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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说唱艺人的身份形塑与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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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重点关注中国传统说唱艺人的身份形塑与社会变迁这一问题。在广泛搜集相关文献和全面梳理相关研

究的基础上，本文较为系统地研究了说书，元曲，相声，评弹等说唱艺术。认为：中国传统说唱艺人随着时代的变

迁会经历职业化、专业化、贱役化再到职业化的转变。而他们的境遇，或者说中国传统说唱艺术，会历经艺术化，

殿堂化，遗产化，通俗化，庸俗化，最后到消亡化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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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ssue of the identity shaping of Chinese traditional Quyi artists with social changing. 

Based on extensive collection of relevant documents and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relevant research,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studies the art of Quyi, such as storytelling, Yuanqu, cross talk, and Pingtan, and believes that traditional 

Chinese traditional Quyi artists will experience professionalization, specialization, servitude, and then professionalization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And their situation, or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Quyi art, will go through the evolution of art, 

deification, becoming heritage, popularization, vulgarization, and finally exti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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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唱是一种极为古老的传统表演艺术形式，所有以

此职业的群体都可泛称为说唱艺人。从历史的视角看，

形式简单的以单人独自讲说为主的说书，是所有以语言

和肢体这种艺术化表现形式为特征的传统说唱艺术的母

体。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处于不同历史发展

阶段下的民众，对于精神生活的享受产生了时代化、多

样化的需求。在此背景下，说唱艺术和说唱艺人的身份

地位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学界对中国传统说唱艺人颇多关注，相关研究较丰

富，如《文艺下乡：新中国成立初期太湖流域评弹艺人

的思想教育与身份重塑》、	《醒木声渐远	换了人间——杭

州说书人现状实录》	等。整体来看，既有研究大都从具

体的个案入手，深入且具象，但专题式的个案研究缺少

宏观历史视角的综合话语。笔者认为，只有将说唱人的

身份形塑放在更长的历史时段之内，来系统考察其身份

形塑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更加全面地展现

传统说唱艺人多样性的生存与发展，以及其兴衰与社会

变迁之间的关系。

一、源头及鼎盛：传统时期的说唱形式与说唱艺人

如果要探究中国传统说唱艺人的最初源头，恐怕可

以一直追溯到还没有文字的上古时代。当时说唱艺人虽

然还不是一个职业化的身份，但却已经具有了较为稳定

系统的传承体系。作为部落中最有知识的群体，有这样

一群人讲述着口耳相传的历史，尤其重点讲述自己的祖

宗的光辉历程，才将那一段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传承下

来。这就是人类历史早期记录的最原始形式——口耳相

传。这些讲述者其实也是祖先历史的加工者，在一代代

讲述者的口中，各种不同时代的内容逐渐被掺杂进共同

的祖先历史之中，变的更加生动鲜活，构建自己祖先历

史过程的同时，也逐渐完成了对共同血缘想象的认同。

人类从看到文明的第一缕曙光起，对于精神生活的需求，

就与本能主义的人性观同等重要。只不过，在早期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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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之内，实际上几乎直到古典时期的

末尾，几乎所有的制度化的文化产品，包括说唱艺人的

最初源头，都被社会极少数人所独享。整个社会的辛勤

汗水，只浇灌仅有的几朵文明之花。这一种时代背景下，

从历史讲述者演绎出来的早期说唱艺人雏形，实际上不

过是上层社会豢养的玩偶，与普通民间大众并无关系。

魏晋以来，随着中国的古典时代步入尾声，贵族势力快

速退却，民众力量不断崛起。民众需求，尤其是物质需

求之外的精神需求日益成为社会的主流。在这一动力的

驱使下，说唱艺人开始从原来庙堂之高阳春白雪的雅乐，

变成为真正深入民间，普罗大众喜闻乐见的俗乐。由此，

说唱艺人进入了大发展的前夜。

隋唐以后，尤其是进入宋代，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

发展，城市化进程明显加速，市民阶级开始崛起，普通

民众逐渐开始有资本和闲钱去富足他们的精神需求，说

唱艺人的数量迅速增加，以说书人为代表的群体逐渐开

始规模化系统化。“瓦肆”这一专业游乐商业集散场所，

也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瓦肆中包含的多元娱乐形式，以

及由于被取消的宵禁而愈加自由的开放时间，充分地能

够满足每一位市民的需求。瓦肆不仅为说唱艺人提供了

正式规模化的表演场所，更是带来了巨大的客流量，因

而说唱艺人在这一娱乐业的盛世中，壮大又磅礴地发展。

从行走四方的码头客，变成了固定场所的文化产品生产

者，近而由此获得了完全职业化的身份。历经千百年发

展的民间说唱艺人终于迎来了属于他们的鼎盛时期。

说唱艺人的表演的内容需要迎合普罗大众需求，他

们不仅会用生动形象地口头肢体语言等表现形式讲述历

史，与观众趣聊八卦，也会用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来

传递符合大众价值需求的道德说教。在具体的表演中，

说唱艺人的表演会用普通民众广为接受的朴素观念，把

人间的伦理秩序和道德说教包裹进传统的人生观，价值

观中。因此，说唱艺人在满足消遣娱乐需求的同时，也

符合中国传统时代的普世价值观念。这一娱乐方式，是

被传统社会贫民崛起的时代所需的，同时也因为那个时

代获取娱乐的方式少，听说唱就成了他们为数不多的解

闷方式之一，因此这一行业也逐渐壮大起来。比如，中

国人讨厌悲剧，喜欢团圆，崇尚善有善报，评谈的《描

金凤》、《白蛇传》、《雷峰塔》都极其鲜明地传递了这种

价值观，在其他更多不同的说唱形式中都能看到类似的

曲目。

二、繁盛与卑贱：近代化过程中说唱艺人身份的再造

宋代是中国说唱艺人职业化的起点，这一行业历经

元明，都处在一个向上发展的过程当中，它真正的繁荣

与鼎盛，实际上一直要到清代晚期才出现。其发展脉络

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在宋代瓦肆个体独立说唱的基础上，

元代出现了一种非常经典的多人组合说唱结合的艺术形

式，那就是元曲。元曲由民间的通俗俚语进入诗坛，因

而既通俗又口语化，韵律朗朗传唱优美，其风格多变的

特点，更是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元曲分为散曲与杂剧

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中散曲是一种由宋词俗化而来

的雅俗共赏的新诗体，又可分为小令、套曲与带过曲。

而元杂剧是从宋杂剧演化而来的，在保留了原有的基本

形态的同时，丰富完整了戏剧结构，能够演绎出风格多

样的戏剧样式。这些丰富的文体在为文人提供抒发自己

内心情感的无限创作空间的同时，更为说唱艺人提供了

极其丰富生动的表演脚本。同时吸引了无数听众，形成

了良性互动。一些元曲的悲剧曲目像是《窦娥冤》《汉宫

秋》，以及爱情剧《西厢记》等，更是传唱至今。元曲的

故事性以及音律美也是导致其繁荣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到了明朝，小说在宋元时期的说话艺术的基础上发

展了起来。随着宋元说唱艺人底本即话本的刊行，这些

白话文言小说有体系地将其中的故事进行再创作，编成

书本。这些说唱艺人口中的历史故事与传奇八卦，就在

这一时期，变成了小说形式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

魔小说等等。这些小说一直繁荣到了清朝，在此背景之

下，说唱艺人在曲艺形式方面的展现也在这一时期显得

尤为突出。说唱艺人中最狭义的那个类别，也就是单纯

讲说的说书艺人又重新复兴起来。究其原因，除了说书

内容被赋予了更为曲折离奇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外，个

体独自表演形式灵活，表演场合要求低，更易谋生，也

由此更为广泛和普遍。在个人独自演说的基础之上，清

代中后期在京津一带还出现了相声这种两人搭档说唱的

表演形式，俗称撂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

课，表现形式更加灵活多变。在西北东北等地区，还出

现了二人抬、二人转等两人搭档的说唱形式，说唱并重，

尤其注重幽默诙谐的表情和肢体语言，更具地方特色。

清代地方曲艺表演形式的繁荣从明代就有迹可循，

元末明初，北杂剧逐渐走向没落，南戏却有了突出的发

展，这就是明清传奇的前身。明中以后，社会经济蓬勃

发展，传奇的题材也开阔至一些抨击时政，宣传突破封

建的要素，引发了大量传奇的诞生，同时也为传奇的没

落埋下了隐患。清代初期至中期，统治者屡兴文字狱，

为加强对士大夫的思想控制，因此传奇也随之步向式微。

由此，地方戏逐渐开始走向磅礴发展，取代传奇，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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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轮新的戏曲热潮。随着商业的发展，各个地方戏班逐

渐涌入大城市，在商业会馆开展活动，这也促进了地方

戏之间的交流。与此同时，徽班进京是这一时期的著名

事件，它将清代戏曲的发展推向了高潮，更是弹响了京

剧诞生的前奏。

从宋代以后说唱艺术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这样一

个行业以及以这样一个行业为生的说唱艺人群体的繁荣

和兴盛，其背后真实的社会背景是平民阶级的崛起。整

个社会开始变得扁平化，这些艺术化精神化的文化产品，

不再只是由社会上层少部分人专享的曲高和寡的高雅艺

术，而是变成了由平民百姓可以获取的消遣娱乐。从演

进逻辑上来看，自上古以来的说唱，从口耳相传的历史

传承到说唱艺术化以及职业化说唱艺人出现，其具体表

现形式是逐渐多样化、多样化，复杂化、世俗化、大众

化。从从业者的身份特征来看，则是逐渐的职业化、专

业化、贱役化。其中，贱役化的职业身份演进是传统时

期中国说唱艺人身上最醒目的标签。中国说唱艺人的最

初源头是上古时期祖先历史口耳相传的讲说者，彼时这

些人是部落是最聪明、最有知识也最受人尊敬的长者。

然而，随着阶级的产生，这些知识精英逐渐沦为上层贵

族阶层的娱乐工具，身份地位的衰落自此而始。进入传

统时代后，作为娱乐生产与传播者的说唱艺人与同样作

为知识生产和传播者的儒生阶层逐渐走向了两个完全相

背离的方向，后者成为万众尊敬的“士”，所谓万般皆下

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前者则混为社会下九流，广受欢迎的同时，又被大众所

鄙视，几与娼妓同流。这种世俗化的评价极大形塑了说

唱艺人的社会身份，到明清两代，发展至极至。

三、艺术化与遗产化：当代说唱艺人的现实困境

传统说唱艺术在不断艺术化的同时，也逐渐走向了

它的繁盛时期。不同说唱艺术达到繁盛时期的演进脉络

是不一样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孕育他们达到顶峰的土

壤是不一样的。比如相声达到顶峰的时间是在1990年之

前，评书是在民国时期达到顶峰的，而评弹则早在清代

中期就已经达到顶峰。

相声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一开始相声

只是一种以谋生为目的的街头表演，称为撂地，是和莲

花落相似的一种接近于乞讨的演艺。虽然受众规模小，

表演内容也相当随意。但在这种现在境中成长起来的传

统相声艺人，具有极强的现场应变能力，表演内容也极

具诙谐幽默和喜闻乐见，因而培养了很强的群众基础。

解放以后社会安定了，国家成立了许多官方的曲艺团和

艺术团，形式灵活的相声也自然成为各专业曲艺团中重

要的组成力量。与解放前一味以迎合受众谋生求食不同，

解放后成为国家供养的相声艺人，对传统相声做了深度

的改良，表演形式逐渐艺术化，表演内容更与时俱进，

具有相当强烈的时代色彩，当时的相声具有很强的批评

力，同时又能够反映现实，符合大众的口味。与此同时

又出现了有线广播和无线广播这种能传播相声这一说唱

艺术的方式，其低成本的表演形式和传播方式使得其在

民间广泛流传。

在此之后，一些传统曲艺形式往往会迎来新的转型，

那就是遗产化。这些传统的曲艺形式往往因为时代的变

迁，正在因为观众的减少而消亡，为了避免消亡化的命

运，人们冠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号将其束之高阁。他

们吸引新的观众的方式大多由此转为以保护传统文化，

体验地方特色的名头来进行宣传。究其根本，主要是这

类娱乐方式，在现今失去了生长的土壤，也不再有真正

的生命力，人们才会想着去保护它，去以传统的名义去

定义去宣扬它。同时，也正是因为这层“传统”的枷锁，

使得这类传统说唱艺术无法延续那条曾经使其走向辉煌

的成功之路，与时俱进起来，多数还是演奏一些老的曲

调，若是他们进行了创新与现代化的改进，反而会被人

扣上“不伦不类”的帽子。也正因为如此，它的受众也

是固定的一群人，多数是因循“传统”，思想守旧的人。

然而这些小众群体再执着的坚守，也无法改变这类说唱

艺术的逐渐弱化甚至消亡的命运。由于其惨淡的职业前

景，这一行业新鲜血液的注入也越来越少，翻来覆去的

过时曲调的演绎，以及对这一艺术形式的固化印象的形

成，使这一群体的生命力正逐渐流失。受众群体从常客

到游客的转变，暗示了这一传统说唱艺术，正随着历史

长河的流转，从人们的市井生活，逐渐变为历史书上的

一个符号。到那时，这一传统说唱艺术，便真正走向了

衰亡的末路。

随着社会的发展，说唱艺人这一行当，正逐渐淡出

历史舞台。在逐渐艺术化遗产化的过程中，失去了昔日

的光彩与辉煌，以一种传统文化的形式，存于世间。推

动它走到这一步的，有多方面的原因。在说唱艺术鼎盛

的时期，在于中国传统社会，而中国传统社会是文人社

会，其真正的精英群体是“学而优则仕”的文人群体。

读书才是唯一的正路，因此这一群体具有较高的欣赏这

类艺术化、高雅说唱艺术的艺术鉴赏力。传统时代这类

精英群体数量庞大，又大都处于社会的中上层，因此他

们有财力，同时能够秉持着“闲居无事，翻书度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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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追求，去欣赏这类说唱艺术，从而养活这一行业。

在当今社会上的读书人，对这类艺术的精神追求却愈来

愈淡了，他们忙于奔波，没有时间去欣赏，去品鉴这类

艺术。这一变化大概从工业革命就开始了，随着生产力

的进步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人们要做的工作更多样了，

竞争更激烈了。几乎每个人都成为社会生产这个大机器

上的螺丝钉,不得不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工作和生产之中。

这种浮躁的生活方式使人很难放慢脚步，以一种内敛自

省的精神状态去平心静气地欣赏这类需要艺术鉴赏力的

说唱艺术。听懂的人和愿意听懂的人都变少了，艺术化

的说唱艺术变得殿堂化了，它变成了一件阳春白雪的高

雅展品，失去了它的受众。

说唱艺术这种普遍拥有地域性，大多是以当地方言

为载体的娱乐形式，注定会被限定在某特定区域之中。

现代化的社会变得越来越标准化和一致化了，普通话成

为官方制度性的通用语。而经济的飞速发展，又使广大

的年轻人开始远离自己的家乡到陌生城市中寻求生计。

这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年轻一代逐渐失去了方言能力，

对普通话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来说，这些说唱艺术

是难以理解的，这使得那些以方言为载体的说唱艺术很

难再让年轻一代的受众产生共鸣，直接导致了说唱艺术

的受众的流失。

另外一个现象也值得给予足够的关注和思考。随着

科技尤其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社会上能获取娱乐的途

径也变多了，自媒体和快消文化日益崛起，这使得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倾向于通过网络方式彰显自我并快速获取

娱乐。类如抖音，快手这类短视频行业就能够迎合当代

年轻人碎片化的休息时间。人们由此更缺乏耐心与时间

去欣赏去品味那些已经殿堂化的说唱艺术，那些内容丰

富用时较长的说唱艺术受到打击尤其严重。部分说唱艺

术被迫开始了转型，他们放弃了已经殿堂化的高雅艺术，

重新变得通俗化，大众化了。取材也从一些旧时晦涩的

唱词念段变成了简单易懂的家常对白，由于贴近生活的

取材与大白话的表现形式，这部分说唱艺术才重新焕发

生机。但是在通俗化后，一部分的说唱艺术又用力过猛，

反而演进成庸俗化，低俗化了。

回看历史，几乎所有的说唱艺术的发展脉络都遵循

了相同，或者相似的演进逻辑。那就是从民间草根演艺

开始，在逐渐艺术化的基础上达到了它的高峰，成为广

受欢迎和瞩目的表演形式。然后因艺术化极致而殿堂化，

失去受众而遗产化；或因过度迎合受众而庸俗化甚至低

俗化而趋于没落。最终盛极而衰，历史照进现实，很多

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四、余论

文化发展的最终指向不该是庸俗化或是殿堂化，这

两种倾向都会使文化失去滋养而日益枯萎。唯有真正根

植于曾经孕育它的土壤之中，从形式到内容都更加具有

艺术性、现实性和批判性，才能使其真正永保繁盛。导

致现在社会泛娱乐化的原因，不仅仅是对文化本身的。

社会明明在进步，现代社会的人们却无法全部成为社会

发展的受益者，却沦为发展的垫脚石，既没有去欣赏艺

术的资本，也缺乏艺术欣赏的能力，整日为了物质上的

富足奔波，却忽略了精神上的补给。如何在使文化艺术

化的同时，又使处于现代这个文化普及度高的时代下的

人们，去享受这份知识带来的便利，而不是被其束缚，

这一点是需要去改变与探索的。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根基

与传承，应当建立在有生命力的土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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