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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红楼梦》曲艺唱段的审美接受 

吕笙   
（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  江苏扬州  225009） 

摘  要：《红楼梦》曲艺艺术的受众思想与其唱词内容、曲种表达、观众认知等因素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探讨《红楼梦》曲艺

曲本的审美接受问题对于研究《红楼梦》的民俗价值与社会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从《红楼梦》曲艺唱段审美接受的雅俗互见和唱

词创作者对文学作品的处理不同层面来看，包含经典名著曲艺改编的审美接受心理、《红楼梦》曲艺唱段语言的审美倾向、《红楼梦》

曲艺唱段受众人群的审美趣味等问题，这不仅能够获悉审美接受雅俗层面的关系还能了解到不同阶段接受主体对于原著与曲艺艺术

的创新与突破。 

关键词：《红楼梦》曲艺；审美接受；雅俗交融； 

 

在《红楼梦》曲艺艺术的审美接受中，包含接受主体对《红

楼梦》的感知、对小说人物情节的再加工、曲艺唱段视听的联

想与艺人再创造的四个阶段，也就是接受主体在听到曲艺唱段

时将《红楼梦》的情节人物对象化，使自己的审美能力、审美

经验、审美理想在《红楼梦》曲艺作品中得到体现的过程。从

美学思想的发展看《红楼梦》曲艺艺术的审美接受，“雅”与“俗”

之间是存在着相互矛盾、相互转化、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辩

证关系。本文从经典名著曲艺改编的审美接受心理、《红楼梦》

曲艺唱段题材的审美关照、语言的审美倾向及受众人群审美趣

味几个方面来详细论述。 

一、经典名著曲艺改编的审美接受心理    

经典名著的审美心理学思想体系的建构，离不开接受心理

效应。像《红楼梦》《西厢记》《封神演义》等这些具有极高审

美价值的文学作品，往往能够提高接受主体的审美素质和审美

趣味；同时，接受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的构成也促进了审美创

作的发展①。接受美学创始人姚斯指出：“只有当作品的延续不

再从生产主体思考，而从消费主体方面思考，即从作者与公众

相联系的方面思考时，才能写出一部文学和艺术的历史。”②具

体说来，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是通过读者、听众、观众的体验得

以最终实现。曲艺作为一门大众艺术，无论什么层次的群体都

能轻松接受，其作品亦是如此，可看可观可听，所以其真正的

价值更加需要大众的审美接受来实现。 

经典文学与俗文学之间的审美接受一直都存在相互制约的

关系。这些作品一经问世，就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在这个过

程中，它的雅俗特质已经被人们所确认，也逐渐在大众审美中

形成了它的特色，这就是作者创作风格的集中体现。《红楼梦》

就是这样一部典雅精致的古典小说，亦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精

品，其雅致的特质似乎决定其改编的基本范式，就是需要创作

者时刻向“雅”靠拢。而曲艺艺术自诞生之日起就是民俗的、

流行的，它的曲本又属于“俗文学”的范畴，这就很容易形成

曲艺艺术“俗”的固有认知。所以，《红楼梦》曲艺曲本一经面

世，就引起了各阶层的广泛关注。人们不禁感慨于其朗朗上口

又不失雅致的唱词，又惊叹于易于传唱，既平直又丰富的腔调。

就制约关系而言，《红楼梦》曲艺唱段在创作时就已然跳脱出上

述的固有观念，既做到贴近小说《红楼梦》中的“雅”的层次，

又做到符合大众的审美意识，这样雅中求俗，俗中带雅，雅俗

结合的方式才真正的实现了审美接受的价值。整体看来，这类

作品的传播让众多没有文化不识字的百姓可以听懂《红楼梦》

并通过这一形式传播《红楼梦》。 

二、《红楼梦》曲艺唱段题材的审美关照 

接受主体有一种特殊的心态，在对一件艺术作品进行审美

关照的时候，总是运用自己潜在的审美经验与当前的审美心境，

有选择地领会、玩味作品的某个方面或某些方面③。《红楼梦》

曲艺艺术的研究和接受，吸引了许多著名学者、文学大家、政

治伟人的参与，如老舍、陶钝、赵树理、周恩来等，他们对《红

楼梦》曲艺作品的接受理解及观点一直都是人们研究的重点对

象。 

雅中求俗，是《红楼梦》曲艺唱段审美关照的一个重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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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唱词要做到押韵通顺好理解，押韵诙谐的语言又可起到规

范曲艺唱词的作用。《红楼梦》曲艺曲本中一些故事情节以起诗

社、宣牙牌等较为文雅的内容为主，经过曲艺唱词的创造后，

可在淡化情节之下用大众易于接受的韵辙，来追求诗的意境，

烘托氛围。这样的接受过程是符合大众审美心理的。如弹词开

篇《香菱学诗》，用朗朗上口的语言描写香菱仿照唐诗格律作诗

的过程，唱词写道：“真的是低头苦吟如僧入定，有道是翻书

检韵费精神，可怜她专心章韵眠难稳，可笑她抛却描鸾作咏絮

人，她是派别立追唐格调，诗中有画得画中情。”④这段唱词虽

语言平淡却不失格律，接受主体可以凭借唱词内容构建情节，

即使没有读过小说的人群，也可通过唱词感受到故事内容，从

而对《红楼梦》有深刻的认知。 

教化育人，是《红楼梦》曲艺唱段审美关照的另一大特点。

《红楼梦》曲艺曲本在创作中善用典故，无论遣词、造句都蕴

含着深刻的道理，一般在引子和尾声会写一段文字来表达情感

警醒后人。典故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一些蕴含哲理的故事

也在民间广为流传，作者善用典故不仅能够丰富说唱作品的织

体结构，还能够让大众在其他典故中接收到更多的信息，这样

通俗又高超的手段使得《红楼梦》曲艺唱段被大众广泛认可。

传播者（词作者、曲艺艺人等）善于总结小说的精神内涵，且

更多关注到情节的完整性和连贯性，这就大大推动它在传播

时，观众的接受与转化。如《黛玉焚稿》：“话完猛向灯前撂，

顷刻烟消火烬时，寸心此际如刀割，泪洒重裘强自知，作时辛

苦焚时易，伯牙从此失锺期。”⑤对于黛玉之死作者表达了强烈

的悲痛之情和惋惜之感，语言虽是“雅”的，但流露的真情又

是“俗的”。又如周汝昌先生所写的《红楼梦真情》：“自从天地

辟鸿蒙，那人间万众谁人曾是多情种，有何人真个是多情。都

自把风流艳史充作真情重，因此上惹动了曹雪芹这先生挥洒笔

墨写心胸。他在那奈何天、伤怀日、寂寞之时心酸泪涌。这才

要做《红楼梦》，无限抒怀表深衷。”⑥周汝昌先生用大气滂沱的

语言表达了对曹雪芹先生的敬仰，这样浓烈的又真挚的感情是

掩藏不住地，也能够引起接受主体的共鸣。总之，《红楼梦》曲

艺作品审美接受活动的正常开展，既要保证对小说《红楼梦》

的深刻理解，又需要潜在审美关照的引领，最终才能创造出雅

俗共赏的好作品。 

三、《红楼梦》曲艺唱段语言的审美倾向 

《红楼梦》曲艺作品雅俗的表现十分复杂，既有语言上文

言白话的不同，也有题材的差异，更有不同曲种的表达与演绎

方式的区别。通过对各类曲种的曲名、唱词等内容的分析，很

容易发现雅俗交融的审美倾向是无处不在的。 

《红楼梦》曲艺唱段的雅俗交融首先表现在口语与书面语

的选择上。想要将经典小说改编后面向更多的群众，需在曲名

上下足功夫。中国古代语言最大的特点就是书面语与口语的分

离，即所谓“文言”和“白话”的不同。⑦人们一般以为口语浅

显易懂，以俗事为重；文言深奥难解，多以典雅之事为要，所

以就有了雅俗之分。但宋代以降，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比例发生

变化，白话逐渐由稚嫩走向成熟。至清代，说唱艺术的风靡，

更是将这种俗文化推向了顶峰，其雅俗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但《红楼梦》曲艺的语言的审美关照是将“雅”和“俗”

做了较为完美的融合。一些曲名看起来是通俗的、口语的，其

中的内容却又有一定的雅韵和精神内涵。如《王熙凤戏贾瑞》

《焦大骂泼》与《傻大姐泄机》等较直白的曲名，唱词内容却

是“诗”化的、韵脚得当的，易于演唱，且富有一定的哲理。

二人转《王熙凤戏贾瑞》是用东北方言演唱说唱相兼的经典曲

目，讲述的是王熙凤阴狠歹毒设局害死贾瑞的故事，唱段没有

以宝黛唯美爱情为名，也没有以其他咏物抒情内容为名，而是

用最直白的语言表述了唱段的内容。但其内容又是极为丰富的，

不仅通过讲述故事带领接受群体回归到小说本身，其中还蕴含

一定的社会批判要素。又如《秋窗风雨夕》《潇湘夜雨》等较雅

致的曲名，单看题目就已有判断，但继续聆听唱词内容，又会

发现其中出现了大量的外貌、景物、对话的描写，是活泼的、

灵动的，包含强烈的生活气息。 

其次，《红楼梦》曲艺唱段的雅俗交融体现在不同曲种对语

言的把握。从《红楼梦》京韵大鼓、梅花大鼓、东北大鼓、单

弦和岔曲等唱词来看，由于这些曲种常年流传于城镇之间，所

以在题材选择上，既要有“雅”的关照，又要有“俗”的考量。

为了适应不同阶层群众的审美需求和价值观念，此类唱段的唱

词有的是对子弟书直接引用，有的是曲艺艺人与观众面对面交

流后进行的创新。如《黛玉葬花》《秋窗风雨夕》《祭晴雯》等

唱段中不仅大量出现《葬花词》《风雨词》《芙蓉诔》等小说中

的诗词，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宝玉探晴雯”“宝玉探病”

“宝黛争吵”等有趣的情节与对话内容，“雅”与“俗”有机结

合，一幅雅俗交融的生动场景就直观的传达给接受主体了。而

木板大鼓、乐亭大鼓、西河大鼓、河南坠子等曲种，由于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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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唱腔、传播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早期多在乡镇传唱，成

名后才吸引了更多城市的群众，所以在题材的把握上，这类曲

种更多关注的是由雅入俗的问题。这些曲种的词作者可以是劳

动人民本身，可以是民间流动艺人，也可是落魄文人等。在进

行同名唱段创作时（如《黛玉葬花》《黛玉悲秋》等），他们大

都将唱词改为劳动人民易于接受的语言，再加入一些耳熟能详

的民间典故，配合方言演唱，就形成了自由的、多变的民间艺

术，也使得这类曲种更贴近底层百姓生活。     

四、《红楼梦》曲艺唱段受众人群的审美趣味   

《红楼梦》曲艺唱段作为成功的文学艺术作品产生“雅俗

共赏”的效果，甚至上升到美学境界，绝对不可能一蹴而就。

审美趣味是构成其审美接受差异的重要因素。作为个体，受众

群体的审美趣味是有差异的。曹植在《与杨德祖书》曾指出：

茝“人各有好尚：兰 荪蕙之芳，众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

咸池六茎之发，众人所共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论，岂可同哉！”

⑧由于受众群体个性修养、性情爱好、社会阅历、文化内涵及生

活环境的不同，从而形成“好尚”的不同，所以审美接受活动

对雅俗的要求也不尽相同。但《红楼梦》曲艺唱段具有“雅俗”

互通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不同阶层的审美趣味。这种趣味

往往与受众群体的生活习惯、消费水平、性格气质、年龄等因

素有关。 

以 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京城曲艺受众群体来说，京韵

大鼓、梅花大鼓、时调等曲种的听众对《红楼梦》唱段的要求

更趋于“雅”。这些听众大都是知识分子、达官贵人、银行职员

等，且供他们选择的场所很多，书场、茶楼、剧院、游艺园、

舞厅、影院等等。通过这类演绎场所传播的《红楼梦》唱段不

难发现，其唱词雅致精美，搭配易于传唱的唱腔，让其受众群

体通过《红楼梦》唱段喜欢上“俗”的艺术形式，打破原有的

审美趣味。而一些在京城流传的外来曲种，如河南坠子、京东

大鼓、山东大鼓等的听众对《红楼梦》唱段的要求更趋向于“俗”，

这是因为其受众人群以码头工人、农民等社会底层百姓为主。

他们大多选择在码头观看撂地演出，经济较好的有的三五成群

相约去消费水平低的园子，有的在家通过无线电广播听曲。这

类途径传播的《红楼梦》唱段是丰富的，既有大众的，又有高

雅的，通过这些作品可以拉近他们与知识分子及经典文学作品

的距离，也使得底层劳动人民在聆听过程中悄悄地改变他们的

审美趣味。 

性格气质不同，对于《红楼梦》曲艺唱段的趋向度也就不

同。拿同一唱段来说，性格慷慨的人喜爱京韵大鼓、天津时调、

东北大鼓的高亢明亮之腔；性格内向、细腻聪慧的人喜爱梅花

大鼓、苏州弹词、扬州清曲的悠长与绵延；古灵精怪的人喜爱

河南坠子、岔曲、二人转的活泼与真挚。除此之外，年龄也对

审美趣味有很大的影响。年少识浅，年老沉稳，面对同一唱段，

会产生迥然不同的审美态度，从中获得审美感受也不尽相同。 

五、结语 

《红楼梦》曲艺曲本通过与唱腔结合形成了《红楼梦》曲

艺唱段，可将深奥的小说通俗化、枯燥乏味的文本生动化，可

以说《红楼梦》曲艺唱段是连接接受主体从表象到内涵的桥梁。

总体看来，《红楼梦》曲艺唱段的审美接受过程是多个接受主体

的连锁反应，既需要接受主体有一定的审美意识，对小说有深

刻理解，从而创造出精彩的唱词；又需要接受主体有一定的审

美判断，可以根据不同曲种创造不同曲艺语言，再传递给下一

阶段的群体；还需要受众群体在接受《红楼梦》曲艺作品时不

断地提高和改变自身的审美趣味，来丰富曲艺唱段的内涵等等。

如何通过《红楼梦》曲艺唱段的审美接受来提高曲艺唱词的质

量、曲种的借鉴与融合及经典名著的曲艺传播等问题仍待探索，

期望本文对后续研究有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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