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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鼓曲总的形势是园地渐少，困难日

多。电台电视台由于“收视率”等原因，基本

上不播放鼓曲：曲艺剧场本来就少，有些只演

相声，专营鼓曲的剧场在天津还有多家，在北

京则只有一两家，由于演出实力不足，经常是

每半月营业一次；倒是个别面向旅游和高端人

士的茶馆，把戏曲曲艺杂技魔术一起展示，经

常零星地唱几段(句)鼓曲。总之，简单地让

鼓曲“回归剧场”是不现实的。近年兴起的

文艺下乡、下工地、进校园、进社区、节令庙

会等社会公益活动中，也有临时安排的鼓曲参

演，但数量不多，曲目也比较单调。

鼓曲不以利润为终极目标，但它和其他艺

术事业一样必须赚钱，才能生存发展。由于

鼓曲票价低，收入分配难；特别是普通演员演

出机会少，演出所得更少，而时尚的歌舞表演

中，普通演员出场所得也远高于鼓曲演员，差

距之大不成比例。而演出机会少，服务对象

少，更直接反映出衰落对生存已经构成威胁：

孤立地调整鼓曲演出分配机制，不可能从根本

上调动演员的积极性。

建国后鼓曲的艺术地位得到社会承认，从

艺者对于自己的职业，都怀有强烈的自尊心和

荣誉感。面对当前商业娱乐文化的兴旺发达，

鼓曲却衰退得难乎为继。有些人叹息，认为既

然传统文化都受挤压，处于弱势的鼓曲更是无

奈，只好坚守本源，准备同知音的老观众共存

亡：许多人担心，鼓曲艺术在时尚潮流中能否

吸引新观众，会不会失去民间艺术本色?还有

人怀疑，在娱乐市场争取利润的最大化，怎样

兼顾社会效益?种种失落、疑问、看法，其实

都与当前商业娱乐文化的来历、性质相关。

改革开放以来的多元文化中，传播了西方

大众文化关于“快乐” “狂欢”等理论，主

张在娱乐消闲中强调快感、j中击力、 “视觉盛

宴”、 “零痛苦”；其核心就是宣扬人的感

性、人的自我个体，人性至上；在种种艳俗

强烈、直观、无所顾忌的感性诉求中，夹杂着

反理性或非理性的j中动。受它的消极影响，

在利润驱动下出现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通过

形形色色的传媒手段，将肤浅低俗的感性扩散

推广，甚至演进为庸俗的享乐主义。缺乏辨别

能力的青少年学生，往往陷溺其中。由于宣泄

感性欲望的恶劣取向，隐蔽或公开地挑战主流

价值观，消解着具有文化终极意义的信念、信

仰、理想，理所当然地受到公众批评。前不久

音乐界声讨网络歌曲中的低俗恶劣倾向，就是

警觉其泛滥为祸，坚决抵制打击的典型一例。

总之，复杂变幻的文化形势所引起的困惑和担

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商业娱乐文化成为当今时尚，又具

有其必然性、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它反映了

经济发达、物质生活丰富的条件下，人们为

满足视觉愉悦、快感体验种种的娱乐需求；在

它的带动下，文化娱乐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

--{=LL新兴的文化产业事业应运而兴，在商业运

作下，公众文化生活更加富于社会性多样性。

文学艺术的泛娱乐化，虽然利弊互见，褒贬不

一，但作为一种市场现象，不可能强行制止，

只能悉心疏导。当前，许多以面向大众、传播快

乐为旗帜的文化团体、组织，活跃在各种生活领

域、层面，为构建和谐的文明社会、也为创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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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利润，正在各显奇能。在这种新的文化环境

中，鼓曲仅感到生存压力是不够的，更要放眼去

发现解决生存问题的契机，适应时代潮流，激发

创新的能力，扩大服务面，争取吸引新的观众，

是鼓曲改革中不能回避的课题。近日见到某娱乐

传媒发布的广告，其中列举的经营项目，包括了

组织歌舞、相声、鼓曲等形式，策划制作婚庆堂

会、企业庆典，以及各类庆祝、助兴、联谊等文

艺演出，承办酒店宾馆夜总会的文艺演出，党政

机关或市县牵头组织策划的文艺演出，知名品牌

的宣传推广和房地产开盘包装的演出，等等，有

的还标出了收费标准，此外，它还寻求专业经纪

公司婚庆公司专业影楼的合作，云云。这份商业

气息浓烈的广告，反映了市场经济、开放政策对

于文化产品商品化的促进，展示了娱乐文化开拓

发展的视野，传递了市场机会和挑战。当然，为

鼓曲事业扩大服务层面，改变效益滞后提供契机

的不止于此，在某些茶馆、游艺场，在基层文化

馆，在某些社区、企业文化基地，在老年服务

业、旅游文化中心等，无论包场或卖票，政府补

贴或单位赞助，慰问或营业，有名义或无名义，

都有说唱娱乐消闲演出的需求，都存在着增添鼓

曲服务，增加鼓曲收入，实现供求平衡的可能。

眼望商业娱乐文化潮流滚滚，望而却步，盲目迎

合，都是不可取的；任何自恋的保守、自馁的矜

持，都是无益的。只有积极面对，知彼知己，在

风浪搏击中调整内部体制机制，改善外部生态环

境，才是鼓曲的正确选择。

鼓曲历来都讲究娱乐效应，这就是通过作品

的演唱引人愉悦，同时也给人以道德和责任的指

向。鼓曲艺术汇入时尚娱乐的潮流，要发扬寓教

于乐的优良传统，努力从新时代、新生活中汲取

愉悦因素，增强鼓曲的生活情趣，把娱乐效应提

到新的高度，达到吸引、感染广大观众的目的。

鼓曲固有的愉悦形式和手段是极其丰富的，诸如

喜剧型(喜剧题材或对题材的喜剧处理)；笑话

型(从民间笑话改编的小段)；文字趣味型(数

字的、集锦的，顶针续麻句头咬句尾的)；口齿

技巧型(如俏皮热闹的绕口令类贯口活，典雅的

含灯大鼓)：演唱风格型(如幽默风格的谢派单

弦、滑稽大鼓，讲求身段功架的连珠快书)i曲

种、行当的互相吸收和反串(多见于联欢庆典节令

演出)等等。此外，探索融入现代音乐元素(如加摇

滚的试验和某些“鼓曲歌”)，借鉴戏剧或歌舞表现

形式(如拆唱、群唱、表演唱)等，都可作为增

强娱乐效应的参照。但是，在大胆吸收、改造、

利用其他愉悦手段的同时，要避免随波逐流，追

求感官刺激和单纯煽情享乐；防止为强调某种技

艺的趣味，模糊思想内涵，削弱声腔艺术手段，

脱离鼓曲艺术风格，失去民间艺术的特质。至于

以低俗取悦观众，如对崇高情感的恶搞、对严肃

伦理的嘲讽、对残疾不幸的戏弄，乃至露骨的色

情挑逗等，更是有违艺德。增强娱乐性与提升鼓

曲品位和感染力是一致的，是一项严肃的工作，

以娱乐的心理和姿态对待它，必将适得其反。

娱乐时尚吸引罗致了许多高薪酬者、事业成

功人士，鼓曲扩大服务对象，也包括吸引他们参

与欣赏。他们的经济能力强，但他们是社会主义

条件下平民的组成部分。尊重他们的高消费地

位，与始终重视服务基层，加强鼓曲在民间的基

础并不对立。演出对象、任务可有各种不同，但

在艺术劳动中追求崇高，关心现实，不因消费能

力的差别而改变，这也是文化权利的平等体现。

专门服务于高端人士、外宾、旅游者的鼓曲演

出，更要强调精品意识，注重以民间艺术朴质本

色服务观众，防止出现“加料减工”(加包装之

料减表演之工)现象。

相对于流行的娱乐文化，鼓曲过去的成就与

进步自有其独特价值，但是，为了扩大服务多创

利润，必须借鉴娱乐时尚的经营机制，根据新的

观众群的多样需求，处理好传统曲目与新创曲目

的搭配，演出数量与质量的兼顾，社会效益与经

济效益的统一。

总之，把握机遇，扩大服务，是鼓曲在社会

转型，改革深入的形势下，增强内在生机的重大

实践，也是对鼓曲改革成败的重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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