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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没有艺术归属的现状亟需扭转小品没有艺术归属的现状亟需扭转
————我对小品与曲艺关系的几点管见我对小品与曲艺关系的几点管见 □□向云驹向云驹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大力繁荣音乐创作，立足当代中国现实，聚焦“中国

梦”新时代主题，推出一批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

民、讴歌英雄的优秀原创精品，在中宣部和中国文联的

支持下，中国音协已连续三年主办了中国当代歌曲创

作精品工程“听见中国听见你”年度优秀歌曲推选活

动，引起业内及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2019年度“听见中国听见你”评审工作从2020年

1月18日起，经过五轮、近百位评委的严格把关，于日

前结束。《我的中国》（作词魏德泮，作曲戚建波，演唱石

倚洁）、《年画》（作词杨玉鹏，作曲利宇翔，演唱汤子

星）、《追》（作词姚伟，作曲孟文豪，演唱韩磊、谭维维）、

《金色摇篮》（作词苏日塔拉图，作曲赵天华，演唱王莉）

等20首优秀原创歌曲从400多首作品（按分配名额报

送）中脱颖而出，并通过为期一周的公示，成为2019年

度“听见中国听见你”优秀推选歌曲。

此外，2019年中国音协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为主题定向委约创作了大型原创交响合唱《奋进新

时代》，其创作团队汇聚了当代音乐界中坚力量，曲目

经专家层层遴选，同时广泛听取了社会各界的意见和

建议，是一部历经9个月精益求精、反复打磨的优秀原

创作品。因此，本届“听见中国听见你”组委会决定，专

门设立“特别贡献原创作品”子项，以表彰其突出成绩。

据介绍，2019年度“听见中国听见你”评审工作采取网上投票、视

频会议等方式全程线上进行。评委既有来自中国音协主席团和音乐创

作委员会的名家，也有全国各省区市音协、新疆兵团音协、产行业文联

音协的代表；既有音乐界新文艺群体的优秀音乐人，也有各大主流媒体

负责人和资深记者。这些推选歌曲代表了人民大众的审美和需求，具

有较高的艺术质量和较大的传播潜力。下一阶段，中国音协将进一步

做好推选成果的宣传推广工作，力求将这些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

精良的作品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去。

（音 闻）

小品的当代史与几个值得重视的曲艺性特点

小品艺术成为当下一门近于独立的艺术样式，是从改革

开放以后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开启的艺术历程。只有在

春晚的万众瞩目、巨大推广中，小品才从小舞台、小受众走向

了真正的艺术大舞台。简单回顾一下与央视春晚相关的小

品简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重要的节点和小品艺术历程。一

是哑剧、喜剧时期，即以王景愚为代表的话剧演员的喜剧性

哑剧表演的小品初期发展。二是以陈佩斯、朱时茂为代表的

电影演员的喜剧性小品，此一时期，小品基本定型，具有完整

的小故事，对话借鉴了相声艺术的捧哏模式，语言生动幽默，

表演滑稽可笑。三是以宋丹丹、黄宏为代表的话剧演员以及

曲艺演员加入了说唱因素的喜剧性小品，表演者的性别模式

得到丰富和拓宽。四是东北二人转式小品：二人转艺人大举

进军小品，话剧加曲艺、说唱加杂耍、音乐加舞蹈等各种艺术

手段纷纷介入小品，小品内部样式出现多样性、丰富性，推高

了小品的感染力和影响力。五是再一次出现话剧、影视、曲

艺综合杂糅的复合式小品。

从以上五个发展阶段和先后出现的五种发展模式看，几

十年的当代小品艺术史具有一些令人瞩目的曲艺性埋伏在

其中。首先是春晚舞台的平台性。这个舞台是当下声光电时

代的一个电子化的大舞台。这个电子化大舞台并没有因为其

高科技性和高端性而使观众疏远、陌生、隔阂，而是成为这个

时代新型的雅俗共赏的空间和民俗时间，是开放的、节日的、

喜庆的、世俗的大舞台，因而也是一种曲艺性的舞台。其次，

在以上五个阶段或五种模式中，每一个阶段或模式都有曲艺

的影子，某个阶段曲艺还主唱主导了小品的发展，某些阶段

则是曲艺与话剧等平分秋色。曲艺在小品发展中贡献良多直

至基本主导小品发展。第三，小品的发展愈来愈呈现出戏剧

与曲艺的杂糅倾向，跨界性、综合性趋势日益凸显。第四，各

个阶段表演小品的演员都是以喜剧性演员为主体，他们来自

话剧、影视剧演员中的喜剧或擅长喜剧的演员，或者曲艺演

员中的相声、二人转、滑稽表演演员。其中尤以曲艺界演员居

多。曲艺演员与话剧、影视剧、歌舞演员联合表演成为常态，

并且在小品中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而且单独由曲艺演员直

接推高小品艺术成为当代小品史的显著成就。

小品的历史渊源与其中的曲艺性线索

当代小品发端于话剧表演，一段时间乃至今日，都有人

认为小品肇始于话剧的小品训练、表演片段或小品表演，是

练功性、教学性、体验性的非成熟的艺术毛胚。许多人还因

此定义小品的归属是戏剧，在起源上与曲艺无干。其实并非

如此。中国当代小品艺术与中国曲艺、戏曲、戏剧有着深刻

的、存在于艺术规律和艺术集体无意识中的渊源关系。从中

国戏曲发生学史和中国历史悠久的民间小戏史中就可见出

鲜明的曲艺性。中国戏曲晚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曲艺

长期高度发展，占据和压抑了戏曲萌芽生长的空间和可能

性。同时又是曲艺的充分发展才孕育和催生了中国戏曲。

唐宋的雏形戏曲样式，不仅是戏曲的源头，而且直接来源于

曲艺。当代民间众多的民间小戏都是由曲艺构成的。曲艺

的戏剧性或小戏性，一是文本中的曲艺性，在说词、唱腔中都

有说唱艺术的积累；二是表演中的曲艺性，比如角色的二小、

三小、丑角，一人多扮、说功、唱功、装扮与表演能力等；三是

小戏的异文现象，即一出小戏在不同的剧种中反复出现，有

的更曲艺化些，有的更戏剧化些，显现出小戏由曲艺向戏剧

逐渐丰富、成熟、发展的轨迹，比如《小放牛》《王小赶脚》《钉

缸》这些小戏在河北的丝弦、梆子、评剧中各有异文。这些小

戏用今天的眼光看，都有浓厚的小品性。小戏的身上，有小

品的特质：搬演和说唱生活，选择故事性事件或人物关系中

的独特性片段，具有一定传奇性，风格多诙谐幽默。随着当

代小品的多样化发展，它越来越向自己的原型——小戏靠

拢。著名戏剧家焦菊隐注意过这个现象，他说：“京戏里也有

很多民间生活小戏，生活的喜剧，甚至是玩笑剧。像那天我

们看的《打灶王》《打面缸》《王二小过年》《小放牛》这些戏。

它程式化的东西就非常少。”“这部分戏在戏曲里从古以来就

很多。”“我个人认为：应该很好地重视这些戏。”“这类戏在我

国有很久的传统，像‘参军’戏。参军戏直接发展就是现在的

相声。相声一问一答的形式，就是从古代参军戏演变来的。

另外有元代的‘杂剧’……它一开场，先有个生活戏，完全是

民间生活的故事，而且动作像现在的话剧似的。它是喜剧、

小闹剧。”（《焦菊隐戏剧论文集》）

如此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对当代小品的艺术源头作出

以下归纳：一是古代的俳优、参军戏；二是近现代的相声艺

术；三是近现代的二人转（台）艺术；四是当代的话剧小品（包

括小哑剧）；五是当代的民间小戏。这五大源头里有五分之

三是曲艺，五分之一是曲艺、戏曲复合体，剩下五分之一才是

话剧。也就是说，从艺术源头或艺术起源看，曲艺是小品的

真正的母体。

小品的艺术本质与曲艺对其艺术性的贡献

在这里我尝试用一种独特的叙述来为曲艺和戏剧分别

做一个既区别又相关联的定义，以便推进对小品艺术本质

的界定和认识。我认为，曲艺是以我者的身份表演故事，戏

剧是以他者的身份搬演故事，我者与他者是曲艺与戏剧的

最大区别。从这个意义上看，小品应该在艺术分类学上归

于戏剧。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曲艺的某些二人或多人表

演样式（二人转、相声、群口相声等），会将曲艺惯用的跳进

跳出式表演发挥到极致，不断在我者与他者之间转换，使整

个表演又像曲艺，又像小戏；又像语言类曲艺，又像表演性

小品。这就呈现出归类的模糊性和表演的跨界性。更为复

杂的情形是，如果从当下小品的艺术品质、艺术趣味、表演

方式、表演队伍、人才特质上看，都是以曲艺为依托的。不

仅是话剧性小品、相声性小品、说话类曲艺性小品、说唱与

小戏性小品构成了当今小品的表演主流，而且没有中国曲

艺、没有曲艺样式的丰富性、没有曲艺突出的喜剧追求、没

有曲艺人才的庞大队伍、没有曲艺界的倾情投入，就不会有

今天小品艺术的繁荣。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也是小品

具有鲜明的曲艺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小品问题的复杂性还

在于：它是曲艺向戏剧演变之际的初始阶段、初级形态，它

又是在戏曲、话剧、喜剧、曲艺、说唱、相声、滑稽等高度成熟

发展时期出现的“原始艺术”或“原始戏剧”，它是原始的，又

是现代的；它是这些艺术的雏形状态，又是它们的高级形

式。套用恩格斯对意大利诗人但丁的评价，说但丁是新时

代第一位诗人，也是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的说法，我们也可

以说小品艺术是戏剧的最初级的样式，它也是曲艺艺术的

最后一个样式，或者说是曲艺艺术中最边界、最高级阶段、

最当代性的一个样式。

所以，我们应该换个角度看问题，就是从表演艺术的中

心环节演员来看小品的归属问题。著名戏曲史和戏曲理论

家张庚认为：“戏剧艺术以演员为中心环节。演员艺术在

最早就使戏剧艺术具有它自己的特色。这就是说，当戏剧

还是在最原始状态之中时，首先存在的是表演。而且此

后，表演一直是戏剧的中心……演员艺术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可以从各个方面向外延长。从声音延长为音乐的

效果，从动作体态延长为装置，从语言延长为戏剧的文学

等。因此，演员艺术所延长的范围越大，戏剧的综合范围

也就越宽广，戏剧的创造集体也就越大了。既然戏剧的综

合性和集体性是由于演员艺术延长的结果，于是各种艺术

参加到这综合中间来，必然因为从属于演员艺术的特性之

故，而变更了它原来成为独立艺术时的本质。”（《戏剧艺术

引论》）演员决定艺术归属。小品从话剧开步，到引入曲艺

表演形式，再到曲艺演员大举进入，直至改变原貌向艺术

传统和小戏接上戏脉，其中曲艺演员的主体性和曲艺性是

十分突出的。这就是我们认为应该由曲艺界来主导小品

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依据。

从曲艺角度深化小品艺术发展

有鉴于戏剧、戏曲界自顾不暇，对小品普遍釆取忽视、歧

视的态度，小品的演员队伍主体又在曲艺界，小品又是一种跨

界存在，当代小品的发展史又具有丰富的曲艺性。所以，我们

应该像小品艺术本身那样，以包容的理论眼光对待它，接纳

它、研究它、发展它。我们可以借用演员中心理论，从小品艺术

的“演员”属性入手，将其归类并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将小品艺

术归属于曲艺门下。因此建议：以演员队伍建设为统领，中国

曲艺家协会投入更大的力量抓好小品的创作、表演、发展的各

个问题，扭转当下最繁荣活跃、最受欢迎关注，却“四不像”“四

不管”、体制边缘化、理论评论弱化、创作无序化的状况。既然

小品的历史起源和现实发展无处不在地存在着曲艺艺术的强

大影响和渗透，那么我们就应该进一步强化和提升小品中的

曲艺性或曲艺优势，包括：一人多角、模仿能力超强的表演优

势，说说唱唱的语言和演唱优势，语言能力的优势，情节反转

或语言“笑点”的包袱优势，喜剧与幽默的优势，生活化的优

势，创造曲艺小品的优势，等等。总之，曲艺界应该理直气壮地

担当起小品发展的责任，用曲艺为小品发展提供必要的艺术

支撑，促进其健康有序地发展，改变任由其自生自灭的命运，

拯救这一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型文艺样式。

关 注

纪录片以真实的影像记录时代。当前，在突如

其来的疫情之下，纪实影像在光影中捕捉了特殊时

期的社会生活和中国面孔，将真实与客观讲述给更

多观众，让纪录片的记录价值再一次突显。

疫情打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许多社会场景像

是被按下了暂停键。此刻，纪录片镜头开始记录医

护一线的争分夺秒、繁华街头的冷清沉寂、平凡岗

位的坚守与付出等情境，涌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纪

录片作品。例如，央视纪录频道第一时间推出的纪

录片《武汉：我的战“疫”日记》，通过展现各行各

业、普通岗位的默默坚守，共同勾勒出团结守望的

“武汉时刻”；中国国际电视台播出的英语纪录片

《武汉战疫纪》则着重将武汉的抗“疫”历程讲述给

更多海外观众，通过CGTN英语频道播出、通过海

外社交平台账号进行全网推送。优酷平台推出的

《第一线》《冬去春来》记录了武汉抗疫前线50多天

的真实状态与人物群像；bilibili平台的《在武汉》

展现着病患与医护工作者的情感起伏……

从当下来看，不同平台、各具特色的纪录片在

此刻发挥的最直观的作用，便是向观众们展现疫情

的真实情况、抗“疫”的真实故事，对观众进行最

大程度的信息公开，消除民众焦虑与压力。就长远

而言，这样的特殊时刻终将成为历史，但全国上下

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精神与勇气需要被镌刻、被

铭记，纪录片需要全方位地保存住这样珍贵的影

像，同时能够触动人心，以共克时艰的信念打动观

众。不仅如此，疫情让人们开始通过纪录片关注医

疗、健康，诸如东方卫视的《人间世》（第二季）、

爱奇艺平台的《中国医生》等聚焦医疗类影像，《流

行病：如何预防流感大爆发》《埃博拉之役》等聚焦

传染病类影像再度走入观众视野，纪录片在此刻能

够发人深省，让观众对身体健康、对人类发展有一

次更加透彻的思考和追问。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之下，抗“疫”纪录片也在

以新变化适应新要求，以微纪录为新形式，以

“短、深、广”为新特色。由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的

《凌晨四点的武汉》，用9分钟讲述从夜里9点到凌晨

4点，在平凡岗位坚守的武汉人通宵达旦的努力，

突显“我们不睡，这座城就不会输”的信念。中国

教育电视台、中国纪录片网、央纪录发起的抗疫短

视频征集活动，极大调动了社会资源和民间力量，

精选了一批优质内容快速、迭代展播。由此可见，

在社会突发事件面前，纪录片创作不可避免会遇到

第一时间呈现、第一现场记录的考验，因而，传统

纪录片在创作人员、拍摄器材、制作耗时等方面面

临着不少束缚，缺失了时效性。如今，纪实影像开

始创新超越，Vlog创作方式、全民纪录等高效率保

障作品快速上线，跨屏幕的联动让影像的传播范围

更加立体；技术的发展让更多受众能够以主体意识

参与到纪实影像的创作当中，从而形成了对疫情的

全景式纪录，不仅克服了疫情之下许多场景无法由

专业团队实地拍摄的困扰，生活点滴的积累更加能

引发观众细腻的情感共鸣。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的助推下，纪录影像实现了纪实手法的更新。

在主流媒体影像聚合民众“第一视角”真实创

作的背后，是政策上的引导与支持。疫情发生以

来，国家广电总局便组织战“疫”题材纪录片的创

作，指导湖北、上海等电视台和爱优腾等重点网络

视听平台加强传播；号召电视台、网络平台以推出

短纪录片、微视频的形式，记录战“疫”行动。在

政策的助推之下，国产纪录片的发展再进一步。在

疫情之下、一系列政策的激活之后，纪录片又以全

新的姿态适应大小屏联动、以更海纳百川的容量聚

合全民创作，再一次将国产纪录片的热度推高，让

“中国故事”的讲述更加有力，让纪录片产业化的发

展前景也更加清晰。因而，在纪录片朝着更好方向

发展的征途中，政策扶持的力量不容轻视。

纪录片伴随着全民抗疫的不断胜利，也发散出

更多的力量与温度。大量作品第一时间的涌现、微

记录触发纪实影像新活力、政策的助力和支持为这

个时代留下了更强有力的印记，同时也让中国纪录

片的产业化与国际化发展更有信心与动力。

疫情之下疫情之下，，看纪实影像的力量看纪实影像的力量
□张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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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当下小品的艺术品质、艺术趣味、表演方式、表演队伍、人才特质上看，都是以曲艺为依托的。不仅是话剧性

小品、相声性小品、说话类曲艺性小品、说唱与小戏性小品构成了当今小品的表演主流，而且没有中国曲艺、没有曲艺

样式的丰富性、没有曲艺突出的喜剧追求、没有曲艺人才的庞大队伍、没有曲艺界的倾情投入，就不会有今天小品艺术

的繁荣。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也是小品具有鲜明的曲艺性的一个重要表现。

艺 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