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京韵大鼓艺术的一座丰碑
——纪念孙书筠先生逝世一周年

孙书筠老师8岁学京剧，1 2岁学

大鼓，1 4岁开始卖艺求生。她是幸运

的，遇到了曲艺界的明师王文瑞先生，

使她少走弯路，在少年时代就打下了坚

实的艺术根基，加上她拿出了幼时学

京剧的那股狠劲儿，15、6岁时在小伙

伴中已拔头筹，以致18岁时到天津就

有了“挑廉红”的评价。在天津那个

艺术竞争激烈的曲艺码头，开阔了她

的艺术视野，行内几位著名弦师的指

导和提携，使幼功扎实的她“业艺大

进”，广受观众的好评。经过努力拼

搏艰辛奋斗，她红了，在京津曲艺界

争得了一席之地。1951年她曾组“书

筠艺术团”赴上海演出，1952年又在

天津组建“群声曲艺社”任团长，这一

切已彰显出她的艺术、人品在京津曲艺

界的极高声望。1 953年在她年过30的时

候回到北京，加入名家聚集的中央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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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其演唱虽未脱刘派巢臼，但已开始显现属于她自己的

女性做派的独特表演风格。京津曲艺舞台优胜劣汰的激烈

艺术竞争，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她必须与众不同，为此她加

工上演了非刘派代表作的《连环计》，将她幼时在北京落

子馆唱的“二黄大鼓”小段，加工整理成了入得厅堂的正

式唱段。其时她已感悟到：一个演员必须要有属于自己的

作品，在艺术上也必须走自己的路。

解放了，年近30的她迎来了艺术上的成熟期。而

她能在此时参加中央广播文工团说唱团，是她一生中的

幸事。在这里她幸运地与京韵大鼓界少白派的创始人白

凤岩、白凤鸣兄弟，以及著名弦师钟少亭、钟德海、陈

少武等合作，承担起用旧的京韵大鼓艺术形式反映新时

代、新生活的创作实践。对于这一段，人们常常乐道的

是：中央广播说唱团有侯宝林、刘宝瑞、马增芬、孙书

筠“四大金刚”。其实这只是说明说唱团有一个强大的

演员阵容，在团长白凤鸣心目中，说唱团更重要的任务

在于选择一批优秀曲艺艺人，用他们的艺术实践，树立

起创造新曲艺的榜样。印象中，新，节目新、台风新、

作风新，是中央广播文工团说唱团当时最突出的特色，

中央广播文工团说唱团也真的成为了当时各地曲艺团体

学习的表率和榜样。

其中以白凤鸣为领导，以孙书筠为主的京韵大鼓改

革团队所从事的改革，也是说唱团团史上可以留名的功

绩之一。在此期间，她努力学习新事物，身体力行地吸

收新事物，与琴师们共同努力用京韵大鼓艺术成功地塑

造了黄继光、邱少云、向秀丽等英雄形象，这个团队敢

为风气之先，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对她个人来说，这绝

不仅仅是上演了几个新的曲目，更是一场灵魂的革命，

在这过程中她完成了从卖艺求生的旧艺人向自觉的革命

的艺术家的脱胎换骨的改造。而此时，她的艺术、她的

风采和她珍视的广播说唱团一起，都定格在了新中国曲

艺艺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年近40岁的时候，在长期艺术积累的基础上她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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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了对女JI_生大鼓艺术的自觉实践，这也是《百里奚认妻》、

《韩英见娘》等曲目创作的原动力。在充分发挥自身优长

的基础上，凭着她这一时期对少白派艺术精髓深入了解、

领悟，进一步将刘派、白派、少白派的腔儿在新创曲目中

融为了一体，融在她那帅、脆、美的只属于她的演唱风格

中。孙派大鼓的成型始于这个时期。

“文革”是她的一段蹉跎岁月，她是熬过来的。 “文

革”后嗓疾使她的情绪一度陷入低谷，然而当时已年近6

旬的她再次顽强地与嗓疾搏斗，从练发声开始，一点一点

地找回失去的技艺‘终于在沉寂1O年之后她再一次“浮”

了起来。1980年她重返天津参加京韵大鼓专场演出，连演

三场，在她喜爱的第二故乡又一次获得了成功。

退休了，她把一门心思用在了培养接班人上，无论

是在家中授课，还是往返于京津两地到天津北方曲校上

课，一样的认真，一样的敬业。对专业的、业余的徒弟、

学生一样，对加拿大的、台湾的徒弟也是一样，更常常因

患病不能为徒弟们上课而感到歉疚。她的努力使孙派京韵

大鼓远播海内外，在京津曲艺舞台上除有杨凤杰、种玉

杰领衔外，更有一批业艺精湛的徒弟、学生在将孙派大

鼓艺术发扬光大。这是她晚年常挂在嘴边津津乐道，也

最觉骄傲的一件事。

20世纪60年代初，在原中国文联小礼堂有一场中国

曲协为日本艺能家代表团组织的专场演出，演出由广播

说唱团、北京曲艺团担任。我有幸为关学曾老师伴奏而

与孙老师同台，也是我第一次观看久闻大名的孙老师演

出。印象最深的是，从在化妆室看她化妆备场，到看她

斜身快步的出场：从听她的唱，到看她的身段动作；她

脸上、身上都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雕塑式的美，非常地不

同凡响，那是我在曲艺舞台上没见到过的高雅与精致，

当时在我的心目中良小楼老师在曲艺舞台上的形象是最

完美的，待看了孙老师的演出后，觉得不仅有异曲同工之

妙，还可以再加上一个“最”字。在后来我向她说出以上

观感时，她简明扼要地说： “咱们这玩意儿得讲究，不能

将就。曲艺演员一出台口就不再是你自己了，要让观众有

一种美的享受。”这正是孙派大鼓的神韵所在，是她的与

众不同之处，我以为她在这里总结的正是许多人寻觅的一

种曲艺表演的美学理论。

在为《百里奚认妻》记谱时，有一句唱引起了我的

注意：“一轮明月圆如镜，风摇花影满庭中。”这是个没

有大腔的平腔吟唱，初听平淡无奇，越听越觉得有味道，

进而发现语音四声的走向、字音的音乐性都极其讲究，“风

摇”的“摇”字用的擞儿，把人物的心情、场景的意境展

现无遗。好在哪里呢?后来见到侯宝林先生一段对她的评

价，我以为是非常深刻的。侯先生说：“唱京韵大鼓的十

厶 塑 堕墨重圈四田
有八九宗刘，但真正将刘的艺术精髓之处学到手，又擅

发扬、应用的，当首推孙书筠，尤其是她的说中有唱、

唱中有说和说近似于唱、唱近似于说，那更是学到了真

玩意儿，用到了火候上。”(引自江山月《孙书筠和他

的孙派京韵大鼓艺术》载《动人的声韵醉人的音》“孙

书筠京韵大鼓研讨会”文集39页)这里，侯先生把孙老

师的这个好儿说清楚了，孙老师的宗刘，不是完全的模

仿刘，是学精髓，又据自己的条件将其发扬，并在具体

的艺术实践中把学到的真玩意儿加以应用，即侯先生说

的“用在火候上”。这是～种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的再

创造，是进入“化”境的再创造。孙派源于刘派，孙派

艺术的独特风范，即由这进入“化”境的再创造而来。

印象最深，令我想起来就激动不已的是《艺海沉

浮》写作过程中她讲的一件事：当年，说唱团到广州演

出，团领导对广东观众是不是认京韵大鼓没有信心，而

她在上场前对三位弦师说的话是：“今天这场活儿，咱们

这腔血倒在台上也得要下好来!”掷地有声的话语，显

示的是一个艺术家的崇高的敬业精神，以及观众在她心

目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把观众当回事儿，不是嘴上说

的，就在退休之后在老舍茶馆演出，照样要请几位弦师

到家中遛活，台上见是绝对没有的事。

人们都喜欢她、爱她，因为她有一颗善良的、真诚的

心。记得她大病初愈，我陪她到天津音配像，当她最后一

句唱罢，录像棚中出现了感人的一幕，录音室的工作人员走

了出来，化妆师们走了出来，天桥上的灯光师傅们就站在

天桥上，大家为她鼓掌，从轻轻地鼓掌，到使劲地鼓掌，又

传来了叫好的喊声，人们喊的是“绝唱、绝唱”!她以对艺

术的真诚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她的“玩意儿是真的”，

人们对她的崇敬也是真的。

观众爱她，对她有诸多褒奖之词，她最津津乐道的

是天津观众的评价：“这是谁?这是大鼓姥姥I”(“文

革”后到天津演出散场走出剧场，只见热情的观众还未

散去，一位老观众回答一位年轻人的询问时如是说。)

我16岁到北京曲艺团工作，至44岁离开，28年间与

许多老艺人相交、相识，离开后与剧团少了来往，与那

些老艺人却仍有着许多的联系，他们的自尊自重，他们

的善良，他们的敬业精神，他们视自己职业为神圣的态

度，都让我肃然起敬，孙老师更堪称表率。有人对她晚

年要求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颇不以为然，我了解她，她

是发自内心、真心实意地愿意成为这个队伍中的一员，

并引为自豪的。

在艺术海洋的沉浮中，孙老师首先为我们展示的是

她那高尚的人格，她的高尚的人格成就了她的事业——她

与白凤鸣、钟少亭、钟德海、陈少武等诸位弦师们共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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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独领风骚的，帅、脆、美的——孙派京韵大鼓。

我们民族民间的京韵大鼓艺术有着辉煌的历史，那

是历代京韵大鼓艺人用生命写就的。从刘、白、张、少

白开始，京韵大鼓就形成了依流派的传承传统。20世纪

前半叶，刘、白、张、少白他们的艺术代表的是一个时

代：而随着女性艺人的崛起，20世纪后半叶，良小楼、

骆玉笙、孙书筠、钟俊峰、林红玉等一批艺术家们开启

了京韵大鼓发展的又一个时代：进入21世纪了，我们纪

念孙书筠老师，这又是一个标志，标志着在21世纪的前

半叶，孙派的以及各派的弟子们，正在开启京韵大鼓艺

术的又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京韵大鼓仍旧

会沿着依流派发展的方向继续发扬光大，而有志向的后

辈们更会在所学流派的基础上，再创造出与时代同步的

新流派，也只有这样，艺术才会得到发展。

201 2年1 2月8日孙老师离开我们一年了，回想她的

一生，这辈子她只干了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一切都献

给了钟爱的京韵大鼓艺术事业。用她的艺术、用她的德

性、用她的作品，为我们树立起了当代京韵大鼓艺术的

一座丰碑。

我们怀念她l

纪念京韵大鼓名家孙书筠

诞辰90周年演唱会隆重举办

2012年12月8日，是京韵大鼓名家孙书筠先生去世一

周年纪念日，也适逢今年是孙书筠先生诞辰90周年。为

了表达人们对孙书筠先生的敬仰之情，怀念之情，中国

曲协北方鼓曲艺术委员会、北京国粹艺术传承促进会、

北京曲协、中国广播说唱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联合举办

了汇聚京津两地孙书筠部分弟子和鼓曲名家的京韵大鼓

专场“鼓韵菁华——纪念京韵大鼓名家孙书筠先生诞辰

90周年演唱会”。

演唱会由李金斗、崔琦、章小斐主持，孙书筠的弟

子种玉杰、杨凤杰、韩梅分别演唱了《博望坡》、《徐母

骂曹》、《战长沙》；受过孙先生指点和影响，现活跃在

京津两地的鼓曲表演艺术家刘春爱、张秋萍、王醅、李

想也分别演唱了孙先生的代表曲目和京韵大鼓名段《剑

阁闻铃》、《赵云截江》、《大西厢》、《伯牙摔琴》等。演

出持续了三个小时，现场气氛异常火爆，几乎每位演员

都返场演唱，鼓曲迷们还是意犹未尽。

(责任编辑／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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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专业文艺之前

日月穿梭，光阴荏苒，不知不觉我已80岁了。

有些老战友老同志时常对我说，该写些回忆录了。

我说没有太大的知名度，写了也白写，没人看。但

又一想，从事曲艺事业六十年，创作和表演的艺术

实践是丰富的，有很多切身体会，把它写出来，

对年轻的曲艺工作者是有帮助的，至少使他们少

走弯路。

首先说说我是怎样热爱曲艺走上曲艺之路的。

一、家乡民间艺术的影响

1 932年2月，我出生在山东临清，属聊城地

区，过去称东昌府临清州，卫运河贴城而过。城

北有座砖塔，实为九层，号称十八层。当地有个顺

口溜：临清塔、十八盘、轱辘轱辘一盘，轱辘轱辘

两盘，轱辘轱辘三盘·⋯--谁能一口气说到十八盘，

算谁有能耐!正着说完了，再倒着说，几个人比着

说，谁说得快说得好，就算谁能耐大。我不是吹，

这方面我时常拔头筹。

我七岁就在县城上学，晚上经常去看戏。临清

有个慕善大戏院，常演京剧，有时还演连台本戏，

如《西游记》之类。我对京剧十分入迷，看长了看

多了，也能哼唱几句。《武家坡》、《捉放曹》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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