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黛玉葬花，是《红楼梦》中

最为凄美的一幕，也是这部悲

剧的高潮。它不仅在情节上为

黛玉之死埋下伏笔，而且更深

刻地揭示出被摧残、被毁灭的

美好与纯洁，从而产生震撼人

心的力量。贾宝玉

没有像他人那样笑

话 林 黛 玉 葬 花 之

痴，还同黛玉一起，

为凋零的花瓣抛洒

同情热泪，既显示

出宝黛爱情“ 心心

相印”的共同基础，

也表明宝玉和石狮

子一样原本干净的

本质。作为美好与

纯洁象征的黛玉借

葬花表达了“ 质本

洁来还洁去”的抗

争，并发出了“天尽

头，何处有香丘”的

不朽追问，更将这

部爱情悲剧上升为

社会、人生的宏大

境界，显示出《红楼

梦》深邃的哲理内

涵和永恒意蕴。

这样经典的文

学场面，原本只存

在 于 审 美 想 象 当

中，如今就要成为

北京大观园的一项

“文化活动”，在清

明期间上演。在感

叹大观园挖掘红楼

文化的决心与勇气

的同时，不免杞人

忧天：在摩肩接踵、

嘈 杂 喧 嚣 的 公 园

里，一曲《葬花吟》

时断时续，一座小

山包被围得水泄不通，几位按

越剧《红楼梦》人物模样打扮的

演员，手拿花锄，把花瓣埋在泥

地里。且不说“水做的”人儿在

现实中难寻其实，那情境、那氛

围、那现场，实在与《红楼梦》里

的“葬花”风马牛不相及，更让

人心生荒诞之感。一出凄美的

悲剧就这样被消解了。

由此想到，这些年来的经

典改编、名剧翻拍，常常搅动一

场又一场口水战。赵氏孤儿可

以委屈地说，那是他们的恩怨，

与我无关！红色经典中的江姐

形象也被“改造”甚至“颠覆”得

面目全非。至于刘备、曹操等

一干古人，更是想怎么戏说就

怎么戏说。委婉一点说，在消

费文化盛行的当下，谁说文化

经典不可以被拿来

消费？背后更有理

论的支撑：既然蒙

娜丽莎都可以有两

撇胡须，而且还因

此成为当代艺术的

新经典，那么借用、

挪用、改造、甚至颠

覆就是当然可行的

创作手法了。当代

人是否创造了自己

的经典尚需时间的

检验，各种改造经

典的方式倒称得上

是前无古人的“创

造”。如此一来，又

有什么不可以拿来

糟蹋？或许还有人

说，何不把今日大

观园里的“葬花”当

做一场行为艺术？

只是觉得实在

有点可惜。1984 年

因为拍摄电视连续

剧《红楼梦》而建造

的这座仿古园林，

将红楼名著、仿古

建筑与园林艺术相

结合，将文学中的

胜景奇事搬到了现

实生活，并向公众

开放，实不愧为极

富 创 意 的 文 化 产

业 。 这 些 年 来 也

确 实 不 断 挖 掘 红

楼 梦 文 化 而 成 为

北 京 的 一 处 富 有

特 色 的 旅 游 公 园 而 受 到 游 客

欢 迎 。 只 是 这 次 的 创 意 没 有

找对内容、方式，直接地挪用

把自己变成了“山寨”，以为有

文 化 却 实 在 没 文 化 ，把 游 客

“雷”到的同时，失了自己的水

准 与 品 质，更 别 说 破 坏了《红

楼梦》的美感与厚重。

这样的“创”意，可以少一

点吗？

“清明”最初指的是节气。《岁时百

问》中说：“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

故谓之清明。”时间在农历三月间，公历

在 4 月 5 日前后。清明在古代又有“植树

节”“踏青节”“聪明节”等称谓，与春节、元

宵、端午、七夕、中秋、重阳、腊八并称为我

国八大传统节日。清明节前两日或一日

是“寒食节”，有禁用烟火，只食先期做好

的熟食（冷食）的习俗。由于两节相距很

近，以后寒食逐渐与清明节融合为同一

个节日。2008 年，国务院规定清明节放

假一天，与相近的双休日相联可形成小

长假，方便人们从事节日活动。清明节

是中华民族集中表达对生命敬重之情的

共同时刻。人们在清明期间缅怀先人，

沉静思索，追古怀远，知死乐生，追寻春

天的希望。这是一个集哀思和踏青于一

体，怀念先烈和亲近自然共一时的极具

中华民族浪漫情怀的节日。

清明节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宋时

期就形成了插柳、植树、扫墓、踏青等

风俗。山西等地流行插柳或用柳条穿

起用面粉做成的“ 子推燕”挂在门口，

为 春 秋 晋 国 介 子 推 母 子 招 魂，以 示 寒

食 遗 意 。 以 后 演 变 为 此 日 植 树，所 以

清明又称“植树节”。有的地方屋檐上

插柳，以柳枝青焦验晴雨；或于头上戴

柳圈或插于鬓，有驱毒、明眼、祈年之

义。江南民谚：“ 清明不戴杨柳，红颜

变皓首。”民间祭祖之俗始于唐代。杜

牧《清明》诗：“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

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

遥指杏花村。”宋代，朝廷规定：“寒食”

至“清明”3 日，各地均须祭扫陵墓，以

表示对死者的悼念。金朝《大金集礼》

卷 32《休假》条也规定“上巳、寒食、清

明”为法定假日，各级官员均有休假。

宋 代 大 文 学 家 苏 东 坡 有 诗 句“ 人 生 能

得几清明？”可见当时人们对清明节是

多 么 重 视 。 清 明 正 值 暮 春 三 月，人 们

把 扫 墓 和 郊 游 结 合 起 来，到 野 外 作 春

日之游，然后围坐饮宴，抵暮而归，形成

了遍及全国南北的踏青之俗，故又称“踏

青节”。宋朝画家张择端的名作《清明上

河图》，生动地描绘了当时东京（今河南

开封）人们出郭扫墓踏青归来的民俗景

象。踏青时，还进行射柳、拔河、蹴鞠、

扑蝶、采百草、放风筝、斗鸡、荡秋千等

娱 乐 活 动 。 元代清明节习俗更加丰畗

多彩，据《析津志辑佚·风俗》：“清明寒

食，宫廷于是节最为富丽，起立彩索秋千

架，自有戏蹴秋千之服。”明清以来，民间

尚有“吃清明团”“送百虫”“水嬉”等习

俗。因清明和“聪明”谐音，江南民间以

此日生子最佳，谓“聪明儿”，并有抱婴儿

向邻里乞讨“清明团”，谓“讨聪明”，所以

清明节又有“聪明节”之称呼。

清明节是纪念祖先的节日，主要是

扫墓。扫墓是慎终追远、敦亲睦族及行

孝的具体表现。扫墓活动通常是在清明

节的前十天或后十天，是一个节期。扫

墓当天，子孙们先将先人的坟墓及周围

的杂草修整和清理，然后供上食品和鲜

花等。由于火化遗体的普遍，到骨灰堂

祭奠者越来越普遍。山西洪洞县有一棵

大槐树，是明代大移民的集合出发点，在

北京郊区流传一句谚语：“问我家乡在何

处，山西洪洞大槐树。”据说每到清明前

几天，便有一群比麻雀略大的鸟儿成群

结队地在黄昏前落在大槐树周围，白天

飞去寻食，夜晚宿于树上，年年如此，清

明过后不知去向。当地人把它们叫“思

乡鸟”，鸟儿如此，何况人呢。北京东四街

道在清明期间举行“家训堂”活动，街坊们

聚在一起交流祖先留下来的“家训”，既

缅怀了祖先，分享祖先的智慧，又加强了

相互了解，促进了和谐社区的建设。

清 明 节 又 是 一 个 公 祭 祖 先 的 日

子，首先是对中华民族人文祖先黄帝的

公祭。对黄帝的公祭在古代文献中有多

种多样的记载。据《太平御览》卷七十九

引《抱朴子》又曰《汲郡冢中竹书》言：黄

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彻者，削木为黄帝之

像，帅诸侯朝奉之。从西汉、东汉到以后

唐、宋、元、明、清历代对黄帝均有祭祀。抗

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陵，对唤起

全国民众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起到了巨

大作用。清代北京有清明节拜城隍的

习 俗，城 隍 都 是 曾 经 为 保 卫 北 京 作 过

贡献的英雄人物，如于谦、杨继盛、袁

崇 焕 等，市 民 把 他 们 尊 为 城 市 的 保 护

神，每 到 清明节，人们抬着藤制的城隍

像游街，称“城隍出游”，有香会沿街表

演，十分热闹。2011 年 4 月 2 日，北京

市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首次举行清明节

红 色 公 祭 活 动 。“ 今 我 中 华 ，立 于 世

界。社稳经荣，功在先烈……我等思之，

泪染衣衫。我等敬之，虔心可献。”到会

各界代表齐举右臂，庄严宣誓：“继承先

烈遗志，发扬革命传统，以火红青春，建

设锦绣中华！”

清 明 节 是 亲 近 自 然 ，感 物 惜 春 的

时 刻 。 民 俗 事 象 丰 富 有 趣，历 史 上 有

植树、踏青、荡秋千、放风筝、拔河、踢

石球等游乐体育活动。踢石球又名蹴

球，在小说《红楼梦》二十八回中有记

载。北京地区有民谣云：“ 小孩儿，小

孩儿，跟我玩；踢球打夵儿逛二闸儿。”

这里说的“踢球”就是踢石球，现在叫蹴

球，1999 年被列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上的正式比赛项目，有 20 多个

省市报名参赛。这里讲的“打夵儿”又名

打花棍儿，今年北京朝阳区在日坛举办

的“春分·朝阳”活动上当地市民进行表

演，有广泛群众性。这里讲的“二闸儿”

在今高碑店西的通汇河上，是历史上北

京人踏青的地方，这里原有一座三忠庙，

内奉诸葛亮 、岳 飞 、于 谦 ，香 火 很 盛 。

如 今 ，在 北 京 缅 怀 先 烈 的 地 方很多，

2011 年 4 月 1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

念馆“铜墙铁壁”群雕前，就有学生和战

士代表每人手捧一枝菊花，深深鞠躬，悼

念的鲜花摆满了雕像前的台阶。历史

上，北京小吃有“寒食十三绝”，包括姜

丝排叉、硬面饽饽、糖耳朵等供扫墓和游

春的人选用。如今，清明食品得到长足

发展，形成了踏青果、寒食果和寄托哀思

的花韵四品，满足过节的需要。清明诗

会 越 办 越 好，各 大 公 园 也 推 出 清 明 主

题 游 园 活 动，全 国 各 地 均 举 行 了 贴 近

群 众 的 文 化 活 动，使 人 们 在 传 统 节 日

里 传 承 和 弘 扬 民 族 传 统 文 化，在 移 风

易俗中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清明节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极具中

国 特 色 的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我 们 要 享

受这一优秀文化，继承好这份遗产、发

扬 祖 国 的 优 秀 传 统 文 化，为 推 动 社 会

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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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评清 明 时 节 说 清 明
——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副主席罗杨

巴灵一

动 态

胡尔岩：舞蹈是“内在激情有形可见的动作流”

小品危机令人忧

刘兰芳谈曲艺创新

清明节前夕，中国民间文艺

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副主席罗杨

就清明节的文化意义等话题接受

了笔者采访。

悲喜交集的两个不同侧面

巴灵一：写到清明的古诗词，

很多都笼罩着一种浓郁的悲哀，

比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

欲断魂”“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

染成红杜鹃”“佳节清明桃李笑，

野田荒冢自生愁”等等。清明节

是一个悲哀的节日吗？

罗杨：其实古人描写清明的

诗词很多，不一定都是悲哀，如宋

柳永词《木兰花慢》就描绘了清明

节欢乐、嬉戏、热烈的场景：“风暖

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斗草

踏青，人艳冶、递逢迎”。可见，如

果我们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去审视

清明，就会发现在我们的前人那

里，清明这个节日里既有祭扫坟

墓 、追 思 缅 怀 的 悲 痛 哀 思 的 泪

水，又有踏青游玩热闹喜庆的欢

声笑语，这是一个富有丰富内涵

和 内 容 的 文 化 节 日 。 柳 永 的 词

写 在 北 宋 前 期，当 时 社 会 安 定、

生活富庶，因此柳永笔下的清明

节 桐 花 灿 漫、车 马 如 流、新 声 竞

奏，就像宋代的《清明上河图》一

样 表 现 出 了 倾 城 欢 乐 的 繁 华 景

象 。 今 天，我 国 经 济 发 展，社 会

和 谐，因此我们的清明节也应该

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既庄重肃

穆又欢乐祥和的文化节日。总体

上看，清明的含泪祭祖与纵情欢

乐 构 成 了 清 明 节 的 两 个 不 同 侧

面，一方面是奠酒洒扫的沉重；一

方面又是欢歌游戏的轻狂。这种

悲喜交集看似难以兼容的场景，

千百年来却一直共同并存，这本

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探讨的文化

现象。

巴灵一：为什么现在人们提

及 清 明 节 俗，大 多 先 想 到 扫 墓？

清明节俗中除了扫墓，还应包括

哪些内容呢？

罗杨：在近现代中国社会里，

由于社会思想与文化观念的剧烈

变化，受意识形态影响，清明节在

国 家 制 度 层 面 失 去 了 相 应 的 地

位，国家并不承认它是一个应该

给以人们自由支配时间的节日，

清明的传统习俗已逐步退化并仅

仅是存在于民众社会文化层面。

甚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清明节

的 习 俗 还 被 认 定 为“ 四 旧”来 批

判。而今天，我们的党和政府尊

重民俗民意，弘扬传统文化，构建

和谐社会，把清明节定为国家法

定假日，使我们得以有时间和条

件传承传统文化，并使其在新的

社 会 历 史条件下焕发出新的魅

力。“俗及时俗，风乃时风”，今天的

时代不同了，但是，传统的清明节中

有很多有益的丰富的活动内容，仍

可以时兴之。比如除扫墓外，还有

踏青、插柳、蹴鞠、秋千、画蛋、放风

筝、荡秋千、拔河、植树、禁火等等，

其中很多内容稍作调整即可赋予

时代特色。禁火是可以结合森林

防火日，踏青就是春游，蹴鞠可以

成为球赛，插柳结合绿化等，清明

节要做的事还很多。

二十四节气中的唯一一个节日

巴灵一：清明节的具体时间

是怎么推算出来的？为什么它会

成为二十四节气中的唯一一个节

日呢？

罗杨：按照公历的时间，清明

节大多在每年的 4 月 5 日前后，今

年是 4 月 4 日。由于清明是按农

历推衍的，所以它在农历的三月

上 半 月 ，今 年 是 农 历 三 月 十 四

日 。 清 明 节 的 具 体 时 间 每 年 不

同，准确的计算方法就是冬至后

的第 108 天。节气与节日是两个

不同的概念，二十四节气是古人

把每年三百六十五天平均划分为

二十四个时间上的节点，它综合

了前人对于天文学和气象学以及

农作物生长特点等方面的知识和

经验，反映了一年中的自然特征，

至 今 仍 然 在 我 国 农 业 生 产 中 使

用。在二十四节气里的清明只是

《淮南子》中所说的：“春分后十五

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人们则

总结出：“清明前后，种瓜种豆”的

农耕谚语。这些与另外的二十三

节气没有本质的不同，而作为节

日的“清明节”则不同了，它完全

是一种被赋予了人文意义的时间

仪 式 。 它 不 仅 是 一 个 时 间 的 提

示，人们还要约定俗成地举行一

些具有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的、

与时间本身没有必然联系的民俗

文化活动。这也正是清明节与其

他节气的不同。在二十四节气中

只有清明具有节日的基因。

巴灵一：清明在我国是什么

时候开始出现的？是怎么变成节

日的？

罗杨：清明的发祥同节气相

连大约产生于二千五百年以前的

周代，何时成为“节日”则没有确

切的时间，从目前研究的成果看，

专 家 认 为 是 由 清 明“ 吞 并”寒 食

节、上巳节而形成的。由于寒食、

上巳都是关于春天的文化节日，

又凑巧在清明附近。文化节日是

可以因时而变的，而节气是时间

的运行节律，是不能变的，因此两

个春天的文化节日只好服从于清

明，逐渐形成了后来的清明节。

关于寒食节的来历，史书上

记载了这样的传说：相传春秋战

国时代，介子推为了救重耳，从自

己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用火烤熟

了就送给重耳吃。十九年后，重

耳执政后，对那些和他同甘共苦

的臣子大加封赏，唯独忘了介子

推。有人在晋文公面前为介子推

叫屈。晋文公差人去请介子推上

朝受赏封官。可是，差人去了几

趟，介子推不来。晋文公只好亲

自去请。可是，当晋文公来到介

子推家时，只见大门紧闭。介子

推不愿见他，已经背着老母躲进

了绵山（今山西介休县东南）。晋

文 公 便 让 他 的 御 林 军 上 绵 山 搜

索，没有找到。于是，有人出了个

主 意 说，不 如 放 火 烧 山，三 面 点

火，留下一方，大火起时介子推会

自己走出来的。晋文公乃下令举

火烧山，孰料大火烧了三天三夜，

大火熄灭后，终究不见介子推出

来。上山一看，介子推母子俩抱

着一棵烧焦的大柳树已经死了。

晋文公望着介子推的尸体哭拜一

阵，然后安葬遗体，发现介子推脊

梁堵着个柳树树洞，洞里好像有

什么东西。掏出一看，原来是片

衣襟，上面题了一首血诗：“割肉

奉 君 尽 丹 心，但 愿 主 公 常 清 明。

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

臣。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

常自省。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

清明复清明。”

晋文公将把放火烧山的这一

天定为寒食节，晓谕全国，每年这

天禁忌烟火，只吃寒食。第二年，

晋文公领着群臣，素服徒步登山

祭奠，表示哀悼。行至坟前，只见

那棵老柳树死树复活，绿枝千条，

随风飘舞。晋文公望着复活的老

柳树，像看见了介子推一样。他

敬重地走到跟前，珍爱地掐下了

一枝，祭扫后，晋文公把复活的老

柳树赐名为“清明柳”，又把这天

定为清明节。

上巳是个美丽、怀春的节日，

起源应早于寒食，“上巳”一词最

早见于汉代初年，据《韩诗外传》

记载，在三月水中泛着桃花的时

候，众士女手执兰草，举行祓除仪

式。所谓“祓除”就是把陈旧污秽

的东西从自己身边带走，即古人

的一种祛灾求福的仪式。《周礼》

有这样一段话：“中春元月，令会

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意

思 是 说 这 样 的 时 节 应 该 顺 应 天

时，让青年男女自由约会。至魏

晋 之 时，已 经 开 始 流 行“ 曲 水 流

觴”的 游 戏，文 人 墨 客 称 其 为 雅

集，最为著名的当数永和九年三

月三日的兰亭修禊大会，那天，书

圣王羲之写下了最负盛名的《兰

亭集序》。其实，许多习俗的起源

是永远没有答案的。中国历史上

形成的民俗节日大都以避灾趋福

为宗旨，而各有侧重。上巳节侧

重游山玩水，谈情说爱；寒食节侧

重感恩纪念，踏青寒食。由于上

巳、寒 食、清 明 三 者 相 连 相 近 相

通，三者合在一起就有了更加丰

富的文化内涵。

不能把节日当成又一个星期天

巴灵一：我们今天应该怎样

过清明节？

罗杨：假日是休闲，但不能简

单地把节日当假日，不能把节日

当成又一个星期天。节日是提升

美 好 情 操 和 培 育 丰 富 情 感 的 熔

炉。早期的清明节是迎接春天的

节日，踏青回归到大自然的怀抱

是其鲜明的主题之一。中华民族

提倡慎终追远。继承祖先的优良

传统，享受民族先人所创造的一

切文化成就，感谢革命先烈为我

们创造的美好生活。这些都应成

为我们过清明节的重要主题。

万 物 生 长 时 ，皆 清 净 明 洁 。

纵观历史上各 朝 各 代 的 清 明 因

时而异。宋代的繁华就有了《清

明 上 河 图》中 的 兴 盛 场 景，大 明

盛 世 的 清 明 也 有《西 湖 游 览 志

馀》记载的繁荣热闹欢快场景，到

清末国家式微的清明则称为“ 扫

墓节”。抗战前夕中华苏维埃中

央政府特派代表林伯渠赴黄帝陵

参加“民族扫墓典礼”，把清明当

做一种政治仪式，向全国人民宣示

国共合作共同抵御外寇。历史告诉

我们，弱国是无清明的。而今日之

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人民幸

福，所谓盛世清明，党政清明，阳光

清明，春天清明。当我们慎终追远

的时候，我们更应维护新生；当我

们感恩尽孝的同时，我们也要尽

情欢乐。过个“清明”的清明，把

清明节日里的各种喜和忧，乐与

愁，吃与玩，都变成一种精致的文

化活动。

3 月 31 日，著名舞蹈学者、评

论家胡尔岩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做

了关于舞蹈创作心理学的学术报

告，这是该院舞蹈研究所 2012 系

列 学 术 讲 座 第 一 讲 。 北 京 多所

高校 50 多名舞蹈专业学生聆听

讲座。

据主办方介绍，胡尔岩多年

来从心理学方法来对舞蹈艺术进

行学理研究。她对舞蹈创作心理

的研究，是从“舞蹈思维”开始

的。这是因为，“舞蹈思维”贯穿

于舞蹈创作“选材”“结构”和“编

舞”这三大步骤的全过程。在她

看来，“舞蹈思维”存在炼形、炼意

和形意互炼这三种情况，这是舞

蹈这种积淀着强烈的“形式感”的

艺术特有的“思维过程”。

胡尔岩在讲座中指出，舞蹈

是“ 内 在 激 情 有 形 可 见 的 动 作

流”，而舞蹈“结构”和“语言”是两

大基本表现手段。如果“语言”是

“ 舞蹈思维材料”的话，那么“ 结

构”不仅体现为“舞蹈思维过程”的

脉络而且体现为舞蹈物化形态的骨

架。她说：“舞蹈作为舞蹈家感知

客观世界的一种主观陈述方式，首

先是对现实时空关系的反映。但

是，经过舞蹈家的重新建构及精

心安排，客观现实时空在舞蹈中

重建。舞蹈的时空，是舞蹈家对

现实时空感知后的主观再造。”

在时长三个小时的讲座中，

除了重点介绍舞蹈结构与舞蹈语

言，胡尔岩还就舞蹈选材、舞蹈表

演与舞蹈欣赏进行了全面介绍。

（刘 茜）

3 月 31 日，由河南省本源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主办、中央财经大学科技园等

承办的“传承源文化，孕育新文明”——

系列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据主办方介绍，我国曾经产生过不

同历史时期、不同发展阶段文明。各文明

自身不断发展、分化、完善，形成多元化的

组合体。中华本源文化指的是起于炎黄

时期、并发展至夏商周及秦汉时期中华民

族对待生命生存的观念，其特征是道器并

重，以开拓进取为精神、以自然和谐为原

则。她是中华文明起源，推动着中华文

明发展。

本源文化公司董事长郭丽军说，挖

掘本源文化，是系统梳理文化多样性，

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手段。促进

本源文化的现代转换，方能积极推动文

化创新。 （小 溪）

清明期间，北京市民外出赏花踏青、放风筝。 本报记者 卢 旭 摄

中华本源文化引起重视

近 年 来 小 品

创 作 的 滑 坡 现 象

是不争的事实，小

品的危机着实令人担忧。危机之一是

故事的单薄与载道精神的匮乏，难以

为观众呈现圆融、流畅的小戏。危机

之 二 是 讽 刺 与 批 判 精 神 的 不 断 弱

化。在某些小品创作中，自由与尊严

的追求趋于弱化，对负面价值观缺少

深 刻 而 尖 锐 的 揭 示 与 批 判 。 危 机 之

三是语言流于滑稽而非幽默，充满笑

料 的 所 谓“ 包 袱”常 常 因 为 负 面 文 化

因子而使作品离

高层次的幽默很

远。

小 品 危 机 如

此，是否表明其衰落，其实不然。小品

体现了平民文化生生不息的力量。只要

创作者贴近生活，投入真诚，不矫情不滥

情，就会在关注大众的娱乐愿望同时渗

透真情，坚持正确的导向，从而用充满

人间真情的故事和独特、生动的表演制

造出笑料，让观众产生共鸣。

——马琳：《小品的危机与生机》，

原载《艺术广角》2012 年第 2 期

刘兰芳说，曲艺

要 想 发 展 就 必 须 继

承老一辈的传统，然

后在此基础上改革创新，这是曲艺发展

的思路。现在很多曲种发展跟不上时

代，很多曲目还是老一套，不适合当今

观众的口味，自然不受欢迎。

创新不是一味地迎合观众，不是不

分是非曲直地以市场为核心，而是要引

导观众的审美，要有益于世道人心。曲

艺 要 抵 制 和 反 对

庸 俗 、低 俗 、媚 俗

之风，这不是让曲

艺回到简单的说教，去重塑高大全式的

人物，而是要根据时代的变迁，及时调

整创作观众和创作思路，做到雅俗共

赏、喜闻乐见。

——徐华云：《刘兰芳谈曲艺遗产

保护问题》，原载《戏剧丛刊》2012 年第

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