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清照(Kate Steve ns
的中国曲艺研究
文I包澄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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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曾到北京民族宫饭店，接受—__—

“加中友好访问团”学者石清

照博士的访问。并称，她是中

国与加拿大建交后第一个“加

中友好访问团”的重要成

员。当时， “文化大革命”

尚未结束，还很少有与外国1

人接触的机会。一个外国学

者约见两位曲艺演员，为什么

呢?怀着一种好奇心我参加了

这次访谈。

待我们坐定相互介绍过

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石清照

博士说：“良小楼与关学曾是

我慕名已久的两位老师，我有

一张两位演唱的唱片，在家中

反复听了无数次，非常喜欢。

为此，这次来中国第～个愿望

就是希望能见到两位老师，今

天，多年的愿望实现了，非

常激动。”接着，她讲述了在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中文，

到台湾进修中文并在一个偶然

机会爱上京韵大鼓，并求教于

台北京韵大鼓名家章翠凤的经

历。石清照在哈佛大学修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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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清照

学位时，撰写的论文就是《京

韵大鼓研究》，导师是我国著

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之女、哈佛

大学教授卞赵如兰。她表示，

研究中国的曲艺艺术，还是

应该到中国大陆来，这里才

是曲艺艺术的根，希望能与

曲艺界的朋友建立长期的合

作关系。当时给我们印象最

深的是，一位外国人，对中

国传统文化如此痴迷，其研

究又是如此深入，真是令人

肃然起敬。临别时，她对我

说： “有事可以直接和你联系

吗?”我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也从此有了我与石清照40年的

交往与友谊。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她数次到北京访问，做的事情

主要是“拜师学艺”。她1983

年拜中央广播说唱团著名京韵

大鼓演员孙书筠为师，并请北

京曲艺团著名弦师韩德福为其

练唱伴奏。她学习很刻苦，每

天坚持骑自行车从驻地北京大

学到五六公里外的展览路孙老

师家上课，风雨无阻，从不间

断。生性执着的她，就是在手

臂不慎骨折的情况下仍然缠着

绷带坚持练唱。功夫不负有心

人，她向孙书筠老师学习演唱

的《长坂坡》片断由中央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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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台国际频道录制并正式

播放，听者无不称她演唱得颇

具孙派风格。

我们知道，在她的博士论

文里，她对京韵大鼓发展的历

史、演唱形式及其特征已经

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但她

为什么还要拜师学艺呢?这绝

不是为了当演员，而是要更

充分地掌握京韵大鼓的演唱及

其表演的基本规律，并在自己

更精准地掌握了这一规律后，

能更生动地将京韵大鼓艺术介

绍给北美的观众，如翻译成英

语演Ⅱ昌。此后，她又开始学习

山东快书及快板书的演奏技

法。1989年春节，她出席了

中国曲艺家协会在老舍茶馆举

办的春节联欢会，并被邀请登

台演出。只见她从容地拿着鸳

鸯板，打出“当地格当、当地

格当”的节奏，合辙押韵地用

英文说了一段山东快书，受到

在场曲艺界同仁们的赞誉。与

她在加拿大、美国用英语演唱

京韵大鼓《长坂坡》《子期听

琴》一样，她进行着“中为洋

用”的艺术实践。

1993年以后，她因身体不

适不能远行中国，但其对中国

曲艺的研究并未中断，她在加

拿大的家中仍继续着对山东快

书、快板小段的研究和汉译

英的工作。为使唱词及人物

介绍翻译得准确无误，她多

次与我们书信探讨或电话沟

通，她要把充满中国民间乡

土气息的、充满中国式智慧

与幽默的小故事翻译成英语

的韵文，用中国式以板击节的

诵唱形式，介绍给加拿大的观

众，她希望中国的民间艺术形

式也能在北美的土地上生根、

繁衍。

同时，石清照还做了一件

更有意义的工作，那就是尽全

力促进中国与北美的文化交

流。她每每在北京大学做访问

学者时，常到北京、天津、辽

宁、上海、苏州等地观摩曲艺

演出，并与演员、弦师、曲艺

学者座谈。她也曾应邀到中国

艺术研究院与中方专家座谈，

将她了解的北美学者对于中国

演唱文艺的研究情况向与会人

员作介绍；在台湾与大陆尚处

于隔绝状态时，向中国大陆的

学者介绍台湾曲艺的情况；尤

其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她对该

院正在承担的《中国戏曲志》

《中国曲艺志》的编撰给予了

极高的评价，认为对历史发生

事件的全面记录，对于后人研

究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尤其会

影响到人们对未来的抉择。她

在对京韵大鼓艺术深入研究的

过程中，搭起了中国曲艺界与

北美中国演唱艺术研究会以及

北美各方学者沟通的桥梁。其

中美国达慕斯大学教授白素贞

就是由她介绍与我们相识，30

多年来仍保持密切联系的朋友

之一。

在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

的初期，对于我们来说，世界

石清照向山东快书演员刘司昌学习击打鸳鸯板 在北大宿舍右臂骨折的石清照练唱．韩德福伴奏。

万方数据



是什么样的，外国的学者如何

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的

研究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他

们从事研究的方法等等都是我

们想知道的，石清照的努力无

疑为我们打开了沟通的大门。

如1985年，她邀请孙书筠老

师赴加拿大多伦多，将京韵大

鼓艺术介绍给多伦多的观众；

1991年，她与白素贞共同邀请

我和蔡源莉赴美，参加了在新

奥尔良举办的北美中国演唱文

艺研究会第15届年会；1993

年，又是在她与白素贞的资助

下，孙书筠老师访问了温哥

华，参加了由石清照主持的维

多利亚说书会，这是为：tlJ、书筠

老师的到访专门组织的活动。

随后孙老师在她的陪同下，又

赴美参加了在洛杉矶举办的北

美中国演唱文艺研究会第17届

年会。

交流是一种沟通，心灵的

沟通。来自北美以及世界各国

的汉语学者，在面对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演唱艺术，共同探讨

它的奥秘、历史、现状与未来

的时候，会由衷地从心底里升

腾出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神圣

的崇敬之情和自豪感。在这

里，人们的国别已不重要，

重要的是与会人士对中国

她在对京韵大鼓艺术深入研究的过程中，搭起了中国曲艺界与北美

中国演嘱艺术研究会以及北美各方学者沟通的桥梁。其中美国达慕

斯大学教授白素贞就是由她介绍与我们相识，30多年来仍保持密

切联系的朋友之一。

传统文化的认同。作为中国

人，既感到骄傲，又感觉到在

研究自己的传统文化时责任重

大。可以说，在推动中西方文

化交流这一点上，石清照功不

可没。

40年的相识与交往，我

们以为她从事文化研究的方

法是有独到之处的。她的中国

文化研究，起始于学习中文，

在学习过程中对中国的传统艺

术形式，包括诗词、戏曲、小

说、曲艺等都产生了兴趣，而

最终将目光停留在了京韵大鼓

上，这是她的博士论文《京韵

大鼓研究》产生的原因。作为

一位外国汉语学者，做到这一

点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她的研

究并没有就此止步。在她拜师

学艺的过程中，“拜师”要了

解老师，这首先是对老师，也

就是对从事京韵大鼓的人的个

体研究过程；“学艺”要学唱

学表演，是对中国民间演唱艺

术的歌唱、表演(包括击鼓、

击板)规律的认识研究过程。

这已不仅仅是局限于艺术史的

研究，而是对艺术表演的形态

研究。从总体上看，她的研究

是从面到点，仔细再看，正是

这“点”的研究，使她此前研

究的“面”忽然变得更加丰富

多彩。也正是对这“点”的研

究，使她在不能远行中国之

后，仍然在维多利亚的家中，

对中国的山东快书、快板小

段曲目进行着北美化的移

植，是为中西文化交融的一个

典型范例。

2005年，孙书筠老师给北

美中国演唱文艺研究会写了这

么一段话： “得知贵会要为清

照出专刊，久病的我也想说句

话：我特别喜欢清照，她学习

钻研，在学唱京韵大鼓的过程

中，对一、二、三、四节拍的

掌握，比我有的中国徒弟都要

快，有些表演动作做得也是出

乎我想象的那么好看。大家都

说她唱的《长坂坡》特别有我

的味道，这是她刻苦努力的结

果。我为有这个外国徒弟感到

特别骄傲。”

伟大的事业都是从一点一

滴的小事上做起的，而那些执

着地将一件件小事做得非常认

真、完美的人，正是成就伟大

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者。石清

照即当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开拓

者与奠基者之一。譬目

(本文图片由白素贞和作

者提供)

(责任编辑／朱红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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