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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5 9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下放干部

在塔山水库工地演出“跑驴))剧照

十世纪七、八十年代 我县文化宣传



李公庆等说唱赣榆琴书

陈洪香说唱赣榆渔鼓

张庆士说唱赣榆大鼓



I 9 9 7年马季，刘伟、兰成在县影剧醇
剧照



江苏省省委原副书记．纪委书记曹克
}刀接见赣榆曲艺代表队许家昌，孙书芳夫

张作松、赵福忠等表演音舞快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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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俗谣俚曲赋民风

海洋 乐心

曲艺，作为传统文化中的小传统、俗文化的典型代

表，深深地融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了民族(地域)

文化的特色和传统。有的理论认为小传统的民间文化不

登大雅之堂、粗俗、毫无逻辑，被所谓的社会精英划归“非

主流文化”之列，然而民间的“俗谣俚曲”以其强劲的生命

力、顽强的“草根性”，始终保持着勃勃生机，既使在官方

的政治强制下，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所以，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对其进行整理、保护、研究，也就具有

深远的意义了。

曲艺是由民间口头文学和歌唱艺术经过长期发展演

变而成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是中华民族各种说唱

艺术的统称，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且传统最为深厚的艺

术门类之一。 、，

．-

曲艺历史渊源流长。但作为一个艺术门类，其最后

的形成及在古代的发展，正史无载，野史零星，。可溯之源

长”，而“可证之史短”o回溯其源，正如文学起源于劳动，

远古的先民们在劳动中也创造了“原始歌舞”这一表演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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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今有“中国舞蹈艺术活化石”之称的“傩舞”，即形成

于远古时期；至今仍流传于海赣民间的古老曲种“童子”，

即是“傩”的一种。

上古时期的君王们治理国家，在“执艺事以谏”的进

言传统中，瞽嚎之人的“献曲”与史官的“献书”，是必不可

少的定制。那些瞽噱者，他们通音律，知天道，寓谏于乐。

实际上，这种“献曲”的方式，已经蕴藏着曲艺表演“说唱”

的萌芽。

曲艺有史可查的信史，始自隋唐。其时，“转变”、“说

话”等曲艺形式已十分发达，“弄参军”风格滑稽谐谑，“陆

参军”演唱动人魂魄，上白宫廷贵胄，下至文坛名流，莫不

倾心。至宋代，迎来了古代曲艺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这一

时期的曲艺艺术十分繁盛，“说收拾寻常有百万套，谈话

头动辄是数千回o”金元时期，曲艺发展特点鲜明，唱曲发

达，曲本创作更是成就空前。明代的曲艺发展承前启后，

道情、弹词崛起，话本刊行普遍，直接影响了当时文人的

白话小说创作。清代是中国古代曲艺发展繁荣的第二个

高峰，诸多曲种在流行中与地方艺术文化和群众审美习

惯结合，并逐步地方化；许多曲种向戏曲表演转变，孕育

出了许多地方戏曲剧种。二十世纪初至今的百年间，曲

艺历经从内容到形式的不断革新和改进，特别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曲艺改进运动，一改过去曲艺创演的

旧体制，清除了曲艺中的种种糟粕，注入健康向上的审美

内涵，使曲艺面貌焕然一新。近年来，在追求利润的刺激
2



。下，曲艺的变种与包装之风大盛，使之越来越脱离民众，

走向了曲艺艺人自我欣赏的象牙之塔。

追溯曲艺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演变，我们不难发现，

曲艺在中国整个的文艺乃至文明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

的地位，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可以说，它是历史上中华民

族的历史与文化的特殊传承载体，并一直影响着中国文

学的发展。举凡与语言相关的中华民族的一切艺术形

式，无不受到过曲艺艺术的滋育。汉族叙事体长诗遗产，

以独特的方式体现为曲艺“说唱”表演的韵文体唱本；元

曲散曲体式，是在金代“俗谣俚曲”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曲

艺唱曲的一种唱本形式。

曲艺构成多样，除了文学、音乐、表演等主要构成要

素，舞蹈、美术、戏剧、杂技等也是重要的曲艺艺术构成元

素，而方言因素的引入，使曲艺的曲种更为丰富，I：1头说

唱表演更加富于韵味。曲艺品种繁多，无论是说的、唱

的、半说半唱的，还是连说带唱的，均以少胜多，小中见

大，寓繁于简。但曲艺的简便性，并不意味着艺术审美创

造的简单和容易，正如一首《西江月》词云：

世上生意甚多，惟有说书难习。紧鼓慢板非容易，千

言万语须记。一要声音洪亮，二要顿挫迟疾，装文装武我

自己，好像一台大戏。

这种在十分简便的形式之中，创造“一台大戏”般的

艺术效果，恰是曲艺艺术着意追求的美学境界。曲艺生于

民间，就其本质而言，是大巧之朴，是浓后之淡，是俗的元
3



素经过雅的过滤又反转为俗的形式。善恶有报，忠奸美

丑分明，集中体现了世俗社会里大众审美的通俗品格o

“现身中之说法，戏所以宜观也；说法中之现身，书所

以宜听也o”(清·马如飞《出道录·杂录>)曲艺作品短

小精悍，寓庄于谐，反映社会生活十分迅速，并博得了“文

艺轻骑兵”的称号。

赣榆大地，历史文化光辉灿烂，作为艺术一脉的赣榆

曲艺，传承千年，愈显繁盛。在对赣榆历史文化的研究

中，要把握地方艺术的流变全貌，深研地方文化的精神气

质，探寻地方民众的审美心理，就无法绕过曲艺的历史存

在，无视曲艺的历史价值。在此意义上说，搜集赣榆曲艺

史料，并加以整理印行，不仅仅是保护民族文化之必要，

也是赣榆历史文化研究之必要。

知史使人明智，述往为了知来。悠远坎坷的历史足

迹中，总是蕴藏着不尽的经验与教训、鉴戒与启示。对赣

榆曲艺起源的探究和历史发展的回顾，更是为了继承和

发扬曲艺艺术的优良传统，谋求新时期赣榆曲艺的创新、

发展，使赣榆的曲艺艺术始终保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欣赏需求相一致。当然，任何一门艺术的

创新都绝非易事，但只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学习和研究，相

信新的曲种将会出现，更多反映时代精神的优秀曲艺作

品将源源不断地走上舞台，走进民问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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