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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环之光与中国之美
毕一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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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苏州弹词《啼笑因缘》是苏州评弹艺术的经典作品之一，在

上世纪 80 年代深受广大书迷喜爱。40 年后，全国政协委员、著名苏州

评弹艺术家盛小云带来《啼笑因缘》新篇《娜事Xin说》，以对经典的敬

畏之“心”，进行勇敢创“新”，这也是她十几年来不断探索评弹艺术创

新发展的又一成果。本报记者专访盛小云，讲述创新背后的故事以及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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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包客”十日（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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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诗品诗写诗的美好时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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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回家』到『我是家』

周文彰

金石诗品，古今会心

赵丽宏

▲

盛
小
云
（
左
）
与
徐
檬
丹
（
右
）
交
流
探
讨

一

上世纪30年代，评弹艺术家姚荫梅先生
在陆澹庵的苏州弹词本基础上，将张恨水长
篇小说《啼笑因缘》改编为长篇弹词。这部书
开演后轰动了当时的沪上书坛，它改变了传
统书的说唱方式，结合时代特点的创新风格
别开生面，成为“姚调”流派唱腔的重要载体。

上世纪80年代，我的老师蒋云仙先生对
其进一步继承和发展，她借鉴了话剧、影视的
表演手法，并且“一人多角”，角色鲜活，充分
展示了人物的丰富性和诙谐性。她的表演一
两分钟抖一个小包袱，三四分钟抖一个大包
袱，看似顺口而出，却是精心设计，节奏十分
紧凑。当时她演出的《啼笑因缘》在江浙沪一
带可谓家喻户晓，风靡一时，以至于书场里

“装”不下那么多观众，要到影剧院或者露天
演出。更难能可贵的是吸引和培养了一大批
青年观众，我就是其中之一。由于父母从事苏
州评弹表演，家里的收音机经常会调到广播
书场频率，当我听到蒋云仙老师的《啼笑因
缘》时，立刻就被吸引住了，我问母亲，这里面
有几个人在说书啊？当得知只有一个人在表
演时，我十分惊讶，对评弹艺术产生了更加浓
厚的兴趣。

后来，我有幸投拜于蒋云仙先生门下，并
与老师一起演出《啼笑因缘》，后来我又单档
演出这部长篇。这部作品对我的艺术生涯产
生了重要影响，对我拓宽技艺、塑造人物等方
面都有着极大的帮助。不过，在多年的演出过
程中，在不断的感受和理解中，我也感觉到书
中有一些地方不够通顺，尤其是随着时代的
飞速发展，有一些观点的诠释和情节的处理，
并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和现在观众的理念。所
以，我逐渐萌生出一个想法，对《啼笑因缘》进
行再整理和再创作，像我的老师们那样，在继
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这部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启动《啼笑因缘》新篇的
创作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探索长篇的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长篇是苏州评弹的根
基，常演不衰，一直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
项目。对于很多书迷来说，下午喝一杯茶、听两
个小时的长篇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长篇
的创作难度很高，但越是难，越要有啃“硬骨
头”的勇气，因为长篇没有了，市场份额就会大
幅缩减，评弹艺术的发展就会岌岌可危，就会
被时代淘汰，所以我们要用自己的努力，让评
弹艺术在新时代获得更强的生命力。

二

2014年，我邀请徐檬丹、傅菊蓉、胡磊蕾
几位评弹作家，组成了一个优秀的团队阵容，
开始着手改编创作。《啼笑因缘》原作中，塑造
了上世纪初沈凤喜、何丽娜、关秀姑三位性格
截然不同的女性与男主人公樊家树之间的情
感羁绊。演出时，我发现观众都很喜欢何丽娜
这个角色，我也有同感。所以在这一轮改编创
作中，我们将戏剧性矛盾冲突，聚焦在了原作
中着墨不多，但却是这场情感“恋战”中最深
情、最痴迷、最可爱的何丽娜身上，丰富了她
与樊家树风风雨雨的情感历程，力图通过当
代的审美理念和艺术语言，进一步强化和丰
富《啼笑因缘》的情感章回及其书中人物的心
路历程。

新一轮的改编和创作持续了整整8年时
间。我们召开多次创作会议，通常我会给她们
表演，把整部长篇中我觉得不舒服的地方、希
望改成什么样子、对年轻观众特点的分析等
各种想法与她们充分沟通，大家在此基础上
热烈讨论、集思广益，结合我的表演风格，最
终确定主题、人物、情节的脉络。然后大家分
头进行各自的工作，三位老师负责脚本创作，
我则负责脚本的通稿整编。

整个工作细致且复杂，需要综合整理三
个版本，分别是姚荫梅先生、蒋云仙先生，以
及苏州评弹团原副团长、著名评弹作家邱肖
鹏对姚荫梅先生演出本后半段整理修改后的

版本。其中我的老师蒋云仙先生是没有文字
本的，只有演出录音。这些年我同时任职于苏
州市评弹团和苏州评弹学校的管理岗位，在
繁忙的创作、演出、教学管理等工作之外，我
利用一切休息时间从头到尾认真梳理了这三
个版本，取其精华，并根据我们的思路融合在
一起，最后形成了30多万字的说唱本。

创作的重点是塑造人物，要呈现一个什
么样的“何丽娜”？这离不开对观众尤其是
年轻观众的认识、研究和分析。文艺当随时
代，文艺要为人民服务，塑造人物和情节必
须要体现时代特色，满足当代观众的需求。
人物的塑造离不开细节，精妙的细节能使人
物形象愈加丰满，才能自然而然走进观众的
心里。我们对全书中每一个细节进行了精心
的设计和认真的安排，并推演出许多合乎情
理的新情节，使人物形象和情节发展更合乎
逻辑，并且加入了很多艺术语言的时代元
素。比如，何丽娜为什么会喜欢樊家树？这
个问题不讲清楚，人物和情节就立不起来，
为此我们用很多细节来表现，比如：何丽娜
说话时夹杂了英文，樊家树委婉地指出——
你是中国人在中国何必说英文呢？反衬出他
对传统的执著和耿直的个性；何丽娜思想开
放，性格活泼，在家中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在外面是青年才俊追逐的对象，她的生活圈
周边满是迎合之意和赞美之词，面对樊家树
的直言不讳，她反而更喜欢。我们希望用情
感、语言、形体等艺术手段塑造出一个立体
的且有画面感的何丽娜——热情、果敢、真
诚、活泼、可爱的民国新女性。

新创脚本完成后，我再进行必要的梳理
和融合，然后进入排练。曲艺作品的“二度
创作”是非常重要的，与传统书相比这部作
品的表演节奏要加快，现代书的说表不能拖
沓，对话更为简练紧凑，你一句我一言，你
一段我一节，演员之间的配合需要严丝合
缝，情感之间的交流要求娴熟默契，因此我
邀请了评弹界一流的演员强强联合，倾情投

入。去年9月11日，《娜事Xin说》第一场
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首演。由于疫情防控原
因，没有在小书场进行热身演出，首演直接
到了大剧场，但我们还是信心满满，因为打
磨了多少遍自己都记不清了。现场演员们说
表细腻生动，弹唱声声悦耳，精心设计的

“噱头”信手拈来，观众们的掌声笑声是对
我们付出的最好回报。

第一场演出后的反馈非常好，有观众这
样评价：将近两个半小时的演出，觉得很有
听下去的感觉。所讲的故事很生活化，虽然
是民国初的事情，却运用现代人的思维，审
美和心理刻画易被观众接纳。比如《北洋
春》这回书描述樊家树与何丽娜的吃西餐、

“五分熟、七分熟的牛排”、樊先生吃西餐的
“洋盘”心不在焉和何丽娜的热情殷勤形成
对比，都很有生活场景，在座许多人或许有
此经历，不陌生，加之说书人巧舌令人有听
下去的欲望。人物塑造、幽默笑料博得许多
观众朋友特别是中青年受众的青睐。这一点
让我特别欣喜，也给了我更大的信心，让这
部书吸引更多年轻观众喜欢上苏州评弹。

三

《娜事 Xin说》 是我近十几年来实践和
探索苏州评弹艺术创新的一次成果汇报。传
统艺术如何守正创新？如何对待经典？这些
课题是我们必须面对和寻求突破的。2008

年，我成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十几年来，在
这个平台上，我得以跟各个艺术门类的大家们
交流探讨，大家们三句话不离本行，给了我很
多滋养，我了解和吸取了众多艺术创新之经
验，也碰撞出令人欣喜的火花，让我对探索创
新之路更加坚定和自信。

有的演员对我说：我的先生就是这样说
的，也是这样教我的。我告诉他们：如果你的
先生生活到现在，肯定也变了，会有新的自我
突破，使艺术更为丰富。经典作品不应该是一
成不变的，它总是与时俱进，展现新的时代特
色。守正创新，首先要彰显艺术自身的固有特
色，按艺术自身的规律发展，然后放开手脚，
融入时代语汇，融入观众。

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扶持下，传统艺术迎
来了发展的春天，与几十年前相比，现在文艺
工作者的创作和表演条件非常好，但越是如
此，我们越要居安思危，要主动思考，拓宽眼
界，不断提高艺术水准、不断创新突破，用新
的精品力作吸引观众，切不可不思进取混日
子，书台上说好说坏一个样，书场里人多人少
一个样。

我一直认为，传统艺术的发展必须重视年
轻观众的培养，传统艺术的传承不仅在创作、
表演等艺术本体方面，作为受众主体的观众也
同样需要传承，没有年轻人喜欢的艺术是难以
发展和弘扬的。而如何在现在多元文化的新时
代吸引青年观众的眼球，需要我们从业人员加
倍努力，开拓思路，与时俱进。2010年，苏
州市评弹团对曹禺经典话剧《雷雨》到中篇评
弹《雷雨》的成功改编和展演，是曲艺艺术的
尝试与自我挑战，也是借助名人名著的魅力为
当代青年人的量身定制，寄希望引领青年一代
对传统文化的兴趣。经过曲折而艰辛的创作历
程，评弹《雷雨》作为唯一一台非话剧类节目
应邀参加了原文化部、中国文联举办的“纪念
曹禺百年诞辰”经典剧目展演，尤其是走进京
津沪港澳台等各大高校巡演了近百场，收到了
令人惊喜的效果。此书在创作表演上稍做创新
和调整，但苏州评弹的基本表演形式没有变，
我们所做的是让脸谱化和程式化的表现方式尽
量淡化，让传统的流派声腔听命于人物性格的
发展和情感的宣泄，从人性出发、从体验入手
来展现人物性格的多重性和人物形象的立体
化。就是这样的创新，受到了年轻人的青睐，
所以说并不是青年人不喜欢传统艺术，只是你
离他们太远。

从《雷雨》到以《看今朝》为代表的评弹
艺术与其他传统艺术甚至流行艺术的结合，再
到《娜事Xin说》，我深深体会到，守正创新
才能让传统艺术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面对新
时代、新征程，面对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
期待、新需求，我的心中总有一种紧迫感，唯
有加倍努力，多出些作品，才能无愧于我此生
钟爱的评弹艺术！

用“心”说“新”
口述/盛小云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谢颖

2021 年 9 月 11 日 ， 上 海 天 蟾 逸 夫 舞
台，长篇弹词《娜事Xin说》第一场演出现
场，85 岁的评弹编剧徐檬丹坐在观众席
里，抑制不住心中的兴奋。到了晚上，老人
家仍然兴奋得睡不着觉，她拨通了盛小云的
电话：

“演出效果太好了，我万分高兴，我觉得
后面的书还要修改，明年再做一个系列！”

“您真的这样想？”
“我已经有思路了。”
“太好了！但您不要太累啊！”
“没事，我现在身体很好，在创作时

我是最年轻、最快乐的，我觉得自己又
进步了。”

“是啊，我也觉得自己通过这次创演有
很大进步。”

耄耋之年的徐檬丹不畏辛劳、勇往直前
的精神令盛小云折服，已过知命的盛小云对
艺术锲而不舍、一丝不苟的态度让徐檬丹钦

佩，她们彼此欣赏着、感动着，她们都
“乐”在其中。

新篇的创作再次开启。也因此，11 月
21 日第三场演出谢幕时，演员们向喝彩的
观众承诺——《娜事 Xin 说》 并没有结束，
明年第四场见！

2018 年，在接连的忙碌和劳累中，一
场大病悄然而至，严重的复视伴随着剧烈的
头痛使盛小云难以正常登台演出，甚至往常
信手拈来的说唱都可能会导致病情的恶化。
不能表演怎么办？那就一边治疗一边“爬格
子”，整理剧本，反复揣摩，仍然是离不开
评弹。

2021 年是盛小云从艺四十周年，复出
舞台，拿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赢得满堂
彩。经历了这场考验后，盛小云更加悟出了
评弹艺术在心中的分量，于是，她一如既
往，续写新篇。而艺术，正是在这样“乐”
在其中的探索中，绽放着，精彩着……

“乐”在其中
本报记者 谢颖

▲盛小云《啼笑因缘》新篇《娜事Xin说》演出剧照

▲盛小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