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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评书是中国民间优秀的口头文学形式之一，为广大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随着娱乐时代席卷狂潮的呼啸而来，及多种多样的大众

艺术的强势夹击，评书这一传统说唱文学的生存境况陷入了尴尬的局面。 本文立足于评书的发展现状，从“混搭”的突围模式出发，
以评书和京剧、评书和动漫结合开发为例，探讨评书如何从自身“蜕变”到外部借力的突围方式，为传统曲艺文化的发展提供新的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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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书是中国民间优秀的口头文学形式，它以说唱的通俗表演
方式赢得了广大老百姓的喜爱。 但是随着娱乐时代的强势来袭，
多样化的大众艺术争相抢夺着其在民间的生存空间，评书在四面
夹击的生存境况中日益落寞，评书的发展遭遇瓶颈，陷入尴尬的
局面。 当“拯救评书”的字眼进入公众的视野时，评书艺术究竟该
何去何从？ 该如何从自身“蜕变”到外部借力以实现突围？ 或许
评书艺术开放自身，以“混搭”打造自己的第二春，将成为一种新
的发展模式，将是评书这类传统曲艺文化发展的新途径。
一、 “易筋经”———评书自身的蜕变

谈及评书自身的蜕变，最具代表性的要数单老的“单田芳书
场”了。 单田芳独具匠心，转换思路，“巧卖”评书。 他将自己作
品的录音带拿给电台，免费让他们播讲，但免费之余提出条
件———在评书播讲的间隙允许插播一到两分钟的商业广告。 电
台在评书大师单田芳免费播书的诱人条件下，就同意尝试商业
模式。 “巧卖”之“巧”，就在于充分发挥了电台影响面广、单田
芳名气大这两个优势。 将评书和做广告有机整合在了一起。
“巧卖”模式、逻辑清晰，合理而又流畅，恰到好处地弥补了电台
愿意播好的评书节目却不愿意付钱，企业愿意出钱做广告却又
找不到好的广播载体这一缺陷。 “巧卖”实现了四方受益，即电
台免费拿到了优秀的评书演播材料，丰富了节目内容，扩大了影
响；评书艺人实现了自己的艺术价值；企业获得了自身的宣传载
体；听众享受到了传统评书艺术的熏陶，增加了生活的趣味。
二、 “嫁衣神功”——— 评书与京剧、动漫等形式的“混搭”

（一） 评书与京剧的“双剑合璧”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马氏相声嫡传马志明、当今最具影响力的评书

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梨园小冬皇”王珮瑜、裘派花脸名家邓沐
玮、少马爷的黄金搭档黄族民共同携手上演了《每日新报》创刊
十周年系列活动之一的“墨壳原态舞台剧《乌盆记》”。 京剧和
评书在《乌盆记》中实现了“联姻”，单田芳用观众非常熟悉的
“电波中的声音”，根据老本评书演绎《七侠五义》中《乌盆记》的
桥段，并修改部分评书的内容，将其作为主线串联，诠释整场演
出、演出背景及演员。 这次“混搭”深受期待，但事实上效果不尽
如人意，说书还说书，演戏还演戏，两者出现了割裂。 而 ２０１３ 年
王玥波的《赵氏孤儿》以“评书勾历史京剧塑造人物”，他的连派
评书腔成为戏剧中的一道中轴线，串联起历史大剧中人物百年
的家族情仇，貌似“画外音”的评书更延伸了戏剧的内涵。 这次
尝试余韵悠然，但二者“联姻”的过程中仍存在说书人说长本大
套，一连说上半个小时的弊病。 虽然“混搭”的尝试还存在不成
熟的地方，但这种尝试却是对传统曲艺文化发展的一种新的定

义，一种新的发展思路。
日渐式微的评书和落寞已久的国粹京剧“混搭”也许是两种

传统艺术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深沉慨叹下的“心心相惜”。
舞台上京剧以“载歌载舞”的肢体动态形式呈现浓缩时空里的故
事，评书以惟妙惟肖的语言静态载体演绎故事中的爱恨情仇。
而两种最传统的艺术形式的结合，经典唱段的揉合，让观众在动
态的故事情节中品悟生动的语言魅力，从而在剧场中获得视觉
与听觉的双重享受。 实际上，评书与京剧作为一种根植于民间
的艺术，他们本身在民间依旧蕴藏着潜在的巨大生命力。 他们
作为一种久远的历史记忆深植在人们从时光中款款走来的集体
生活的休闲方式与生活情感。

（二） 评书与动漫的“跨时空交融”
“奥运是金＿８０ 后创意动漫评书缔造财富传奇”，２１ 岁的李

金保颇有魄力地将评书和动漫结合，借北京奥运会之机，以其为
表现素材，打造了“评书说奥运”的系列动漫短剧。 每集 ５ 分钟
的动画片，时间不长，却十分好玩、好看、好听。 著名评书表演艺
术家张少佐专门为动画片演说、配音，通过评书艺术和动漫手法
的结合，既是一种创新，更是绘声绘影，充满乐趣。 如果说评书
与京剧的结合是两大传统文化的“双剑合璧”，那么评书与动漫
的“混搭”则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跨时空交融”。 动漫的
庞大青少年市场之优势及其火热的发展势头为评书提供了一个
跳出低谷的“跳板”，而评书所蕴含的文化气息又使动漫作品的
内涵更具有厚度和深度，依托于庞大市场，这种“混搭”让人们尤
其是广大青少年在生动活泼的动漫形象和引人入胜的动漫故事
中感受到了我国优秀曲艺文化的独特魅力。 亦庄亦谐，亦传统
亦现代的组合带来的不仅仅是双赢更是多赢。

漫溯记忆，仿佛童年里，守在广播前听单田芳先生激情讲述
《鹿鼎记》的独特声线又不绝地萦绕在耳际。 我想，评书带给许
多人的正是一种恬淡朴实的“人间烟火味”的生活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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