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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一、《重庆出艺穰述》意在对重庆的曲艺事业和存在的曲种及曲艺家

有一个概括的叙述，并希望通过本"穰述"对重庆曲艺、曲种租曲艺家有

一个基本的了解。鉴于所叙述的时间跨度较大，故本着路运详近的原则，

重点介绍重庆直辖后的曲艺状况。

二、《重庆曲艺概述》的叙述，力求语言平易，易读易懂。

三、所选分的曲种，都是在重庆直辖以后继续存在于曲艺舞台或民

间的。对建国前、直辖前己消失或额临绝响的一些曲种，不作详细介

绍。

四、各曲种的代表人物，选取的是在重庆直辖后还进行过曲艺活动

的曲艺家，以及健在的曲艺家。本身兼及凡个曲种的曲艺家，只在一个曲

种中作介绍，以避免重复。

五、对建国后已故的、对重庆曲艺事业有一定影响和贡献的曲艺家，

在"曲艺人物"中予以第分，以缅怀他们对重庆曲艺事业所作的努力和贡

献。按逝世时间排列。

六、为使对曲艺不很了解的读者对重庆曲艺曲种有个大概的了解，

每个曲种都有"作品举例"以弹窥豹一斑。作品以 1997 年重庆直辖后发

表、演出的为限。

七、《重庆曲艺概述》搜集了一些文史佳的文字，意在为今后的《重

庆曲艺志》提供一定资料。

编者

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为存史宣传者喝彩
一一序《重庆曲艺概这》

口杨矿

为重庆文艺编辑出版一套存史立传性质的丛书，对重庆文艺以及各

艺术门类的来龙去脉进行一番系统的蔬理，是我多年梦寐以求的想法。

记得 2∞8 年冬天，我提出了编撰《重茨文艺概述》丛书的建议，得到了众

多领导和专家的苦肯。按照设想，这套包括重庆文艺总体概述以及美术、

书法、摄影、戏剧、音乐、舞黯、曲艺、杂技、电影、电视、民跨文艺、文艺评

论等 12 个艺术门类模述在内的丛书，将追根攒摞地把重庆文艺的前世

今生作一个全面、完整、详尽的陈述。策划方案一出台，因得到了曾祥萌

先生的第一个嘀应。记得值几次专程来到我的办公室，与我就编辑出版

这套书的意义、徐值、作用以及结构、体僻、语言等进行深入的交捷租研

讨，言谈中充满了激动和兴奋。他甚至提出，不论经费到没到位、不论这

套书出不出，出于一种责任和使命，他都要写。于是，在两年的时间内，他

交来了《重庆曲艺攘述》的初稿。这是至今为止这套丛书唯一的成稿。后

来，由于多种原因，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最终黯死盟中。但样明先生钙然

热情不减、疾今不改，坚持完成了《重庆曲艺模述》的编撰和修订。素来重

视学理研究的重庆市曲艺家协会主席团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远见

卓识地决定出版这本概述。这一首开重庆文艺基础性理论建设先河的开

创性著述，无疑极具示莲意义和创新价值。在为其它艺术门类树立标杆

和榜样的同时，也将引起人们对重庆文艺更深层次的患考和追问。让人

不得不肃然起敬，为之鼓掌与喝彩。

祥明先生博学多才、为人谦和，与我是多年的忘年之交。他长期撞根

于巴渝曲苑这片沃土以精到的知识修为、深岸的理论功鹿和出众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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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实力，在重庆曲艺界有口皆碑。他热爱曲艺、钟情曲艺，进而钻研曲艺、

实践曲艺，传承曲艺、部新曲艺从艺三十多年来，撰写了大量的曲艺理论

文章、创作了一大批曲艺作品，这本洋洋洒洒 36 万余言的《重庆曲艺概

述》更是他醉，合于曲艺事业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的段获与结晶。摄述系统

全面地勾勒了重庆曲艺的历史发展脉络，对建雷以后特别是直辖以来前

重庆曲艺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史料翔实、记述准确。对评书与新故事，梧

声与双簧，清音、盘子、琵琶弹唱，车灯，特琴，扬琴，金钱板和荷叶，花鼓

和连萧，快板，三句半、方言诗朗诵，谱崩等具有典型己渝文化气质和特

色的重要曲艺式样，以分专章的形式，从菌种需介到艺术特点、从代表人

物到代表作品进行了详略得当的介绍，并对曲艺音乐家、自艺作家、曲艺

表演理体和曲艺协会，以及曲艺人物、直辖后的重庆曲艺大事进行了分

列。概述以时间为赈序，以事件为依托，以人物作品为重点，整体严谨、缤

密，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对重庆曲艺的起掠、演变、发展进行了完整的

解街，不失为重庆曲艺的第一本"大百科全书气

作为中国最具民族特点和民间意味的表演艺术形式集成，曲艺用

"口语说唱"来叙述故事、塑造人物、表达思想感情并反映社会生活。但作

为说唱艺术，曲艺虽有悠久的历史，却一直没有独立的艺术地位。在中华

艺术发展史上，曾归于"宋fta戏"中，在瓦舍、勾栏表演;即使到了近代，

也仅仅归于"什样杂耍"之中，多在罢闰娱乐场地进有表演。新中国成立

后，才得以有一个统一而稳定的名称，统称"曲艺"并进入剧场进行表

演。重庆是曲艺文化积淀较为厚重和丰富的地区其悠久的曲艺历史、多

姿的曲艺形式、多彩的曲艺作品、众多的曲艺人才在中华曲艺的百花园

中强树一帜，信受广大曲艺爱好者的热爱和推崇。但和中国曲艺一样，由

于基础性学理和体系研究的长期缺失使得重庆曲艺的长足发展缺乏强

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学术支持。曲艺素以口传心授的形式进行传承，一直

以来，广大曲艺家和曲艺工作者，对曲艺的认识和了解大多知其然不知

其所以然。只知道怎么演，对于为什么要这样演、怎么演会演得更好，对

于自艺的历史榻摞、艺术规律、基本特点等等知之甚少。这极大地盟碍

了曲艺事业的发展刹住i新。近年来，中国曲艺家胁会加大了建论体系建

构的力度，使曲艺由过去单纯强调艺术实钱发展到了实践与理论并重，

为曲艺的耳度辉煌正在一步步秀实基础。在这样的情形下，(重庆曲艺攘

3 



述》症运雨生，可谓生逢其时。

作为薪兴的直辖市，重庆文艺长期以来缺乏系统的体系研究与基础

整理，{重庆曲艺穰述》的编辑出簸，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必将有助于

这一工作的如强。基于此，我们有理由在为样明先生鼓掌与喝彩的同时，

更有信心和勇气去努力和期待。

是为序!

2013 年 8 月 11 B 夜

(作者系诗人、坪论家、文化专家，现任重庆市文联党组成员、斟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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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扣.，毡<><><>

第一编认知曲艺与直辖前的重庆曲艺

第一章认知曲艺

第一节什么是由艺

孔子说"名不正用言不烦，言不顾黯事不成。"

在一定程度上讲，名，就是摄念的定义。一件事物，有一件事物与别

事物不同的本质特征。这个本质特征，就规定了这件事物的特点和莲匾，

这就是逻辑学上讲的内撞与外廷。

曲艺的定义是什么?换句话说什么是曲艺?这是一个很起码的问

题，也是一个根本的前题。我们爱好曲艺，或者从事曲艺工作，就应该了

解、知道什么是由艺一一也就是了解和知道曲艺的定义是什么。

在我的的舞台艺术中，有着五大门类一一音乐、舞蹈、戏剧、曲艺、

杂技。了解曲艺的定义，才能明确它在五大舞台艺术门类中的界定，明

确它与其它四大门类的不再 也才能使我们更好地继承曲艺艺术的传

统和发展曲艺艺术。了解了"曲艺是什么"的问题，我们才不会造成这

样的尴尬一一用本来就紧张的时力、物力、人力，去精精心心地打扮一

个娃娃。等扛扮好了牵出来时才发现那娃娃是邻居的!

什么是曲艺呢?

上海辞书出版社《词海)(1979 年版〉说:曲艺是"各种说唱艺术的总

称。以带有表演动作的说唱来叙述故事、塑造人辑、表达思想感情，反映

社会生活。"

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戏曲曲艺词典)(1981 年 9 月第 1 版〉说:曲艺

1 



<><><>噎革命也就这

是"各种说唱艺术的总称"。

百度百科说"曲艺是中华民族各种‘说唱艺术'的统称。"

中国曲艺网·百科名片说"曲艺是中华民族各种说唱艺术的统称，

它是由民间口头文学和歌唱艺术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彭成的一种强特的

艺术形式。"

姜昆、戴宏森主编的《中 E曲艺概论》说"曲艺是一门用口头语言说

唱叙事的表演艺术。"

蒋守文著、自)11 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半方斋曲艺论稿》说"曲艺是 i江

边唱及写意表演叙述故事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

中 E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中昌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吴文科

说"曲艺是一门用口头语言说唱叙述的表演艺术。"

上述对曲艺的定义，是越来越缤密，越来越精细了。尽管大同小异，

徨认识一致、达成共识的是一一曲艺是"说说&唱艺术

有人说，戏曲不也也品是"说"与"唱"吗?如此说来，戏曲也是曲艺唠?不!

我们知道，戏由的表现手段有"唱、念、{做故、打"气。 京剧《雁荡山)，没

有一句唱、没说一句话(没有一句道自〉λ，但它还有"做"和"打"支撑

着一一还有身段表演，有造墨，有武打，它仍然是一出京i暑剧幸窍j 。不说戏曲，就

说混备戏尉，王景愚的《吃鸡)，也没有一句道自，更没有一句唱，{但旦他有吃鸡

的动作与禅态的表演它可以成为戏剧中的一种一一瑾羁。然罪，曲艺离

了"说"和"唱

"说"与"唱"\，是曲艺的生命。

u叙"是由艺的精髓。

"叙"一一按照汉语的解释"叙"就是"述说"飞。也就是说，曲艺艺术的

表现手段是"说"与"唱

或"唱"飞，来向听众(或现众〉述说一个故事，或者述说一种需绪。有人扭曲

艺的这种"述说"称为"说法理身"。跟曲艺的"叙"(述说〉不同的是戏剧的

"演"。戏剧演员装扮成黯中人物的形象，表演者黯中人物的动作、神情，

把一个故事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有人担戏剧的这种"表演"称为

"现身说法"。

上述的几种定义，也有不同的地方。

《词海》说的是:曲艺是以带有表演动作的说唱"叙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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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雷曲艺概论》说的也是:曲艺是用说唱"叙事"

《半方斋曲艺论稿)(蒋守文著)说:曲艺是i议;丛i说唱及写意表演"叙述故事"

吴文科说:曲艺是用说唱"叙述"。

不同之处在于"叙述故事"、"款事"与"叙述"。

诚然，不少曲艺作品蕃是在以说唱"叙述故事"评书、相声、故事自

不必说，非得有故事不可。由东快书的《武松打虎上《武桂赶会)，囚JiI金

钱摄的《小菜打仗》、《耗子告猎)，清音《小放风筝》等等，也都叙述了一个

大大小小、真真假假的故事。但是，有的唱睦类的曲种如评弹、清音、琵琶

弹唱等等..叙述"的也不一定都是"故事"。例如一一

评弹开篇《姑苏雨巷)(朱寅全作，载 2011 年第 5 期《曲艺)):

浙沥渐弱渐弱沥， 贴窗听雨茶一碟，

浙沥浙沥渐弱溺。

雨丝长，雨丝密，

雨巷长长雨练练。

鹅知石上水珠溅，

过衔接头泻雨帘。

花伞椅祥缓步走，

挂下一串水项链。

庭墙恙上珍珠闪，

隔墙花枝舞藕延。

牌坊下，古井边，

弦音雅韵伴耳边。

春风叩窗来再好，

飞鸟檐下戏清泉。

纷繁世事渐沉淀，

欢声笑语谱和谐。

走上石桥当心滑，

青苔绿草镶岸边 o

远盹高楼烟焉里，

回望小巷似长笛，

雨打芭蕉拨琴弦，

齐奏一曲江南夭。

三两主妇忙竭洗。 浙扬扬浙溺沥沥，

多彩雨披花如艳， 西丝长长雨丝密，

雨丝拂岳润心田。 姑苏雨巷情绵绵。

吴语细软音不绝， 谈天说地乐悠阁。

它锻述的就并非一个故事。再如四) r I 清音一一

裴草叶，挺如剑，

白玉花，带笑颜。

事事高洁尘不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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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刀霜~J 独散然。

水钩，水仙，红岩水仙，

只须半盖清泉水，

但得芬芳满人间。

默默暗送香淡淡，

春 i言，皂，早早传。

飘然素岳朝天去，

万花竞放正春天。

水仙，水仙，红岩水仙，

只须半盏清泉水，

但得芬芳满人间。

这是因晓创作的大型主题曲艺晚会《雾者在明灯·水他吟》。

所以，曲艺并非一定要"叙述故事

种惑情、一种事物、一个道理。因此吴文科先生所说的:曲艺是用说唱

"叙述"是比较符合曲艺作品的客现实际的。

姜昆、戴宏森主编的《中雪曲艺概论》说:曲艺是"用口头语言说唱"。

吴文科也说:曲艺是"用口头语言说唱"。

什么是"口头语言"。

这里所说的"口头语言"是指的"口头发出的语言的声音

便用的物E庚竟子段，是跟书面的"文字"相对应的。也就是说，曲艺是黑口

语一一语言的声音进行说唱的，哪始是瞎子也能从事曲艺演出。费i如著名

的陕北说书名家韩起样因)11竹琴大师要树三、四月扬琴大家李莲生、重庆扬

琴名家李成果、重庆评书艺人麦蒜钊，都是失明人。但从没有哑巳能演唱曲

艺。

理此，不要误解为曲艺只能用口头语言的俗语词汇，一些唱腔类的

曲种，也可以使用一些文言词汇和古诗词的语言，显得更有文采。如骆玉

笙所演唱的京韵大鼓《鱼j揭闻铃》一一

马兔坡下草青青，今日犹存妃，子陵，

题壁有诗皆抱恨，入祠无，客不伤情。

万里萄巡君前去，何劳渴夜叹踏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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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富提点点敲人心欲碎，摇落本声声使我梦难成。

当嘟嘟惊魂'白白檐前起，冰凉凉彻骨寒从被底生。

孤灯 JL照我人单彰，渴夜雨谁话五是。

从古来巫山曾入襄王梦，我何以欲梦钟时梦不成。

莫不是弓鞋'踉踏三更月，莫不是衫桔难禁午在风。

莫不是旅馆萧条件嫌闷，莫不是兵马奔乾心拍惊。

莫不是芳脚心内藏余恨，莫不是薄幸心中少至诫。

既不然神女西何不离洛满，空教我流干了眼泪望断了魂灵。

一个 JL枕冷余寒卧红罗张里，一个JL珠沉玉碎埋黄土堆中。

连理枝暴雨摧残分左右，比翼鸟狂风吹散各西东……

可怜你香魂一缕随风散，却使我血泪千行似渴倾 c

精 I1各怠，直橙蹬星眸，咯吱吱的给齿，

战兢兢玉体，惨淡淡的花容。

眼E争睁既不能教体又不能替你，

悲锦锚，将何以棋牌又何以对件。

最伤心一年一度梨花枝，从今后一见梨花一惨情……

可见，曲艺作品要的"口头语言

是"语言的声音"。

什么是曲艺?总商言之，我们以为姜昆、戴宏森主编的《中国曲艺概

论》和吴文科先生所说的:

"曲艺是一门用口头语言说唱叙述的表演艺术

第二节曲艺的特征

是先有曲艺的定义，再有曲艺的特征?还是先有曲艺的特征，再有曲

艺的定义?这个问题并不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么纠结。逻辑学告诉

我们，定义，是对于一种事辑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温和外廷所作

的简要说明。也就是说，所谓曲艺的特缸，就是在大量的曲艺作品中分

析、提炼、归纳、概捂出来，再由此商下定义的。

我们的前人，从大量的曲艺作品中分析、提炼、归纳、概括出来的曲

艺的本质特征即艺术特征。在舞台艺术的五大门类中，曲艺与音乐、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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