，他在深入生活中经常几天几宿不睡觉。 1960 年初，他积劳成

疾患了肝病，但仍然在病中创作，拿笔困难了，他便口述，让当时跟他学

习的王印权记录，创作了传世之作《熔炉烈火炼金刚》。

他在教学上也是倾其所有。 古代孔子有弟子三千，而李润杰辅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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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用万来计算，而且不收礼，不收一分钱，还经常管吃管住。

令人佩服的是他毫无门派之见，如他辅导的梁厚民成才了，他支持

梁厚民拜在高凤山门下，同时，他也支持儿子李少杰成为高凤山的弟子。

他呕心沥血创作的《金门宴》，却让给弟子张志宽演唱，说：“你要有

自己的代表作，这段节目我不唱，希望成为你的代表作。 ”他为了让张志

宽在全国有影响，便去大庆深入生活，创作出对口快板《立井架》，与张志

宽合作演唱。

我忘不了，在 1980年他向上级党组织提出“让贤”，要将他担任的天

津市曲艺团副团长职务辞掉，腾出职数，推荐我继任，他说：“虽然他刚

30岁，但锻炼后空间大。 ”在我主持团里工作后，他仍然担任副团长，支

持、帮助我工作。

我忘不了，他在 1990 年 10 月 11 日故去前，又提出：将故去后的丧

葬费作为最后一笔党费交给党。

他为了党的事业倾其所有，但他是最富有的。 他的精神，他的艺术，

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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