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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和政府的要求下，长期以来，学校文化艺术活动作为学校教

育教学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广大青少年建立兴趣爱好和

成材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学校德育工作发挥巨大作用的主要因素。营

造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为广大青少年开拓广阔的成材之路，这是加

强素质教育的要求，也是培养青少年未来实现中国梦想的要求。

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艺术活动，能够使广大青少年达到开阔

视野、陶冶情操、增长才智、提高素质、沟通人际、适应社会以及改

善知识结构和掌握实用技能等方面的效果。在这些文化艺术活动中，

广大青少年通过接受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有益教育，能够起到潜移

默化的作用，这对造就和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适

应中国复兴和实现中国梦的新一代人才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此，越来越多的学校对于开展丰富的文化艺术活动和营造浓郁

的校园文化环境给予了越来越多的投入和努力，学校里的音乐队、合

唱团、舞蹈队、书画社、兴趣小组等，简直琳琅满目。因此，校园文

化艺术活动的组织策划与指导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这就需要坚持先进

文化的正确方向，以育人为根本目标，努力发展符合实际需要、并为

广大师生喜闻乐见，且具有实效的校园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体系，真

正营造五彩校园的文化氛围。

PREFACE
前言



为此，根据党和政府有关政策和部门的要求以及国内外最新校园

文化艺术的发展方向，特别编撰了《五彩校园文化艺术活动》丛书，

不仅包括校园文化艺术活动的组织管理、策划方案等指导性内容，还

包括阅读、科普、歌咏、器乐、绘画、书法、美化、舞蹈、文学、口

才、曲艺、戏剧、表演、游艺、游戏、智力、收藏、棋艺、牌技、旅

游、健身等具体活动项目，还包括节庆、会展、行为、环保、场馆等

不同情景的活动开展形式等，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娱乐性、指导性和

实用性。

本套丛书适当配图，图文并茂，设计精美，格调高雅，不仅是广

大学校用于开展丰富文化艺术活动的最佳指导读物，也是大中小学学

校领导、教师，在校大中小学学生、研究生、博士生以及有关人员学

习的最佳实用读物，还是各级图书馆珍藏的最佳版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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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艺的历史与发展

曲艺是中华民族各种“说唱艺术”的统称。曲艺是由民间口头

文学和歌唱艺术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形成，是以“口语说唱”来叙述故

事、塑造人物、表达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生活的表演艺术门类。

曲艺作为说唱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前期却一直没有独

立的艺术地位。在中华艺术发展史上，说唱艺术曾归于“宋代百戏”

中，在瓦舍、勾栏中表演。在

近代，则归于“什样杂耍”

中，大多在诸如天桥、夫子

庙、庙会等民间娱乐场地进行

表演。新中国成立后，给发展

成熟的众多说唱艺术确定了一

个统一而稳定的名称，统称为

“曲艺”，并进入了剧场进行

表演，使曲艺艺术得到了很大

发展。

曲艺的历史渊源

曲艺发展的历史源远流

长。早在古代，我国民间的说

故事、讲笑话就比较流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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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中，有专为供宫廷演出的民间艺术能手叫俳优，他们弹唱的歌舞

和滑稽的表演，都含有曲艺的艺术因素。

到了唐代，讲说市人小说和向人们宣讲佛经故事的俗讲的出现，

大曲和民间曲调的流行，使说话伎艺、歌唱伎艺兴盛起来。自此，曲

艺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开始形成。

到了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繁荣，市民阶层不断壮

大，说唱表演有了专门的场所，也有了职业艺人和说话伎艺，鼓子

词、诸宫调、唱赚等演唱形式极其昌盛。

在明清两代及近代，伴随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城市数量猛增，

大大促进了说唱艺术的发展，即一方面是城市周边地带富有浓郁地

方色彩的民间说唱纷纷流向城市，它们在演出实践中日臻成熟，如道

情、莲花落、凤阳花鼓、霸王鞭等；另一方面，一些老曲种在流传过

程中，结合各地地域和方言的特点也发生着变化，如散韵相间的元、

明词话，逐渐演变为南方的弹词和北方的鼓词。这一时期新的曲艺品

种，新的曲目不断涌现，不少曲种是名家辈出、流派纷呈。

曲艺的大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曲艺艺术获得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迅速地发展和

繁荣起来，并自立于民族文艺之林了。

党和政府向戏曲、曲艺界发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号召，

为曲艺改革提出了明确的方针、任务和要求，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采

取了许多积极措施。广大曲艺工作者也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有关专家学者和文艺工作者也陆续参加曲艺创作、研究活动和组

织工作，曲艺改革很快全面展开，取得显著的成绩。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我国进入了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为文艺工作的发展创造了空前良

好的环境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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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阶段，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曲艺名家。曲艺家们和广大曲

艺工作者，坚持改革创新，紧跟时代步伐，积极编演新书新词，整理

传统曲目，革新说唱艺术，发扬文艺的光荣传统，不计名利，不辞劳

苦，不避艰险，满腔热情地为人民创作和演唱。

许多著名曲艺家和曲艺工作者，被授予“劳动模范”、“先进工

作者”等称号，被推举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或政协委员，参政议

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曲艺界赢得荣誉。

1983年，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80班的一个观察生活练习《买花生

仁的姑娘》，作为小品被搬上了春节联欢晚会，演员朴实的表演，诙

谐幽默的风格赢得了观众、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从此，中央电视

台春节联欢晚会有了一个新的艺术形式，那就是小品。

历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小品都作为不可或缺的节目参与到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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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中。一大批小品明星脱颖而出，小品这个新的演艺形式空前火爆，

它的题材也空前丰富，小品反映社会现象的深度、广度及其表演形式

也愈趋多样化。如今小品已经成为文艺舞台上极受观众欢迎的艺术形

式。

现阶段，自从曲艺专业团体的商业化经营之后，各类基层曲艺小

剧场、书场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

在北京，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中曲清音小剧场、德云社、挚友

俱乐部、嘻哈包袱铺、宣南书馆、崇文快板沙龙等小剧场渐成京城一

景。在天津，众友相声艺术团、哈哈笑相声艺术团、名流茶馆、燕乐

茶社等十几家曲艺社团聚集了相当的人气。在东北三省，二人转小剧

场遍地开花；武汉天乐社、济南晨光茶社、南京相声俱乐部、义乌曲

苑书场等也吸引了大批各年龄层的曲艺爱好者。在江浙沪两省一市，

苏州评弹长篇书场有127家，其中江苏省68家，上海市50家，浙江省9

家；不定期书场有15家，开篇书场20家，深受群众欢迎。

在全国范围内，对曲艺艺术传承保护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日益重视

已经初见成效，许多曲种以其独特的民族性、大众性、通俗性和经典

性，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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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艺的主要曲种

现代流传的曲艺曲种中，汉语的曲艺曲种，按其主要的艺术风格

可以大致分为小品类、相声类、评话类、鼓曲类和快板类等几大类。

少数民族语的曲艺曲种，由于各具不同的民族特色和历史源流，比较

难于分类。

曲艺包括的具体艺术品种繁多。根据统计，除去历史上曾经出现

但是已经消亡的曲种不算，仍然存在并活跃于我国民间的曲艺品种约

有400个左右。

这些曲艺品种包括小品、相声、评书、二人转、单弦、大鼓、双

簧、青海的平弦、北京琴书、天津时调、山东快书、河南坠子、苏州

弹词、扬州评话、湖北大鼓、广东粤曲、四川清音、陕西快板、常德

丝弦等。

各地区、各民族共有和相异的曲种，大至10多个省份，小到一两

个县区，均有不同程度的普及和流布。这些曲种虽然各有各的发展历

程，但它们都具有鲜明的民间性、群众性，具有共同的艺术特征。这

就使得我国的曲艺不仅成为拥有曲种最多的艺术门类，而且是深深扎

根民间具有最广泛群众基础的艺术门类。

现代流传的丰富的曲艺曲种，从它们各自的形成、发展、演变的

过程来看，主要有3大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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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代曲艺演变来的曲种

由古代的曲艺形式通过流传和不断的继承革新而演变、发展起来

的曲种，如评话、弹词、道情、小曲、莲花落等，起源都相当古老，

流传到不同地区以后，遂采用了当地的方言，吸收了当地的音乐曲

调，创造了为当地听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从而不断得到发展。

2.地方民歌或戏曲发展的曲种

由地方的民歌或戏曲曲调发展起来，形成说唱艺术的曲种。如粤

曲、五句落板、粤东渔歌、山东柳琴、四川金钱板、南丰香钹等，这

些曲种地方色彩浓厚，流传地域不广。

3.吸收多种艺术发展的曲种

由于广泛吸收为自身的艺术特征所需要的艺术手法、技巧等而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