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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陈出新 ： 陈云与 世纪 年代初

评弹书 目传承

金 坡

摘 要 推 陈 出 新是社会 主义 文艺 工作 的 重要方针 。 世纪 年代 末到 年代 初 ，

陈 云在大量调查研究 的基础上
，

从推 陈 出 新的 角 度
，

对评 弹艺 术的 改革 与 发 展提 出 了 很多 建

设性意
，

构 成 了 其独 特 的 文艺 观
，

丰 富 和发展 了 毛泽 东文艺 思 想 。 陈云 的 指导意见对 于评

弹 书 目 的 整旧 与创 新 、 评 弹 艺术 的健康发展 以及整个文艺 工作都有着重要的 指导意 义 。

关键词 陈云 评弹艺 术 书 目 传承 推陈 出新

中 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

百花齐放
，

推陈出新
”

是 年毛泽东为 中 国戏曲研究院题词时提出 的一项重要

方针 。 年 月 ， 周恩来在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闭幕式上就戏曲改革发表讲

话 ， 进一步阐释了这一方针 。 年 月 ， 刘少奇在文化部党组汇报工作会议上再一次

指出 ：

“

我们的方针是百花齐放 ， 推陈出新
” ⑴

。 年以后 ， 陈云利用业余时间 听评弹 ，

研究评弹艺术 ’ 广泛接触评弹艺人、 创作人员 以及主管干部 。 在大量调査研究的基础上
，

从推陈出新的角度对评弹艺术的改革与发展提出 了很多建设性意见 ，

“

形成了 自 己最核心

的文艺观 ’
在一些重要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

”

。

评弹起源于苏州
，

以吴语方言为特色
， 是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的合称

， 是江南水乡 曲

艺艺术的奇砲 。 自 明末以来
，
评弹流行于以苏州为 中心的江南地区

，

“

南不越嘉禾 ， 西不

出兰陵 ， 北不逾虞山 ， 东不过松泖 。 盖过此以往 ， 则吴音不甚通行矣
”

。 年 月

日 ， 陈云出生在江苏省青浦县练塘镇 ， 青浦是评弹艺术传播的核心区域之一

， 受此影

响 ， 陈云从很小就喜欢听评弹 ， 他不仅是评弹艺术的爱好者 ’ 也是评弹艺术的研究者 ， 更

是评弹艺术发展的指导者 。 从 年下半年起 ， 陈云以书信和谈话等方式 ， 开始对评弹

的艺术规律进行研究和探索 ， 他发表的很多意见对于评弹书 目 的整旧与创新工作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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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评弹书目

评弹书 目是对评弹脚本或演出节 目 的称谓 ， 新中 国成立 以前形成并曾上演过的书 目

习惯称之为传统书 目 。 据统计 ， 传统书 目 共有 部 ， 其中评话 部 ，
弹词 部 。

年 月 日
， 陈云写信给上海评弹 团的吴宗锡 、 李庆福 ， 请他们列 出上海 、 苏州 、

常熟的全部评弹艺人名单 ， 并注明所说书 目 。 经吴宗锡 、 李庆福统计 ，
当时仍在上演

的传统书 目 尚有 种 。 传统书 目 产生于封建时代
， 数百年来在 民间流传 ，

内容不可避免

的掺杂了封建 、 迷信 、 黄色等成分
，

“

有的 即纯粹是毒素 ，
如济公传 ，

封建文人的修改
，

使艺术为封建统治服务
”

。 尤其在抗战前到解放后这
一

时期 ，

“

评弹艺术中商业化 ， 黄

色色情的东西很泛滥
”

。 旧剧改革是中 国共产党戏剧工作的既定方针 ， 年 ， 部

分评弹艺人倡议停止说唱传统书 目 ， 此即评弹界的
“

斩尾 巴
” ① 运动 。

年 月 日 ， 评弹艺人唐耿良等 人向苏州文联等 单位递交决心书 ， 检讨了

他们为眼前利益而迷恋充满封建毒素的传统书等问题 ， 并表达了坚决不再说唱 《 落金扇 》

等 部传统书 以及为搞好新评弹而斗争的决心 。 这
一

倡议逐渐演变为评弹界艺人 自 我

审查的风潮 。 月 日
，
又有一批评弹艺人在苏州集体签名

， 决心改编新书
， 代替 旧

书 。 与此同时 ， 部分听众发起的
“

与 旧书绝缘
”

、 不听旧 书运动加速了评弹艺人放弃传统

书的进程 。

°

年 月 日
，
上海市文化局干部吴宗锡正式提交报告 ， 请求禁演 《济

公传 》 等 部传统书 目 。 该请求虽未被批准 ， 但对
“

斩尾巴
”

运动却影响至巨 。 自 此 ，

苏 、 沪两地评弹艺人纷纷宣布
“

斩尾 巴
”

， 到 年 月 日 已达 人 ， 仅上海就有

人 ， 尽管尚不到所有评弹艺人的 可是响档
②
却已有十之八九 。 堆响档的带动下 ，

上海评弹改进协会于 月 日 呈请上海市文化局戏改处请求禁演 《 济公传 》、 《 下江南 》

等 部传统书 目 。 虽未得到文化局停演书 目 的批复 ， 该协会还是在 月 日 公开宣

布禁止说唱 《落金扇 》 等 部传统书 。 上海评弹界的这一举动 ， 带动了整个评弹界的
“

斩

尾巴
”

进程 。 月 日
， 苏州评弹改进协会宣布禁演 《彭公案 》 等 部传统书 目 ， 此后

“

斩尾巴
”

运动迅速蔓延 。

③

传统书 目 停演后 ， 数以千计的评弹艺人的生活出现 了问题
，

“

斩尾 巴
”

原是
“

斩掉一

些落后残余的不好思想 ， 和艺术上的封建糟柏
”

， 但是
“

由 于讲的不清楚 ， 宣传不正确 ，

使得这一运动起来时
，
难于很好的执行

”

， 很快出现 了没有新书可说的现象 。 积极整理

①
“

斩尾巴
”

即
“

割掉封建主义尾巴
”

之意 。

②
“

响档
”

指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 ，
在听众中具有较大名声及影响的演员 （ 档子 。 响 ， 并非指嗓音

响亮 ，
而是指名气响亮 。 参见吴宗锡主编 ： 《 评弹小辞典 》

，
上海辞书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③ 钱瑛 ： 《记建国初期的评弹书 目建设 》
，

《 评弹艺术 》 第 集
，
苏州大学印刷厂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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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移植改编其他作品是当时评弹艺人谋生 的主要途径 ， 这
一

时期新整理的评弹书 目 被称作
“

二类书
”

。 到 年止 ， 改编演出 的二类书共 部 ， 其中评话 部 ， 弹词 部 。

二类书的编写过于仓促加之艺术上的薄弱 ， 很多书 目引 不起听众的兴趣 ， 这就导致了部分

艺人如杨仁麟、 李伯康等重新开始说传统书 ， 如此
一

来说新书者与说传统书者不可避免的

产生了摩擦 。 为解决这一矛盾
，

上海市文化局组织评弹艺人进行了座谈 ， 该局艺术处的刘

厚生处长在会议总结 中承认
“

斩尾 巴
”

运动不仅
“

斩掉了尾 巴
， 同时也斩掉了 肉

”

，

“

斩尾

巴有进步意义 ， 但有很大的缺点… …我们此后不叫斩尾 巴
， 也不叫接尾巴

， 就老老实实叫

做推陈出新 、 整理遗产吧 ！

“

“

斩尾 巴
”

忽视了古为今用的原则
， 对传统书 目 的整理工作造成了损失 。 陈云认为应

该辩证地看待
“

斩尾 巴
”

，

“

首先要说是肯定 ，
但是有缺点

”

， 解放前色情内容泛滥才有了

解放后的
“

斩尾 巴
”

，

“

斩尾巴
”

一方面促进了二类书的 出现 ，

一方面又对传统书 目 造成

损失 。 年 月 日 ， 《 人民 日 报 》 发表 《正确地对待祖国的戏曲遗产 》 的社论 ，

批评了粗暴地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的做法 。 此后 ， 传统书与新书同时上演 。 有鉴于 世纪

年代初评弹书 目 整理出现的问题 ， 陈云主张评弹界既要重视对传统书 目 的整理工作 ， 又

要重视创新工作 ，
应该辩证地搞好评弹书 目 的

“

创新和整旧
”

， 通过这一工作既可以满

足广大听众的需要 ’ 也可以促进艺人的思想改造 ’ 并提高书目 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

二、 陈云与评弹书目的整旧

世纪 年代后期 ， 受
“

斩尾巴
”

运动影响 ’ 评弹界忽视了对传统书 目 的整理工作 。

年秋 ， 陈云 因病到南方休养 ， 期间他听了 当 时评弹界几乎所有的名家响档以及主要

书 目 的演唱和录音 。 仅 年前后一

年多的时间 ， 陈云就听了 多回书
，
且都做了笔

记
， 包括每回书的时间 、 内容梗概 、 特点 、 问题等 。 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 陈云

对传统书 目 的整理工作提出 了许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意见 。 如陈云指 出 ： 对于传统书

目 ，

“

如果不整理
，
精华部分也就不会被广大听众特别是新的一代接受 。 精华部分如果失

传了 ， 很可惜
”

。 他希望传统书 目通过整理
，
在

“

思想上
， 精华突出 ， 主题明确 ；

结构上
，

能长能短
，
前后连贯

；
艺术上

， 既要严肃
，
又要活泼

”

。

对于传统书 目 的价值与作用 ， 陈云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
他认为 ：

“

传统书的毒素多
，

但精华也不少
”

；
衡量一个书 目 的好坏要从能否教育人民来考虑 ，

主要看是否符合

① 年 月 日 ， 陈云在杭州 同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李太成以及吴宗锡 、 李庆福 、 何占春

等谈话时 ， 将评弹书 目分为三类 ：

一类书 即传统书 ，
也称老书 ；

二类书即解放初期评弹界
“

斩尾巴
”

运

动 以后产生的书 目
；

三类书指现代题材的新书 。 这种划分方法后来成为评弹界约定俗成的用 法 。 详见

《 陈云与评弹界 》， 中央文献出 版社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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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群众的长远利益 。 整理传统书 目不可能一蹴而就 ， 要 以力之所及 、 以积极的态度逐

步进行整理 。 年 月 日
， 他写了 条意见 ， 委托评弹演员徐丽仙转交吴宗锡 ， 后

来这些意见成为整理评弹传统书 目 的指导性文件 。 为了保存不同意见提髙整理效率 ， 陈云

建议上海和苏州等地分工整理
，
提出各种不同的方案 ， 对于疑难问题 ， 采用争辩的方式取

得一致
；
改得失败的

，
内部可以讨论

，
不要公开批评 ， 以免艺人胆怯 。 如果对某些传统书

目 可否公演存有怀疑
， 那就

“

应先经内部试演 、 讨论后再公演 。 公演一时期后 ， 应当重

新检查和讨论演出效果和得失 ， 以便取舍
”

。 对于具体的整旧过程 ， 陈云认为需要

专业人员与非专业人员相结合 、 老中青艺人相结合 ，
按书 目成立的整理小组里要有艺人 、

有专职写作人员
，

“

也可 以吸收一些社会上的 思想政治 和艺术水平都 比较高的文化人参

加
”

。 年春
，
陈云两次到上海期间 ， 对评弹书 目 的整 旧工作再次提出 了指导性

意见 ， 提出整旧要大胆设想 ，

“

大轮廓 、 主要人物的安排 （ 政治原则问题 ） ， 可以 由大家发

表意见 ， 但要集中
，
最后应由 党的领导来集中 。 艺术细节问题 ， 可 由艺人充分发表意见 ，

最后可由主要说这部书的人来集中 ， 这样 ’ 可以照顾他们演唱的要求
”

。

以科学的精神对待传统书 目 ， 防止反历史主义的态度 ， 是陈云多次强调的一条整理旧

书的原则 。 传统书 目 《 隋唐 》 中描述四平山有三四百万兵马 ， 年 月 日
， 陈云在

同演员吴子安谈话时指出 ，

“

要讲历史上的英雄
，

比如李世民的作用 ， 更要讲人民群众的

力量
”

； 三四百万兵马要有
一两千万后勤人员

，
这不大可能

，
因此他主张讲说演义书 ，

“

要

懂
一点军事常识 ， 夸大不要过分

”

。 后来 ， 陈云在苏州 同周 良 、 颜仁翰谈话时再次指 出
，

“

古代人说现代人的话 ， 是不合适的 ’ 孔夫子不能穿列宁装
”

。 传统书 目 的整理不可避

免地涉及对忠孝节义、 鬼戏的处理
， 评弹界对此展开激烈讨论。 陈云认为要区分神话和迷

信 ，
神话是好的 ， 但是

“

茅山道士斗法
”

可 以少一些 。

传统书 目是对中 国古代历史的一种反映 ， 讲说传统书 目 需要评弹艺人熟悉历史 、 地理

等文化知识 。 陈云非常关心艺人在这些方面的修养 ， 他认为评弹艺人要长见识 、 广眼界 ’

像山海关 、 潼关以及一些古今作为战场的地方都应该去看看 。 年四五月 间 ， 上海评

弹团在北京演出期间 ， 陈云特地要中央警卫局警卫处处长毛崇恒等陪评弹艺人去颐和园 、

香山 、 八达岭 、 革命军事博物馆 、 卢沟桥 、 周 口店 、 雍和宫 、 天坛等处观光 。 陈云

认为艺人对历史与地名做点考证是有益的
’ 不懂的话可以请教专家 。 年 月 ， 陈云就

曾委托中 国历史研究所的 同志考证明代时中国是否存在从苏州到朱仙镇的水路 。

评弹传统书 目 的整理是一个去芜存菁的过程 。 传统书 目 精华与糟粕同存 、 鲜花与杂草

共生 ， 同时还有大量无害无益的 内容 。 陈云认为整理应去其有害部分 、 保留精华部分 、 压

缩烦琐部分 ，

“

好的 东西 ，
优秀的传统艺术

， 千万不能丢掉
”

。 有些传统书 目 内容

过于烦琐 、 拖沓 ， 甚至将 日 常生活中 的吃饭 、 睡觉等内容都放在书里了 ， 例如 《 西厢记 》

的 《寺惊 》
一

回 中 ’ 惠明和尚传书
一

段就非常烦琐 。 对于上海市人民评弹团将该段三言两

语一带而过的做法 ， 陈云表示很赞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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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 文化部发出 了 《关于加强戏曲 、 曲艺传统剧 目 、 曲 目 的挖掘工作

的通知 》 ， 此后评弹界开始
“

翻箱底
”

， 大量传统书 目纷纷
“

出笼
”

。 为防止反复 、 减少损

失 ， 陈云认为开放传统书 目应采取谨慎态度 、 反复考虑 ， 许多书 目 和噱头应先组织 内部审

听 ； 他在同吴宗锡谈话时指出 ：

“

挖掘 、 开放传统书 目 ， 要注意掌握 ， 千万不可一下子都

放出来 ，
回到老路上去 ……

演传统的书 目 （ 包括分回 ） ， 也演新创作 、 改编的书 目 ， 这才

是
‘

百花齐放
， ”

。

传统长篇弹词 《 珍珠塔 》 的整理工作体现了陈云的文艺观 。 《珍珠塔 》 至迟在清代 中

叶巳产生 ’ 讲述明河南秀才方卿因家贫而遭姑妈奚落 ’ 其中状元后假扮道士唱道情羞讽其

姑势利 ， 最后与表姐完婚的故事 。 该书是苏州评弹史上具有较大影响的书 目 ’ 被称作
“

骨

子书 、

“

唱不坍的 《珍珠塔 》 ， 由 于流传时间长 、 传人多 ，
且出过众多名家响档 ， 因此

评弹界很多人认为该书在艺术上是不可逾越的高峰 。 在给苏州市委宣传部部长凡一的信

中 ， 陈云讲了他对该书广受欢迎的感想 ，
该书的

“

书情和说表 ， 不见得比其他弹词好
， 但

就有这么多人去听
， 值得我们注意一番

”

。 该书能否整改在评弹界引起较大争论 ：

有人认为该书思想 内容上以反势利为主
， 具有积极意义

；
有人却认为该书在反势利 的外罩

下 ， 宣扬封建意识 、 封建伦理道德和功名利禄思想
； 还有人认为该书

“

不容易改 ， 虽不说

不能改 ， 但难改
”

。 在委托周 良 了解各方面意见后 ， 陈云分析了听众喜欢该书的原因 ，

同时否认了该书
“

不能碰
”

的说法 ， 认为整理该书
“

是一个重要的任务 ， 全国解放巳经十

年了 ， 如果再过十年 ， 还是老样的 《珍珠塔 》 我们是不光彩的
”

。

年秋 ， 朱雪玲 、 赵开生拼档弹唱 《珍珠塔 》 ， 陈云听后即说
“

《珍珠塔 》 是部骨

子书
”

， 在其指导下上海成立 了 《 珍珠塔 》 整理小组 ， 成员多为弹唱该书的艺人 。 年

月 日
， 陈云在杭州 听完薛筱卿夜场 《珍珠塔 》 后指出 ， 该书需要改但不要去掉其中 的

功名思想 。 月 、 月 ， 陈云又分别听了薛小飞 、 邵小华以及尤惠秋 、 朱雪吟演

唱的 《珍珠塔 》 选回 。 经过反复观看并认真研究后 ， 月 日
， 陈云在上海同李太成 、

吴宗锡 、 周 良以及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何占春等讨论 《珍珠塔 》 的整理问题 。 鉴于该书在

社会上的影响 ， 陈云认为关于整理的讨论应该保持在内部 ，

“

原封不动
”

、

“

割裂
”

、

“

全部

否定
”

、

“

半肯定
”

（ 指照原本从
“

二次进花园
”

开书说到
“

打三不孝
”

等做法都不可取 。

整理中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 因此陈云一方面宽慰评弹界的 同志不必过分紧张 ， 另一方面

又要求评弹界慎重的整理该书 ，

“

整理本 ， 不但要做到 内容好 ， 而且也要做到词句好
”

。 陈

云希望在整理中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参加 ， 同时应考虑艺人的意见及观众的反映 ，

“

东西 （ 指

意见及整理本 ） 越出来得多 ， 我们做结论越好做 ， 最后定本可 以把所有好的东西吸收进

去
’ ’

， 坏的东西可以做反面教材 。 在整理方法上
， 陈云认为应当定期召开上海 、

苏州联席会议
，
交流整改经验 ， 苏州 、 上海按档期分头试验

， 边演边改
； 整理本可以多

些 ， 各人唱各人的 《珍珠塔 》 ，

“

上海可以有上海改的 ， 苏州有苏州改的
，

一个地方也可 以

有几种改法
”

。 另 外 ， 不能仅限于上海 、 苏州 ， 还应到小码头 、 小乡镇演出
，

同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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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应到不 同的阶层 中试演以便广泛听取意见 。 不听书没有发言权 ， 陈云希望各级分管干部

都要听一下各种整理本以期 比较研究 ，

“

凡属改过的脚本的演 出 ， 都要设法把它录音
”

，

“

不

听书没有发言权
”

，

“

行政干部没有很多时间去书场听书 ， 听录音是很好的办法
”

。

不仅提供方法上的指导 ， 陈云亦以极大的热情从书情的角 度指导 《珍珠塔 》 的整改工

作 。 年 月 底 ， 陈云听完了朱雪玲 、 卞迎芳演出的整改过的第 回 《珍珠塔 》 后 ，

又两次与周扬从书情的角度交流整改意见 。 月 日
，
陈云写信给吴宗锡

，
在肯定整改

工作的必要后从书情方面提出 了 自 己的看法 。 陈云认为修改后的第 回书 ， 从二进花园

起 ， 书路没有什么大改 ， 但方卿 、 陈廉两个人物大变了 ， 改得有些突然 。 对于方卿假中

状元羞辱姑母 ，
陈云觉得很勉强 ，

“

很难设想一个落难的书生 ， 到陈府去寻母 ， 以后竟发

展到假装中状元来羞姑母
”

。 他认为这样的书路还有另外一个缺点就是表露出方卿是
“

滑

头
”

、 不老实 ， 因此陈云建议方卿不做官这一点还要再考虑 。 把陈廉设置为反面人物 ， 假

道学 、 想懒婚 ， 在陈云看来
“

在陈廉口 中 （ 对方卿母 ） 始终未表面化 ， 表里不一

， 不痛不

痒
”

； 因此 ， 把陈廉改为反面人物也不容易 。

整改 《 珍珠塔 》 人物定位是关键 ， 当时
一

些人认为方卿做官后羞辱姑母不妥当 ’ 官是

皇帝的走狗 ， 是否定的对象 ； 还有人提议 ， 方卿假装做官羞辱姑母而后去投奔李闯王闹革

命、 推翻明 王朝统治去 了 ， 并称这是一个光明的结局 。 陈云认为当时读书就是为了做

官
， 多个进士才 出一个状元 ，

做官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 在同苏州 市委书记王人三以及

凡
一

、 周 良等谈话时 ，
他提出 ：

“

方卿不能代表农民
， 不要希望他革命 。 因为社会上有势

力
， 所以才有 《珍珠塔 》

”

。 在此思想指导下 ， 艺人朱雪玲在弹唱 《 珍珠塔 》时 ，

“

采

用多种方法 ’ 尽量做到剔除宣扬封建迷信的糟粕 ’ 修改不合理的情节 ， 突出批判人情势利

这个主题
’ ，

。

陈云对于 《 珍珠塔 》 的整改工作付出了 大量的精力 ， 可以这样说 ：

“

当代任何一个

《珍珠塔 》 名家或评弹研究工作者 ， 都不一定能听全那么 多回书 ， 调查研究得那么细致深

入
”

。 也正是因 为在整改中吸收了陈云诸多宝贵意见
， 才

“

使得 《 珍珠塔 》 在思

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大有提高
”

。

三 、 陈云与评弹书目的创新

陈云在强调保存和整理传统书 目 的同时
，
从时代的需要和推陈出新出发

， 要求继续把

新书搞好 。 他指出 ：

“
一方面挖掘传统书 目 ，

一方面还是要继续搞好新书 目 ， 而且这是主

要的工作
”

，

“

斩尾 巴 运动以后出现的二类书在数量 、 题材范围 、 唱篇 比重等方

面丰富和发展了评弹书 目 。 年 月 ， 陈云在杭州 同浙江省文化局副局长李碧岩等谈

话时强调评弹艺术要研究改革 ， 要有创造 ，

“

假如老的七分好 ， 新的只有三分好
，

我们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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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倒是要先鼓这三分好的 ， 让它经过反复捶炼变得更好
”

。 在同上海市文化部门领

导谈话时
’ 他再次强调要发动评弹艺人创作新书 目 。 此后 ，

在同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郑山

尊等座谈时 ， 陈云又一次提到评弹新书 目 的创作问题 ，

“

要努力搞好新书 目 的创作 ……新

书开始时不要怕短
，
有了短的就会有长的 。 新书开始时粗糙一些是难免的

，
好比拉面条就

是由粗到细……要扶植新书
，
对创作新书的人 ， 不要挫伤他们的积极性

”

。 由 此可

以看出陈云对评弹新书 目 的迫切期待之情 。

在 年 月 的一次谈话中 ， 陈云表达了对新编长篇书 目 的期望 ，

“

应在新改编的长

篇书 目 中 ， 选一

、 两部 （ 不是才子佳人题材的用 目 ， 争取在二 、 三年内提高到传统水平 ，

以打破传统书 目 大部 以才子佳人 ， 爱情故事为内容的情况
”

。 对于新长篇卖座率差的问题 ，

陈云积极鼓励演员 ，

“

不怕初期的缺点和卖座率差 ， 坚持努力改进 ，
必须能把新长篇的演

出提高到传统书的艺术水平
”

。

根据小说或其他戏曲节 目 尤其是解放区作品整理改编新书 目是推陈出新的捷径 。 如同

整理传统书 目
一

样 ， 陈云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评弹新书 目 的创作 中 。 年 月 ， 在听

完 《野火春风斗古城 》、 《 林海雪原 》 以及 《苦菜花》 三部新编长篇评弹书 目 以后 ， 陈云提

出用戏剧 （ 电影 、 小说改编的长篇书 目 ， 必须对原稿有所增减
，
对故事情节在前后次序

上可以有所调换
， 演出时不能平铺直叙 ，

应抓住关子深刻描写
，
演员要尊重评弹艺术的特

点 ， 不必为新书角色不突出而发愁 ， 应该把大量精力放在研究说表上 。

《 林海雪原 》 、 《青春之歌 》 是当时反响比较好的新编现代书 目 ， 为了提髙新书质量 ，

陈云多次与演员 、 创作人员 以及主管干部交流探讨 ， 帮助他们总结经验 。 年秋 ， 听

完了 陆耀良 的 《 林海雪原 》 后 ， 陈云对陆耀良说 ：

“

说新书不容易 ， 要不断磨砺 。 给你十

年时间 ， 你能将 《林海雪原 》 说得像 《 三 国 》
里周瑜吐血那样 ，

一

个细节能说上一

个小

时 ， 那就成功了
”

。 在谈话中 ，
他还鼓励陆耀良到东北地区实地考察一下 。

年 月 日
，

陈云在杭州 同周 良以及陆耀 良 、 郁树春等演员谈话
，
认为像 《 林海雪原 》

这种从小说改编的新书
， 要有更生动的描写和必要的扩充

， 要有抒情
， 不仅是形容 ， 而且

要夸张 。 情节可以去掉一些 ， 该突出 的要突出
， 要有增删和借鉴 。 他鼓励演员去熟悉历史

知识 ，

“

应该知道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 ， 地形如何 ， 敌我形势如何 ， 座山雕是什么样的人 。

这样才能说得清楚
”

。 在陈云的鞭策下 ， 陆耀良不断在
“

细
”

字上下功夫 ， 增加了

《 三试杨子荣 》、 《 真假胡彪 》 等小说中没有的 内容 。 经过努力 ， 《林海雪原 》能够说到 回
’

每 回两个小时 。

弹词 《青春之歌 》 是评弹艺人赵开生 、 石文磊根据小说改编而成的 。 在该书改编过

程中 ， 由于赵开生对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 、 世纪 年代大学生的思想感情 、 精神面

貌 、 外形特点及党的方针政策等不熟悉 ， 导致编演均 比较平淡 ， 甚至出现了基本史实的错

误 。 年 月 日 ， 何占春将弹词版 《青春之歌 》 的录音带送给陈云 ， 听完录音上

集后 ， 陈云于第二天给吴宗锡 、 何 占春等写信 ，
指出该书不合史实的两个错误。 第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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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余永泽给佃户魏老三一元钱 ， 并说
“

这一元钱只能买两个大饼
”

； 第 回 中卢嘉川讲到

“

日 本占 了我们地方 ， 卖 国政府签 了合约 ， 北京人民在一九二六年三月 十八 日 开会反抗 ，

蒋介石部队开枪杀死人民
”

。 陈云在信中讲到 ，

“
一九三七年抗战以前 ， 虽然物价也在微涨 ，

但币值基本上稳定的 ， 那时一元 ， 其购买力约等于 目前人民币 的二元五角 或三元
”

。 第

回 中的枪杀事件其实是大沽口事件
，

“

开枪杀人的是段祺瑞 （ 当时叫段执政 ， 等于临 时总

统 ）
， 北伐军还没有到北京 ， 不是蒋军开枪

”

。 为此 ， 陈云在信中还专门摘抄了一

段 《 中国革命史讲义 》 中关于 三一八
”

惨案 的叙述 。 为 了方便评弹演员在编写书 目 时

考査核对历史 、 地理等信息 ， 陈云又送给上海市人民评弹团一册 《 简明 中 国通史 》、

一本

《 中 国分省地图 》、

一部 《 辞源 》 ， 其中后两本书是他用过的旧本子 。 月 日
， 陈云再次

给吴宗锡写信 ，
指出 了赵开生 、 石文幕在表演技巧上存在的 问题 ，

“

听来还感觉太单调 、

太戏剧化 、 太像小说 （ 指对白 ） ， 评弹中 固有的那种夸张的说表 、 轻松的说表还不够
”

。 如

第 回 （ 北大操场三一八纪念会 、 第 回叛徒戴瑜与林道静的谈话等 。 为鼓励青年演

员 、 鼓励创作新书 ， 陈云对该书还是持肯定意见
，

“

应该说总的说来这十三 回书是好的 ，

初说有这样成绩是很好的 。 继续改进必有更好成绩
”

。

月 日 ， 陈云在上海与李太成、 吴宗锡等再次谈了对 《 青春之歌 》 的看法 ， 该书

穿插 、 噱头太少 ， 回书中 只有两处用到噱头 ， 评弹中没有穿插和噱头是寂寞的 、 不生

动的 。

“

赵开生 、 石文磊两个青年艺人 ， 我很喜欢 。 但是他们说的书除了两回之外 ， 其他

都使人觉得太重 ， 九十九斤半。 我要不是为了研究这部书 ’ 实在是不想听的
”

。

虽然说不想听 ， 但为 了提高新书 的编说质量 ， 陈云仍然在不厌其烦地听 。 年

月 日 到 月 日期间 ， 上海市人民评弹团
一行十余人赴北京 、 天津 、 安徽等地巡回演

出 。 同年 月 ， 石文磊等改编 《 青春之歌 》 时 曾希望去拜访小说作者杨沫 。 在北

京演出期间 ， 陈云委托工作人员送他们到杨沫处请教 ， 同时还安排他们参观了北京大学 、

清华大学以及 红楼
”

、

“

民主广场
”

等旧迹 。 月 日
， 陈云从南京回到北京

， 第二

天晚上他即到北京剧场来听书 。 演出完毕后 ， 陈云到后 台看望演员 ，
与演员们交流感想 。

月 日
， 陈云又来听书 ， 休息 时他同 国务院有关领导 同志齐燕铭 、 夏衍等与赵开生 、

石文磊等讨论 《青春之歌 》。

①
在这次谈话中

，
陈云提出

， 并不是每部长篇小说都能改编为

评弹 ， 把小说改编为评弹必须要有所取舍 ， 要变 ， 要拆卸改造 。 改编的具体方法则为
：

串

线 （ 即拽直书路 、 排回 （ 把回 目 排定 、 找噱头等 ， 在演 出 中演员应尝试利用哑喉咙 、

鼻子等 。

“

说新书要严肃 ， 但也要活泼 。 要学习传统书 的
一

些艺术技巧 ，
加进穿插

① 《 陈云年谱 》 下卷 （ 中央文献出 版社 年版 ） 第 页记述的陈云听书时间为

月 日 。 笔者根据上海市档案馆所藏 《 陈云同志对评弹的意见 》 （ 第 页以及 《 上海市人

民评弹团关于赴京 、 津及安徽各地演出 的小结 》 （ 第 页记载
，

“

我们初到北京时 ， 陈副

总理正因公外出
，

不在北京。 月 日 他回 到北京
，

月 日 晚上即到北京剧场来听书……第二天因有
‘

礼拜天
’

节 目演出 ，
又来听书

”

。 可知
，

陈云在北京听评弹应在 月 日 而非 月 日 。



	

推陈 出新 ： 陈云与 世纪 年代初评弹书 目 传承

和笑料。 光有骨头不行 ， 还要有血肉 。 听众白天工作 ， 已经累了 ， 晚上买票再来上
‘

政治

课
’

， 就更加吃力了 。

”

除了从方法上对青年艺人进行指导
，
对于新书书情的

设计陈云亦提出 自 己 的看法。 在交谈中演员赵开生提出要在编说中把余永泽作为主要对立

面来写 ， 但党的骨干 （ 如学生运动领导人卢嘉川等 ） 写不好 。 陈云认为以余永泽作为对立

面不妥 ， 他不是当 时反动势力的典型代表人物 ， 对立面应考虑放在胡景安 、 蒋孝先等人身

上
；
编写中不要把党的领导人神秘化 。 陈云鼓励演员们 ， 对于改编新书

“

不要怕失

败
， 不要怕犯错误。 能打胜仗的将军 ，

一定是打过败仗的
”

。

《青春之歌 》 陈云反复听了多遍
，
他曾希望三年改好一部书 ， 后来表示该书要

“

追加

预算
”

， 每年只求改好一两 回 ， 希望 年内将其编好 。 但
“

文化大革命
”

的爆发 中断了

《 青春之歌》 的编说工作 。

“

好人倒霉
”

、 苦戏太多是新编革命题材长篇书 目 的普遍现象 ， 长篇弹词 《 苦菜花》 尤

其突 出 。 郁树春 、 曹织云档 《苦菜花 》 共 回
， 其中 回

“

好人倒霉
”

， 听众感觉过于沉

重 ， 很难坚持听下去 。 谢汉庭 、 丁雪君档 《 苦菜花 》 基本都是
“

好人倒霉
”

， 好人胜利只

在最后半个钟头说到 ’ 使人接受不了 。 陈云认为 ， 我们需要革命题材的书来教育青年 ’ 使

他们不致忘记历史 ’ 懂得人民政权来之不易 ’ 但是长篇书 目 不能连续七八天尽是
“

好人倒

霉
”

，

“

不能只写流血牺牲这
一

面 ，
还要写胜利这一面 ， 以鼓舞人民

”

。

《 苦菜花 》 如果照原小说演述 ， 势必好人倒霉的 比重太大 ， 因此陈云提 出 了说这类书

的原则 ： 即在全书中贯彻一条革命胜利的主线 ，

“

有时某个革命者在小说中牺牲了 ， 但在

评弹中可以不死 ， 因为他的不死象征革命胜利 。 传统书中
‘

逢凶化吉 ， 遇难成祥
’

是有它

一

面道理的 ， 因为这正合乎历史事实和人民要求的
”

。 年 月 日 ， 陈云再

次提出新编长篇中苦戏的 比重问题 ， 指出艺术演 出和革命传统教育是两回事 。 革命时期艰

苦奋斗是要宣传的 ’ 但这样的 内容不
一

定适宜长篇评弹这种艺术形式 ， 长篇评弹应该有别

于电影 、 戏剧乃至 中篇 、 短篇评弹 。 他赞扬了评弹版 《林海雪原 》 中杨子荣不死这样的艺

术处理。

陈云关于评弹书 目 整 旧与创新的很多意见 ， 对评弹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

用 。 他曾 自 称是
“

搞穿衣吃饭的
”

，
对于评弹只是以

“

老听客
”

的身份随便谈谈 。 然而他

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
根据评弹艺术的发展规律

’
把党的文艺方针、 政策同评

弹实际相结合 ，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意见 ， 形成了独特的文艺思想 。

即使在文化界的领导人中也极少有像陈云那样 ， 对一

门艺术做如此全面深人地研究 、 发表

如此系统精辟的指导性意见的 。 在陈云的积极推动与热情参与下 ， 世纪 年代末

年代初 ， 相当数量的评弹传统书 目 被保存与传承下来 ， 大量评弹新书 目 不断推 出 ， 不

仅促进了评弹艺术的健康发展
，
而且对当 时其他艺术门类的整旧与创新也具有重要的借鉴

意义 。 正是由 于陈云的关爱与推动才使得评弹书 目得到很好的保存与传承
，
诚如老艺人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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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梅所讲 ： 陈云对评弹事业的关心不仅是出于个人爱好 ， 更是为了保存和发展这门传统艺

术 ， 这是评弹界的一大幸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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