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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摇 概摇 述

第一节摇 相声简介

相声起源于北京，流行于全国各地。一般认为于清咸丰、同

治年间形成。是以说笑话或滑稽问答引起观众发笑的曲艺形

式。它是由宋代的“像生”演变而来的。到了晚精年代，相声就

形成了现代的特色和风格。主要用北京话讲，各地也有以当地

方言说的“方言相声”。

在相声形成过程中广泛吸取口技、说书等艺术之长，寓庄于

谐，以讽刺笑料表现真善美，以引人发笑为艺术特点，以“说、

学、逗、唱”为主要艺术手段。

表演形式有单口、对口、群口三种。

单口相声由一个演员表演，讲述笑话；

对口相声由两个演员一捧一逗，通常又有“一头沉”和“子

母哏”两类；

群口相声又叫“群活”，由三个以上演员表演。传统曲目以

讽刺旧社会各种丑恶现象和通过诙谐的叙述反映各种生活现象

为主，解放后除继续发扬讽刺传统外，也有歌颂新人新事的

作品。

传统曲目有《关公战秦琼》《戏剧与方言》《贾行家》《扒马

·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农村文化娱乐常识












﹃
农
家
书
屋
﹄
必
备
书
系
·
第

远












卷

褂》等，总数在两百个以上。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则以《夜行

记》《买猴》《昨天》《帽子工厂》等影响较大。

第二节摇 相声的起源

相声早在宋代就有，原来的名字叫“象生”或“像声”，是仿

学口技滑稽表演的意思。《红楼梦》第三十五回里曾提到，薛宝

钗见她哥哥薛蟠给她作揖赔情，就笑着说：“你不用做这些象生

了！”说明这种民间曲艺是源远流长的。但是，从帷幕里表演的

“暗象生”发展成面对观众表演的“明相声”，却是近 员圆园 多年的

事。见于记载，首先在北京地场上说单口相声的是清代咸丰年

间（员愿缘员 耀 员愿远员 年）的张三禄，接着是京剧丑角演员朱绍文

（员愿圆怨 耀 员怨园源 年），为生活所迫，改行说了相声。朱为了肚子不

顾面子，整日在露天地演出。他在手里敲打的两块竹板上刻着

两句诗“满腹文章穷不怕，五车书史落地贫”，发泄他的满腔愤

怒。观众们随之都亲昵地管他叫穷不怕先生。就这样，“穷不

怕”成了他的艺名。

他演出前，先用右手攥着一把白沙子往地上撒字，边撒边唱

自编的“太平歌词”，等观众聚拢来围成一圈后，才正式表演。

他有时学唱京剧，有时讲解字义，有时说笑话和单口相声。后来

感到一个人说太单调，就和学生们互相问答，一捧一逗，逐渐演

变成对口相声。传统相声中的《改行》《大保镖》《黄鹤楼》等，

都是他的创作。他成了当时开始形成的相声三大流派中“朱

派”的创始人。（另外两派是以阿彦涛为代表的“阿派”和以沈

长福为代表的“沈派”。）当前北京的相声演员大部分是宗朱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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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

相声的发展从张三禄算起，共经历了七代。如果每一代找

出一位演员做代表，七代人是这样师承下来的：张三禄（第一

代）———朱绍文（第二代）———徐有禄（第三代）———焦德海（第

四代）———朱阔泉（第五代）———侯宝林（第六代）———马季（第

七代）。

第三节摇 相声知识

一、说学逗唱

曲艺术语。相声传统的四种基本艺术手段。“说”是叙说

笑话和打灯谜、绕口令等；“学”是模仿各种鸟兽叫声、叫卖声、

唱腔和各种人物风貌、语言等；“逗”是互相抓哏逗笑；“唱”相声

的本工唱是指太平歌词。由于某些关系，过去电视上表演的相

声都把所有的歌唱类归于唱中，这是不对的。只要太平歌词是

唱，其他的都为学。相声中，常有偏重运用其中一、二种手段的

节目，比如《改行》《戏剧与方言》偏重于“学”和“唱”，《八扇屏》

《春灯谜》以“说、逗”为主。演员也往往以其善于运用某一些手

段而形成不同的风格。

二、垫话

曲艺名词。相声演员登场表演正式节目前的开场白，有时

也是一个小节目，吸引观众注意或点明正式节目的内容。

·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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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入活

曲艺术语。指相声演出时，用以将垫话引入正题的一段内

容，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四、包袱

曲艺术语。指相声、独角戏、山东快书等曲种中组织笑料的

方法。一个笑料在酝酿、组织时称“系包袱”，迸发时称“抖包

袱”。习惯上也将笑料称为“包袱”。

五、三翻四抖

曲艺术语。相声组织包袱的手段之一。指相声表演时，经

过再三铺垫、衬托，对人物故事加以渲染或制造气氛，然后将包

袱抖开以产生笑料。

六、一头沉

曲艺术语。对口相声的表现方式之一。指两个演员在表演

时，一个为主要叙述者，即逗哏；另一个用对话形式辅助叙述，即

捧哏。由于叙述故事情节以逗哏为主，故称。

七、子母哏

曲艺术语。对口相声的表现方式之一。指相声表演时，两

个演员（逗哏和捧哏）所承担的任务基本相同，如通过相互间争

辩来组织包袱等。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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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抓哏

曲艺术语。相声、评书等曲种演出时，在节目中穿插进去的

可笑内容，用以引起观众发笑。演员往往现场抓取插话题材，并

结合节目内容，以取得良好结果。

九、逗哏

曲艺名词。对口或群口相声演出时主要叙述故事情节的演

员，现通常称作“甲”。对口相声中，逗哏与捧哏合作，通过捧逗

的衬托、铺垫，使叙述中逐渐组成包袱，产生笑料。群口相声增

加“泥缝”，其作用与“捧哏”基本相同。

十、捧哏

曲艺名词。对口或群口相声演出时配合“逗哏”叙述故事

情节的演员，现通常称作“乙”。

十一、泥缝

曲艺名词。群口相声演出时配合“逗哏”叙述故事情节的

演员，现通常称作“丙”。

十二、腿子活

相声里头为了学唱或者表演一段情节，两人带点小化妆，分

包赶角，进入角色来表演，之后还要退出来叙事，这种相声段子

行内叫“腿子活”。

·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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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砸挂

砸挂是相声里的行话，相声大部分都是在讲故事，而这个故

事就得有个主人公，用讲这个人的笑话来达到抖包袱的目的。

十四、贯口

又称“趟子”，为将一段篇幅较长的说词节奏明快地一气道

出，似一串珠玉一贯到底，演员事先把词背得熟练拱口，以起到

渲染抒情、展示技巧乃至产生笑料的作用。

第四节摇 相声是语言的艺术

近几年来，为了改变相声创作、演出不景气的局面，各种形

式的相声改革应运而生。吉他相声、迪斯科相声、歌舞相声、乃

至于男女相声、侏儒相声，想了不少办法，花了不少力气却唯独

忽视了“相声是语言的艺术”这个根本性的命题，因此也就必定

不能取得成功。忽视了语言在相声艺术中的重要性，也就背离

了相声艺术的审美特性。

然而，“相声是语言的艺术”这条定义又是不够准确的，它

的外延过于宽泛，并不能很好地划分相声与其他艺术之间的界

限。在曲艺艺术中，评书、快书等同样是语言艺术，唱曲类曲艺

无非是语言艺术与音乐艺术的结合。戏剧艺术、电影艺术、声乐

艺术中都有语言艺术的成分，就连文学也是以书面形式出现的

语言艺术。如果不能划清相声艺术与其他艺术之间的基本界

限，我们就难以进一步深入认识相声艺术的本质特征。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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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只要认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相声所反映的社会

生活内容和它的艺术表现形式是比较独特的。曲艺是各种说唱

艺术的总称，其中绝大部分曲种，无论是只说不唱的评书、评话、

快书，还是只唱不说的唱曲类曲种，或是有说有唱的鼓书、弹词，

它们的内容都在于叙述一个故事，唯独以相声为代表的少数几

个曲种（还有上海的独角戏，闽南及台湾的答嘴鼓等）是个

例外。

作为喜剧艺术形式之一的相声，它既不像小说、评书等叙事

艺术那样主要以叙述、描写等手法反映生活，也不像戏剧、电影

等综合艺术那样主要以演员的形体动作形象地反映生活，而是

主要通过对话议论、谈论生活。

第五节摇 相声是以对话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语言艺术

相声以反映现实生活中各种人物的对话为主要内容。在叙

事艺术中，人物的对话不能脱离情节的制约，而在相声中，情节

的作用远不如在叙事艺术中那样重要。在相声中，情节是为组

织包袱服务的，而包袱又是由对话构成的。在对话时脱离谈论

对象和话题讲述一个故事是无法令人理解的，因而也是不允许

的。与此相反，相声中的情节却可以是时隐时现、若断若续，甚

至是若有若无的。

在有些相声中，甚至可以根本不需要情节，只借助于对话的

魅力，即能组织包袱，直接揭露矛盾，表现主题。相应的，观众听

相声也并不醉心于情节的复杂曲折，而是要了解表演者对问题、

事件所持的立场、观点，所发表的意见。这些观点、意见主要通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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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话来表达。

相声中的人物形象也不苛求完整丰满，而往往是只去描绘

其言谈话语，并通过这些言谈话语直接反映人物的思想意识、立

场观点、性格气质。相声中的人物同情节一样，是组织包袱的工

具，因此，人物往往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人物性格在许多

相声中也往往是不全面的，夸张的，变形的，并不呈现为一个完

整、真实的形象。在有些相声中则没有人物形象。

相声的内部结构比较松散。“垫话”、“正活”、“攒底”等各

部分之间在情节上有时并没有紧密联系，只是通过一个比较宽

泛的主题加以维系。在相声中，内容的变化往往不是体现在情

节的推进上面，而是体现在话题的转换上面。

总之，对相声艺术来说，叙事艺术中十分重要的人物与情节

结构都不占要地位。相声最重视的是包袱，而包袱又是由对话

构成的。随便翻开一篇相声作品，你都可以看到大量的对话。

这些对话惟妙惟肖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言谈话语。当

然，这些对话并干是从生活中照搬来的，而是经过了精心的艺术

加工。

第六节摇 相声的包袱主要是以对话的形式构成的

著名相声艺术家马季在谈及相声的基本概念时指出：“（相

声）就是通过组织一系列特有的‘包袱’来使人发笑的艺术，这

里所指的包袱是语言艺术的包袱，这里所指的语言是包袱艺术

的语言语言……、语言、包袱儿、笑声，可说是相声艺术的三大要

素，并且缺一不可。”（引自马季《卅年回首一吐为快》载《曲艺》

·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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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怨愿苑 年第 圆 期）在他列举的三要素中，语言、笑声是其他一些喜

剧艺术也具有的，只有包袱才是相声艺术特有的。包袱在相声

艺术中处于最重要的地位。因此，对包袱的内容和形式进行分

析是我们研究相声艺术的关键。

“包袱”一词是个形象化的比喻词，它实际上指的是相声中

喜剧性矛盾酝酿、发展的一个过程。所谓的“三翻四抖”，则是

相声包袱常采用的一种结构。其中“三翻”是指对矛盾假象反

复进行渲染和强调；“四抖”是指在“三翻“之后揭露矛盾的

真相。

我们知道，喜剧矛盾的特征是“用另一个本质的假象来把

自己的本质掩盖起来。”（引自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

言》载《马恩全集》第 员 卷第 缘 页）因此，在喜剧矛盾中，各种假

象就特别多。假象其实也是一种现象，它的特点是能够提水与

其本质相反（或相离背）的表象，然而，假象又是以其特有的方

式极为深刻地反映着本质。因此，真实的喜剧矛盾具有出乎意

料之外又合乎情理之中的特点。在对口相声中，喜剧矛盾———

包袱的双方（现象与本质等等）由捧逗双方分别担任，并通过对

话逐步揭露矛盾。喜剧艺术手法（如夸张、误会、巧合等）为各

门喜剧艺术广泛采用，并非相声所独有。然而，相声在运用这些

手法时自有其特点。例如，许多戏剧、电影运用视觉形象构成误

会，（影片《大独裁者》《黑郁金香》等都出现了两个相貌酷肖的

人）而相声在运用误会手法时却大都依靠对话。例如《改行》中

说到艺人龚云甫改行卖菜，他把“挑子一放，一摸肩膀儿，这个

痛啊！他把《遇皇后》的叫板想起来了：‘唉、苦哇！’老太太一

听：‘噢！黄瓜苦的，不要啦。’”很显然，这个包袱采用了误会手

·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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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误会是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造成的。离开了对话的双方，也

就无法引起误会。

通过人物对话组织包袱，是相声中运用最多的也是最重要

的方法。不仅在“子母哏”类型的相声中是如此，在“一头沉”类

型的相声中也是如此。不仅在对口相声中是如此，在单口相声

中也是如此。例如在单口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中，那个攒底

的包袱就是由皇帝朱元璋和他的群臣之间的对话构成的，这类

利用对话构成的包袱在相声作品中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对话不仅体现在包袱的组织方法上面，而且体现在各种相

声艺术手段的运用上面。“说学逗唱”是相声的四种最基本的

艺术手段，“说”是说笑话和绕口令，“学”是模仿各种叫卖声、唱

腔和各种人物的语言，“逗”是抓哏逗笑，“唱”是编一些滑稽可

笑的词用各种曲调演唱。这些艺术手段的运用只有纳入对话的

范围才是符合相声创作艺术规律的。相声表演不能为学而学，

为唱而唱。相声演员用方言所说的话，仍需达到对话的目的；所

唱的歌曲和戏曲，或是作为对话中的论据，或是通过改唱歌词表

达对话的内容。目前有些“柳话”（即以学唱歌曲、戏曲为主的

相声）相声表演实际上变成了听众点唱音乐会，虽然也能取得

剧场效果，但是却违背了相声作为对话艺术的本质。这种“为

唱而唱”的创作倾向是不可取的。

第七节摇 相声演员以对话者的身份进行表演

相声演员既不是像评书及其他曲艺演员那样主要以叙述者

的身份进行表演，也不像戏剧演员那样以剧中角色的身份进行

·园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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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是以对话者的身份进行表演。相声演员所使用的语言不

是叙述性的语言，而是对话性（即问答式）的语言。在子母哏类

型舱相声中，这一点比较明显。其实，在一头沉类型的相声中，

逗哏和捧哏的演员同样是在进行对话。逗哏演员的话语在内容

上虽然确实有叙述的成分，但在形式上仍然表现为与捧眼演员

之间的对话；在这里，叙述的内容只能作为答话说出来，而不能

脱离具体的对话环境去讲故事。

相声演员在表演中始终是一个对话者，而不是行动者（英

语中“演员”一词为“葬糟贼燥则”，也可硬译为“行动者”）。相声演员

主要靠对话塑造人物形象，而不是依靠外部形象和形体动作。

相声演员的外部形象是“以不变应万变”的，这一特点与相声的

特殊审美方式有很大关系。有研究者认为相声表演在很大程度

上是一种“我演我”的本色表演（见卢昌王《关于曲艺表演问题

的几点思考》载《曲艺艺艺术论丛》第九辑 苑远 页），也有的研究

者认为是一种虚拟式的表演。（见薛宝锟《笑的艺术》第 远源 耀 远缘

页）但无论如何，相声演员的形体动作只是为使对话更生动形

象而采用的辅助手段，这些动作不像戏剧中的动作那样重要和

完整。

在一头沉类型的相声中，捧哏演员的话虽不多，但应起到画

龙点睛的作用。捧哏演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可以作为“相声

是对话的艺术”这一命题“人证”。

在相声的几个类型中，群口相声是在对口相声的基础上进

一步发展、演变形成的，它将对口相声中的双边的对话转变为多

边的对话；并且具有某些戏剧的成分。

单口相声的情况比较特殊。单口相声是从民间故事和笑话

·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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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演变而来的。它兼有故事和笑话的艺术特点。对此，专家

们曾发表过精辟的意见。

冯不异提出；“在曲艺的诸多曲种中，有一种单人演说可笑

故事的表演形式，称为单口相声……（单口相声）但求谏果回

甘，却不一定那么有头有尾，它的体制不同于短篇的话本、故事、

笑话，也不同于对口相声，是一种风格独具的口头文学体裁。”

（引自《继承传统，丰富提高》载《曲艺》员怨愿远 年第 缘 期）。

王行之认为：“把单口相声直接并入中短篇小说这一艺术

门类，未必确当，但是，因为它们同属叙事性的艺术形式，从叙事

状物、刻画人物等角度看，它们之间不仅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单

口相声又有不少独到之处。”（引自《小说家的益友———或“劲

敌”》载《中国曲艺论集》第 圆愿园 页）。

李凤琪也曾指出：“单口相声以故事性见长，其中也有偏重

说理的，即所谓‘议论型’，这种相声容易空洞、枯燥、很难写，新

作中几乎绝迹。”（引自《生动的社会风俗画卷》，刊载于《曲艺》

员怨愿远 年第 缘 期）。

看来，专家们比较—致地认为单口相声是一种喜剧性的叙

事艺术。单口相声就其形式而言不是对话艺术，但是，它与传统

的叙事艺术（评书、故事等）相比又产生了许多变异。例如，单

口相声在内容上侧重于反映人物之间的对话，并且主要依靠对

话构成包袱、塑造形象。由于单口相声创作中包袱的组织要受

情节、人物性格的制约，所以单口相声创作的难度很大。故事型

的单口相声创作近年来已近于绝迹；议论型的单口相声则由于

在内容与形式之问存在着不易克服的矛盾，而让位于对口相声。

对口相声是从单口相声脱胎而来的，但是它“青出于蓝而

·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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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于蓝”，其艺术生命绎久不衰。这与它的内容形式之间的和

谐有很大关系。简单地说，对口相声的主要内容是对话，它所采

用的形式也是对话，二者之间是一种同形、同构的关系。四、对

话不仅体现在相声的创作和表演过程中，而且体现在欣赏过程

中。相声作为一门舞台艺术（目前基本如此），它的表演与欣赏

在时空上是统一的。相声与其他舞台艺术一样，存在着与观众

进行交流的问题。

众所周知，相声是一门最擅长与观众进行交流的艺术，相声

演出所产生的剧场效果，往往是其他舞台艺术无法企及的。除

了喜剧性内容的原因之外，相声特有的艺术表现形式———对话

的形式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叙事艺术中，创作者自信有力

量穿透孤立的事件，抓住其“内在的本质”，赋予其因果连接的

次序，从而构成故事虚构的情节和历史，并将这些内容灌输给观

众。在这里，信息的流动基本上是单向的，观众基本上处于被动

接受的地位。

在叙事艺术中，由富有穿透力的情节构成了—个有头有尾、

线性发展的封闭性结构，这种结构不允许来自外部的干扰。在

戏剧艺术中，有第四堵墙的理论。它要求在演员与观众之间矗

立起一道假设的墙，这堵墙使演员与观众之间的交流带有间接

的性质。

相声艺术则有很大不同，相声中的“情节”是若断若续、若

有若无的。因此，相声的内容使人感到是不确定的。相声的包

袱常常给观众提供假象，而将真相隐藏起来。这样一来，就促使

观众主动进行思考，因而加强了双方之间的思想交。相比之下，

评书（及其他一些曲艺）演员不仅将事情的因果关系解释得清

·猿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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