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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文化资源与符号经济

当代的物质消费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种符号行为。人在物质消费的

时候，会充分注意到它的品牌价值。比如“李宁牌”运动鞋和运动服，

它就是因为“李宁”这个运动明星而大大增值。正是这样一种符号性

消费的行为，促使商家特别注重打造商品的品牌价值。而商品的品牌

价值一旦被创造出来，就成为商品的资本甚至资源。商品因为品牌而被

人们所认同，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就成为符号经济。

符号经济同样体现在文化产品上。文化产品同样体现着文化符号

的价值，文化符号同样创造着符号经济。这是因为，文化不仅是一种

社会行为，也是一种消费行为。人们进入电影院或剧场就进入了文化

消费过程。而人们之所以要进入电影院或剧场，不是盲目的，而是有

选择的，他们选择的唯一标准就是电影或剧目的文化符号。文化在商

品社会一旦进入消费领域，它的符号性就必然会起到巨大作用。以影

片和戏剧而论，“上座率”就是其文化符号的鲜明体现。那种创造巨大

”俟惶癯…囿胂炫冰北祺戛畲展》旖皑登「。》坜告×潼疡「缙弩棋姆倮

文化符号而成为“梦幻工场”；青春版《牡丹亭》同样创造了可观的票

房收入。

》旖皑登「。!》坜告×潼疡「囿!》疒倭兕「缙偕摸写搡倮闷赈祺栋哜

符号，其原因在于它们是以神话原型的打造，而产生了吸引人的强大艺

术魅力。据叶舒宪介绍，2003 年出版的一本译著，书名是 “很久很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 

二
人
转
艺
术
产
业
化
问
题
研
究

以前：以神话原型打造深植人心的品牌”，两位作者是研究神话原型的

美国学者，他们在书里披露了一大批世界知名品牌和神话原型之间的关

系。比如我们熟知的“耐克”品牌，英文名字Ｎｉｋｅ是希腊神话里的

胜利女神，常常站在雅典的守护神雅典娜的手上。再比如好莱坞电影

十有八九都借助神话的力量。以《星球大战》为例，导演卢卡斯在创

作之前曾仔细研读了神话学家坎贝尔的名著 《千面英雄》，并且上门请

教。这部电影表面上讲的是外星人的战斗，实际上是用古老的神话模

式重新演绎人类的命运。

文化产品因为与神话原型“沾亲带故”，或者就是神话原型的象征

而成为文化品牌，从而产生强大的甚至无可比拟的巨大影响力。在我国

文化消费中，最典型的应是东北二人转。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化有两

个最明显的文化现象，一是赵本山文化现象，二是二人转文化现象。

这两种文化现象持续了几十年，赵本山小品和二人转已经成为东北文化

的品牌，赵本山小品连带着广告在诸多电视台播放了几十年；二人转在

东北长演不衰，并且在北京等大城市搭起了“刘老根大舞台”，各地纷

纷成立二人转艺校，创造了难以计数的经济效益。究其原因，就是二

人转和神话原型有关，而赵本山的小品又和二人转的戏拟化表演形式

有关。

赵本山和二人转这两种最重要的文化现象已经成为符号经济。这

种符号经济现象是其他任何（文化）符号经济现象所不可比拟的。这

种符号经济现象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新课题。

揭示二人转文化符号中神话原型的运用，对认识文化符号创造和

文化产业形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东北二人转是东北文化原型的象

征：一丑一旦的二人转是远古“二神转”原型的置换变形。远古“二神

转”是创世神话的展演：先民以两个祭司模仿女神和她的配偶跳交媾

舞或者模仿交媾，用这种宗教性的戏剧仪式行为来进行重新创世表演。

原型批评理论认为，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中，都留有远古祖先的原始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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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种原型的形式遗存。后世的艺术形式只有“激活”了这种原始

意象，才能最有力地拨动观众或读者的心弦，获得观众或读者强烈的

共鸣。二人转这种形式之所以在东北获得最广大群众无比热烈的欢迎，

并也获得了其他地域人们的热烈欢迎，就在于这种民间艺术形式，和

东北甚至人类神话原型有一种隐秘的联系，神话原型是二人转具有最

重要的文化市场和符号经济的秘密；二人转文化产业的巨大成功，揭示

了一个文化产业的秘密：文化资源可以转化为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可以

转化为文化经济，其秘密就是文化原型的运用。

二人转文化符号与二人转文化产业关系的揭示，对认识文化产业化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二人转的文化符号创造了二人转巨大的文化产业，

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多年以来，对二人转文化符号创造的巨大文化

产业缺少必要的理论研究。二人转之所以是一种文化符号，是因为它

的形式是来源于表现东北农民情感欲望的东北文化传统。二人转的一

丑一旦是东北大秧歌上、下装的变形。东北大秧歌的上、下装就是一

种隐性的“二人转”角色、构型和舞蹈。由于大秧歌只在春节等重大

节日中展演，而平时不能欣赏，不能满足人们的情感欲望，民间艺人

就把上、下装劈出来，加上唱词故事单独演出，这就形成了“蹦蹦戏”，

即早期的原生态二人转。原生态的二人转是根据人们情感需要创造的象

征形式，因为这种象征性，就使二人转自然成为东北文化最重要的文

化符号，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因而占有广泛的演出市场。而21世纪

走向市场的二人转，更是因为一丑一旦二人转文化符号性的强化，使二

人转成为东北的文化品牌，更为广泛地获得人们的普遍热烈欢迎，因而，

二人转的展演形成了巨大的文化产业。二人转文化产业的形成，揭示了

一个规律：文化要形成文化产业，就要创造文化符号；文化只有蕴藏

了符号性的因素，才会创造文化品牌，而文化品牌一进入市场就必然

会形成文化产业。

二人转迎合观众需要、与时俱进的研究，对认识文化产业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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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理论意义。二人转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获得了根据观众需要

与时俱进、不断变化的文化属性。二人转的长短、荤素、文雅、说唱、

绝活、曲调、内容和形式等等，都是根据不同时代、不同演出场所、

不同观众随时变化的，而且还要创造出新文化符号。二人转之所以要

这样变化，就是因为，一进入市场，二人转的文化属性就同时具有了

商品的属性，就被商品的属性所支配与制约了，受到民众欢迎的二人转

才具有了最大的经济效益。二人转的演出揭示了文化产业的一个规则：

文化获得了大众的欢迎形式和内容，并且创造出了一种文化符号，才会

成为文化产业。

2009 年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

最近两年又修编《国家“十二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东北二人转文

化产业研究，是落实国家发展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方面。东北二人转

是东北文化产业最典型、最成功的范例。对作为东北文化产业的二人

转的研究，对重新探讨东北文化的产业化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东北二人转比其他任何曲艺、戏曲和戏剧都更典型地成为“符号

经济”，已经形成了巨大的“文化产业”，因而是亟须总结、探讨与研究

的。然而，这些新的文化现象和符号经济现象都缺少及时的、必要的

理论研究。与这些现象相比，理论研究显得极为滞后。

《二人转艺术产业化问题研究》正是这样一个课题的成果。该书

对二人转文化产业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尽管还不是很完善，还有待进

一步深化，但可以说是填补空白之作。

认真总结二人转文化产业及其产生的符号经济，对整个东北文化

产业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性的启示意义。二人转文化产业做得最好的是

赵本山。赵本山形成了一条二人转文化产业链，它是由刘老根大舞台、

本山传媒、二人转艺术学校、小品演出、影视剧创作等构成的系列“生

产线”。这个系列性的“生产线”形成了巨大的文化产业，创造了巨大

的经济价值，是我国目前最成功、经济效益最大、最有影响的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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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巨大的文化产业为东北文化产业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经验：文化走向

市场；文化走向市场要利用文化资源；二人转文化资源是赵本山文化产

业最重要的文化符号。总结赵本山的二人转文化产业，不仅对二人转文

化产业的发展壮大具有实际的启示意义，即使对其他文化产业的发展

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东北文化产业资源的揭示，对东北文化的产业化具有重要的实践

意义。赵本山的具有二人转形式的小品和影视剧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

昭示了一个道理：文化产品要充分利用文化资源才能获得广大的受众，

也才能获得文化产业的成功。文化产业的创造要运用文化资源；文化资

源是文化符号和文化产业的重要内容，因为文化资源是文化原型的表

现。表现了原型就拨动了人们的心弦，就会获得欢迎。东北文化源远流长，

丰富多彩，资源丰厚。比如，东北远古文化遗迹（女神庙、女神像和

中华第一龙的造型、红山文化、玉器艺术等）、东北远古戏剧、神话、

传说、民间故事、流传在口头中的“说部”、萨满表演和萨满神话、人

文地理景观、高句丽古墓和壁画、东北各民族的各式各样的婚丧嫁娶

文化风俗、东北大秧歌、东北民歌、东北“瞎话”、东北移民“闯关东”

文化现象、伪满洲国皇宫遗址及其历史文化、日本侵华时期的遗迹和

战争遗址、东北解放战争的历史，等等。东北有极其宝贵的文化资源，

还远远没有开发出来，文化资源没有完全转化为文化资本，文化资源更

没有完全转化为文化产业。二人转是东北文化产业成功的范例，东北

其他文化资源同样可以转化为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或“符号经济”等是把文化与经济相联系的研究。这

个新的研究课题对研究者提出了新的挑战。挑战之一是要求研究者要

突破文化研究自说自话、与经济不挂钩、不沾边的封闭性。以往的观念，

特别是学院派的研究者的观念，认为文化研究一沾经济的边好像就被

玷污了。而实际上，现代社会文化与经济是互动的，文化可以成为“符

号经济”，可以成为产业，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而文化一旦成为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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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成为文化产业，参与到经济生活当中去，文化也就极大地发挥

了它的巨大功能。在这个问题上，这个课题的研究者们，显然是突破

了保守的观念。

这个课题的挑战之二，是要求研究者深入到文化成为“符号经济”

和“文化产业”的内部运作过程中去，做充分的“田野调查”，从而总

结、揭示文化变成“符号经济”和“文化产业”的成因，探讨成功的经验，

也探讨不成功的教训。这个内部运作过程是极其复杂与隐蔽的，要深

入到这种内部具体运作过程的“田野调查”是极其艰辛与细致的。该

课题的研究者们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这是需要长期扎实、深入调

研对象，并且还需要一些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因而显然还需要继续努力。

《二人转艺术产业化问题研究》是我所看到的第一本具体研究二人

转文化产业方面的著作，它是对二人转变成文化产业的具体总结，对

我们探讨文化产业等相关问题一定会产生重要启示。

杨 朴

2012 年 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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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一种艺术样式，总须有一种独立的审美品格才有其存在

的价值。民族化与地域化是形成艺术独立审美品格的重要因素。从

某种意义上说，一种艺术样式的不断民族化、地域化的过程，就是

这种艺术自身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东北二人转是东北文化的一部

分，它的独异性与整个东北文化的大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

为任何一种艺术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人类心灵的创造物，可以

诉诸人的感觉，是有形之物，在这“有形”的背后，有一个承载

“创造”的力，这就是创作主体内在的文化心理积淀。所以每一种独

特的艺术现象的出现，都有广泛、深远的文化根基。 

第一节  二人转发展现状 

二人转是在东北特定的土壤滋养下，吸收了东北大秧歌等艺术

成分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民间艺术形式。这种独特的艺术样式因兼

有歌舞、说唱和戏剧的特点，更因拥有单纯的娱乐性、大众的通俗

性和鲜明的地域性等诸多优势而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近 30 年来更

获得了飞速发展，由原来文化底蕴羸弱的东北民间艺术，发展为以

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为平台、各省级媒体为支撑、网络媒体有

专栏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受全国观众喜爱的大众艺术形式。

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少以刘老根大舞台为标志的二人



3 

 

第
一
章　

二
人
转
的
文
化
品
格

转演出剧场，观众争相观赏。在传播二人转艺术的同时，二人转艺

术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价值。同时，二人转在“转”动大江南

北的同时，自身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二人转呈现出繁荣与

萎缩共存的“生态异化”现状。二人转如何摆脱自身的痼疾，朝着

健康的方向发展，展现东北黑土地独特的文化魅力，发挥其活跃群

众精神生活并推动经济发展的效能呢？这是我们亟待探讨的课题。

当下二人转经过 300 多年的发展演变，由原来的“南靠浪

（舞），北靠唱，西讲板头，东耍棒”到当下各路表演取长补短，互

相融合，由内容到形式再到演出场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概括起来

在以下几方面凸显出来。

 

一、转出乡村，走向城市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二人转在发展传承中带

着浓郁的山野气息从乡间地头迅速地走向了大城市，把黑土地文化

带到了北京、南京、上海、深圳、香港、台湾等地，进而“转”出

国境。随着接受群体的扩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致使一些市（县）

的传统二人转团队同民间艺人会合，组成新的演出团体向城市拓

展，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也推动了民间二人转的发展。东

北地区某戏院同 200 多位二人转演员签订了演出合同，全年只有

除夕之夜停演，剧场与演员的收入都非常可观。在经济利益的驱动

下，二人转事业红火起来，不只局限在糊口的底线，更被看成是一

种发家致富的项目，开创了二人转大普及的生动局面。这使得二人

转从业人数剧增，谁也无法确切地统计出从事二人转事业及二人转

相关的演艺人员数量。大量具有丰富演出经验的二人转民间艺人走

进剧场，走进大中城市，他们懂得运用朴素的智慧研究市场，研究

受众，并迅速占领市场。现在到二人转剧场观看演出，不只是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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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民众娱乐休闲的方式了，也是一种款待宾朋的方式，更有南方

客人和国外朋友直接提出到剧场观看二人转演出的要求，这为二人

转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土壤。可以说没有城市的平台，就没有当下

二人转繁荣局面的出现。过去，“万人围着二人转”的现象，那是在

农村，是在东北黑土地上，那里是二人转的生存之“根”；而现在，

二人转通过城市和媒体等多种渠道走向全国，形成当下中国社会重

要的文化现象之一。

二、转离田头，走进剧场 

二人转一直活跃于东北的田间地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这

种民间文艺逐渐转移阵地，由乡村到城镇，逐渐拓展演出空间，并

且由乡野的田间地头走进剧场。在北京、长春、沈阳、哈尔滨等现

代化大都市逐渐站稳了脚跟，形成了具有品牌效应的演出阵地，如 

“刘老根大舞台”、“和平大戏院”等。同时，二人转在被许多主流

媒体热捧后，纷纷推出以二人转为主题的电视节目，如辽宁卫视的

“明星转起来”，黑龙江电视台的“本山快乐营”、“二人转大观园”，

吉林电视台乡村频道的“二人转总动员”等。二人转由“江湖”走

进“庙堂”，由农村走到城市，过去被人鄙视诟病的乡野艺术走向了

主流媒体，二人转逐渐被全国广大群众所接受。“万人围着二人转，

二人转给万人看”是当下中国戏剧和戏曲其他种类难以企及的一种

文化现象。

三、适应市场，变异转型 

城镇剧场的二人转已经不再是乡野木棚中的二人转了，为适

应新的生存环境，二人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用时髦的词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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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就是二人转“转型”了。这种转型是进城的二人转民间艺人自

身艺术创造力的一种体现。二人转艺人大多没受过专业艺术理论教

育，因而也没有过多的艺术规范与束缚，表演起来十分自由。城镇

观众独特的审美品位、审美需求给了演员表演特殊的制约。有人指

责赵本山“刘老根大舞台”的二人转变了，不是纯正的原汁原味的

东北二人转了。赵本山无奈地回答：“演二人转的正戏长段子，观众

就坐不住，纷纷离座抽烟或是上厕所，我们不得不改。”这说明，

二人转艺人并非没有能力唱老剧目、老段子，而是城里观众的需求

制约了二人转的演出，迫使二人转演出由长变短。今天的观众有很

多娱乐方式可以选择，不再像过去那样被迫不情愿地进入剧场里面

观看“样板戏”接受再教育，他们可以凭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选

择他们喜欢看的节目。你可以指责他们审美情趣不高，却没有权利

限制他们看或者不看。城里人用不愿意看或愿意看的方式决定着二

人转形态的变化。没有观众观看，二人转艺人就无法生存； 而要获

得生存，就要尽量迎合观众。从接受美学角度来看二人转的变化，

就会懂得二人转的新型转变，其实是城市人思想情趣的情感表现方

式，是城市人的思想情趣、审美需要决定了二人转的巨大变化。 

四、“绿色二人转”的倡导 

赵本山提出了“绿色二人转”概念，在二人转艺术的发展史

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得到有识之士的认同，成为引领格局的风向

标。其实我们对“绿色”这一概念并不陌生，诸如，“绿色食品”、

“绿色环保”等提法，其意义就是指无污染、无公害，不会对人体本

身和人的精神造成伤害。二人转艺术的“绿色”注重的是精神层面

的健康。早期的二人转，出口成“荤”，信口流“黄”，与“文明”

相疏离，也难以在大都市立足，因此，赵本山提出“绿色二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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