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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姜言明 报道
本报肥城讯 7月15日上午，中国邮政集团在“中

国佛桃之乡”肥城市举行《水果(一)》特种邮票首发仪
式，肥城桃名列其中，肥城再增一张璀璨的文化名片。

据了解，这次《水果(一)》(桃)特种邮票的发
行，是继《桃花》特种邮票发行之后，又一次发行与肥
城历史人文、旅游文化相关题材的邮票。中国集邮总公
司党委书记李永明说：“这是我国发行的第一组水果系
列邮票，该套特种邮票共4枚，分别为桃、苹果、石榴、金
橘，汇聚了中国四方最具代表性的品种，具有深厚的文
化底蕴和较高的鉴赏、收藏价值。”

据悉，《水果(一)》邮票采用香味油墨工艺印
制，邮票将散发出淡淡的果香，同时艺术性地运用肥
城著名的桃木木雕工艺，创造性地将邮票与桃木木雕
巧妙融合，精心制作了《水果》邮票桃木木雕系列产
品，是我国首次使用桃木雕刻工艺制作的集藏品，具
有美好的寓意和极高的收藏价值。

□ 孙立生

2013年夏日，我应邀到一所大学举办关
于相声欣赏的讲座，在临近结束时的提问环
节中，一位大学生冲我“发难”——— 虽未离开
所交流的相声范畴，但提出的却是一系列“脱
口秀”之问。显然，在他乃至当下很多观众的
认知里，脱口秀和相声并无多大差异，都是通
过语言表述逗人愉悦、开心的曲艺形式。面对
这位年轻人即兴提问，我只好亦只能“即兴”
面对。

“脱口秀”是从始至终地“我说”，

相声则是跳进跳出地“说我”

问题一：当下周立波、王自健等的脱口秀
颇受欢迎，大有取代相声之趋势。你如何看待
这些？

我认为，“脱口秀取代相声”——— 这不是
“问题”只是“话题”。若相声不思进取，完全可
能衰败直至消亡。但其理由一定是由于相声

“自我完善”的体制、机制出了问题，而与“脱
口秀”的兴起无关。相声有百年以上的历史，
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统，较为科
学的体系，它有自己的传统、队伍、行规、师
承、流派、经典作品、技术技巧手段及其理论
等等。马三立、侯宝林、马季、姜昆等，他们的
表演风格可以大相径庭，但却无一不符合相
声艺术的共性规律。而脱口秀呢，在中国似乎
还属于一个“泛艺术”范畴，当下走红的“脱口
秀”，除了周立波、王自健等，还包括了相当数
量在荧屏用方言“说新闻”的“角色主持人”，
很难寻找到他们之间的“共性”联系。

脱口秀与相声的界限或差异，有这样几
点：首先，“脱口秀”是从始至终地“我说”，相
声则是跳进跳出地“说我”。其次，“脱口秀”面
对“话题”或“事件”作评说——— 它直接扮演着
正义的角色，相声则围绕“主题”或“人物”去
演绎——— 其中的“情理”，交给观众自己去品、
去悟、去琢磨。第三，从本质意义上说，有些

“脱口秀”只是“取艺”——— 艺术不过是其取用
的元素；相声则是曲艺——— 是曲折、含蓄、委
婉表达的艺术。

诚然，大多数的观众，他们永远不会在意
相声与脱口秀之间的差异。谁能让大家笑得
开心且受益，他们便会成为谁的拥趸、粉丝。
由此，脱口秀的“兴”和相声的“衰”，便成为一
个不容忽视的“社会话题”——— 寻找它们兴与
衰的理由，即为什么兴？为什么衰？这对所有
热爱、关注它们命运的人，是一种清醒和理
性，亦是一份责任与担当。

脱口秀与相声的共性品质

问题二：哪些是脱口秀与相声的共性品
质？

相声大家马季说过：相声将来的发展趋
势可能是脱口秀。我曾在一个场合讲，最具
中国特色的脱口秀就是曲艺里的一种形式，
即见啥唱啥，且唱得巧、唱得妙、唱得美，
唱得灵活、生动、智慧的“数来宝”。脱口
秀与相声的亲密，由此可见一斑。前几年，
我曾对一档定位为“曲艺式新闻”、取名为
《拉呱》的电视品牌栏目做过追踪式的调
研。说到家，它就是一档电视新闻类的“脱
口秀”。而将它主持“火”的，是一个青年
相声演员。此人的成功，其相声素养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对其“作用”的总结，
也许说出了脱口秀与相声的共性规律。我的
概括是这样几句话：1、因为要“逗”，所
以都要“斗”。很多受众看脱口秀也好、听
相声也罢，都是冲着它们可以逗乐来的。殊
不知，“逗你玩儿”的本质是一种“智慧博
弈”——— 逗即斗。2、因为要“嘲”，所以
都要“潮”。嘲弄丑恶、针砭时弊，这是脱
口秀和相声共同具备的优秀品性。若想
“嘲”得有力，必须深入到时代与生活的大
潮中去，即只有真正了解生活真相，才有可
能“沙里淘金”。3、因为要“近”，所以
要“进”。大众艺术形式的与时俱进，其目
的是为贴近其时代的广大受众，即，所有之
“进”，无一不是为“近”所服务。4、因
为要“话”，所以都要“化”。脱口秀与相
声最终拼的绝对不是“记性”，而是“即
兴”，是轻松、不经意间地思想、情感的表
述。由此，必须善于将学到的东西“化”为

己有，如此才可能使之成为一种自然、生
动，深入浅出的语言艺术。 5、因为要
“名”，所以都要“明”。每种艺术，发展
到一定高度，都是“人格化”的呈现。而名
至实归的“符号性”人物，都十分明白、懂
得所从事艺术或行业的本质及其规律。

脱口秀是相声发展的生态变异

问题三：不少相声演员改弦易辙做脱口
秀后“火”了，这种现象说明什么？

其实，探究“火”背后的原因，比探讨“火”
的现象更有意义和价值。“火”，既不能证明脱
口秀成名易，亦不能由此便断言相声出名难。
一种艺术形式或行当的兴衰，其中的原因极
为复杂。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主客观条件
缺一不可。曲艺不仅仅是一种源自民间的传
统艺术形式，更是一种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力”。电影演员张
国立、刘威、梁天等，成名后始终将早年曲艺
文化的滋养和培育挂在嘴边。我相信，他们这
不是作秀而是发自心底的真诚话语。我在追
踪那位将电视《拉呱》做得风生水起、家喻户
晓的主持人的时候，他矢口否认自己的成名
得益于“改行”，而坚持说他的《拉呱》是对“另
一种相声”的探索。由此，我便愿意接受某些
学者所言“脱口秀是相声发展的生态变异”的
说法。而从这样的视角看，我们所要研究的，
除了“人的变化”，还应研究“形式的变化”、

“观众审美心理的变化”，乃至“时代的变化”
等多种“变化”。只有如此，才能发现与发掘出
脱口秀“兴”、相声“衰”的理由与真相。

脱口秀成长于“即兴”，

相声衰弱于“记性”

问题四：脱口秀受到普遍喜爱，尤其是被
年轻人所青睐，它对相声的自我完善有哪些
启迪与启示？

首先是“思”的深入。记得曾在网上读过
一篇来自香港的评论，它认为，周立波赢得观
众共鸣，非但不是浅薄迎合，而是其思想的深
入与深刻。该文举例说了周立波对改革开放
三十年来，人们衣食住行方面的许多“独特发
现”。其次是“度”的平衡。这里所言的度，是指
周立波等，在“批评”和“语言”方面，“火候”把
握得较为准确，或者说“分寸”掌握得比较得
当。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相声：它们的“批
评”，或隔靴搔痒或将被批评者羞辱于死地；
它们的语言，或是抽象概念或者庸俗不堪。
第三是“通”的智慧。将腹中知识融会贯通
本是相声家的硬功夫。但今天的曲艺舞台，不
缺少实口实词、死记硬背“喊相声”甚至“唱相
声”的，而像马三立、侯宝林、苏文茂、高英
培等那种台风极其松弛、甚至与“拉家常”无
二的“说相声者”则稀有罕见。即兴表达的美
感享受，我们反而可以通过一些优秀的“脱口
秀”得到。无论是看周立波的《一周立波秀》、
王自健的《今晚“80后”脱口秀》，还是看我们
家乡电视频道的《拉呱》，它们的“垫话”常常
让人叹为观止，它们的“现挂”往往令人惊喜
不已。曾几何时，相声看家的“活路”与“能
耐”，竟成了脱口秀的“杀手锏”。于是我才说，
脱口秀成长于“即兴”，相声衰弱于“记性”。

尊重并研究脱口秀与相声的

“同与不同”和“似与不似”

问题五：怎样的素养可以让脱口秀与相
声一起走进历史，成为永恒？

首先，重视积累。相声大师侯宝林、马三
立、马季等，本身学历不高，但“学习力”却支撑
他们走过完美一生。马季的生前好友、曲艺名
家赵连甲曾多次提及马季的“习惯”：他随身不
离小本本，随时记录着他独特的发现与感悟。
周立波说他每天的彩排就是大量阅读，他订阅
了许多报刊，十几年如一日，从来没有停止过
学习、发现和思考。

其次，善于变通。有人说，侯宝林、马三立
的相声里，不少取材于西方幽默。比方，侯宝
林塑造的那位“将手电光视为柱子爬”的中国
醉汉，原本就是一则外国笑话。由于我有辑录
报刊各类精彩“说法”习惯，亦曾多次在《一周
立波秀》中听到过“似曾相识”的话语。

第三，顺应规律。具体地说，尊重并研究脱
口秀与相声的“同与不同”和“似与不似”，注重
它们各自内在的艺术特征及其规律，了解其审
美功能，是保障并促进它们共同长期、健康发
展的前提和原则。艺术理想的本质，就在于“使
外在的现象符合心灵，成为心灵的表现”。

(作者孙立生系山东省曲艺家协会主席)

徜徉在彼此的“似与不似之间”
——— 关于脱口秀与相声“界限”问题的对话

□ 马延岳

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文心雕龙·知音》
云：“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
圆照之象，务先博观。……是以将阅文情，先标
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
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行，则优劣见
矣。”

刘勰以音乐(“知音”)为篇名谈文学，对
美术也一样需要“知音”的评论与鉴赏，作为

“知音”之核心的“六观论”，至今仍是我们进
行文学或美术批评与鉴赏活动的重要参照。

中国画始自临摹，

外国画始自写实

一观位体，包括体裁和体要。体裁是作品
内容的外在表现形式，与历史环境、时代特征
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等关系密切。同时通过对体
裁的选择，以及活跃多变的体裁形式，可以体
察到艺术家的个性气质、人格精神、审美情趣
和艺术追求等综合面貌。如中国古代文人墨客
抒怀写志、表情达意的文学体裁——— 诗和词，
尽管都有韵律节奏的特定要求，但两者却存在
着明显差异：诗言志，词抒情；诗庄重，词婉约；
诗之境阔，词之言长。又如传统的中国画与西
洋画皆以古典的和谐美作为美的理想，但由于
各自民族历史和文化环境的不同，而体现出中
西两种风格特色。蔡元培先生指出，在“入手手
法”上，中国画始自临摹，外国画始自写实。在
韵味上，“中国画，与书法为缘，而含文学之趣
味。西人之画，与建筑雕刻为缘，而佐以科学之
观察，哲学之思想。故中国之画，以气韵胜，善
画者多攻书而能诗。西人之画，以技能及义蕴
胜，善画者或兼建筑、图画二术。而图画之发
达，常与科学与哲学相随也。”

画梅须有梅气骨，

人与梅花一样清

二观置辞，指的是修辞手法，即分析作品
语言符号的含义和特点，看其“文辞”在表达
情理上是否确切。造型艺术中常用的修辞手
法主要有象征、夸张、变形、对比等。如其中的
象征手法是根据事物之间的某种联系，以生
动、简洁的形象对事物的特征进行描绘和渲
染，化抽象为具体，从而引发观者的联想和想
象，增强所描绘事物的深刻性及感染力。中国
文人画家将梅、兰、竹、菊视为“谦谦君子”的
象征，通过梅之映雪耐寒、冰肌玉骨，兰之空
谷幽香，孤芳自赏，竹之高风亮节、虚心刚直，
菊之凋而不谢、凌秋斗霜等，以寄托理想，表
达正直、虚心、纯洁而有气节的思想感情。正
所谓“画梅须有梅气骨，人与梅花一样清。”

表现手法上作品能否推陈出新

三观通变，“通”指继承；“变”指创新。看
作品在表现手法上的继承与变化，是否能做
到推陈出新。如果说北魏时期的佛教造像在
形式风格上尚带有印度或西域样式影响，那
末南北朝的佛教雕刻则融合汉族士大夫的审
美时尚，形成褒衣博带秀骨清象的崭新风
貌。隋唐时期的石窟造像雕刻手法更加流畅
而娴熟，创造出完全民族化以及“情性笑言
之姿”的造型风格，不仅体现着大唐帝国博
大、雄强的时代精神，同时反映出雕塑匠师
卓越的创新理念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力。19世
纪法国印象主义在现代光学理论与实践的启
发下，将光与色的科学观念引入绘画，并根
据画家自己眼睛的观察和直接感受，表现大自
然微妙的色彩变化，从而突破传统的固有色观
念，完成了绘画中色彩造型的变革，创立了以
光源色和环境色为核心的现代写生色彩学，为
其后如火如荼的现代艺术提供了足资借鉴的
视觉文本。

奇即连于正之内，

正即列于奇之中

四观奇正，《孙子兵法·势》：“凡战者，以

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
如江海。……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
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
之哉！”刘勰借此概念用之于文学品评，我
们认为有两种含义：其一，奇与正相对。通
过与同时代其他作品比较，看该作品的手法
及风格是正统的，还是新奇的。中国清代中
期的“扬州八怪”，重视抒发个性，提倡风
格独创、自立门户，因“奇拙狂放有新
风”，与当时统治者标榜的以“四王”为代
表的“山水正宗”、以恽南田为代表的“花
卉写生 正 派 ” 颇 相 径 庭 ，故被 目之为
“怪”。其二，奇与正相融。看其“置陈布
势”是否严谨妥当，或作品结构与风格是否
多样统一。中国明代书法理论家项穆《书法
雅言·正奇篇》云：“书法要旨，有正与
奇。所谓正者，偃仰顿挫，揭按照应，筋骨
威仪，确有节制是也。所谓奇者，参差起
复，腾凌射空，风情姿态，巧妙多端是也。
奇即连于正之内，正即列于奇之中。正而无
奇，虽庄严沉实，恒朴厚而少文；奇而弗
正，虽雄爽飞妍，多谲厉而乏雅。”文艺复兴
巨匠达·芬奇的壁画《最后的晚餐》，构图上将
一排人和桌子形成平行线，以造成向左右延
伸的感觉，神情各异的十二个弟子(每三人一
组)结构紧凑，通过波浪状层次的高低、疏密、
开合、急缓等有节奏的处理，使耶稣镇定自若
的形态与周围紧张激动的情绪形成对比。主
次合理，动静互映，形成一个穿插变化又相互
统一的整体。

为万虫写照，为百鸟张神

五观事义，即看作品题材的选择，看艺术
家所描绘的对象是否生动、典型，是否符合作
品塑造形象、反映生活、表现主题、传达情感
等的需要。中国现代画家齐白石重视观察花
鸟虫鱼的特点，揣摩它们的精神，“为万虫写
照，为百鸟张神”。他的题句非常诙谐巧妙，如
画两只雏鸡争夺一条小虫，“今日相争”的画
面，却冠以“他日相呼”的画题，对立中体现着
和谐，争斗里蕴含着友爱。一幅《棉花图》题

曰：“花开天下暖，花落天下寒”。同时他还将
老鼠、油灯、算盘、锄头、柴耙等引入画中，传
达出浓郁的生活情趣及深刻的人生哲理。意
大利画家莫兰迪一生孤寂、平凡，厮守着生活
中的坛坛罐罐，用静物演绎着艺术的真谛。

“我本质上只是那种画静物的画家，只不过传
出一点宁静和隐秘的气息而已。”那些随意组
合且呈中间色调的坛坛罐罐，反映的却是整
个宇宙的状态，表现的是一个纯化的精神世
界，并静静地释放着最朴实的震撼力以及直
达内心的快乐与优雅。它和中国的山水、花鸟
画艺理相谐，殊途同归。

艺术语言的音乐性

六观宫商，宫商角徵羽属于中国古代音
阶中的“五音”。即看艺术语言的音乐性，
看其音韵声律是否完美，是否与所表达的思
想感情相吻合。从时空关系上看，“音乐是
流动的建筑，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歌德)。
建筑如此，雕塑、绘画等莫不如是。荷兰风
格派创始人蒙德里安因晚年居住于美国纽
约，对该地的百老汇街非常熟悉，同时又特
别喜欢当时街面流行的美国爵士乐，于是即
兴创作出名画《百老汇爵士音乐》，作品仅
由抽象的线条与色彩构成，便使人联想到爵
士音乐新奇的音色运用、独特的爵士和弦与
极其复杂的节奏感。篆、隶、楷尤其行、草
书里面那种浓淡虚实、轻重疾徐、抑扬顿
挫、穿插交叠，通过视觉的点线运动，犹如
乐音的轻重、高低、长短、曲直、强弱、单
复等变化，构成曲尽其妙的节奏感与旋律
美，同时传达出书法家的艺术性灵、审美意
境和思想感情。

刘勰的“六观论”为我们建构起一个相对
客观并具可操作性的批评框架是毋容置疑
的，在这个框架中我们可以举一反三，辨别
优劣，进而穿越时空隧道，去领略彼时“感
天地，泣鬼神”的万般辉煌。因此，刘勰的
“六观论”对美术批评与鉴赏具有重要的当
代价值及现实意义。

(作者马延岳系青岛科技大学教授)

将阅文情，先标六观
——— 从刘勰的“六观论”看美术鉴赏

肥城桃登上“国家名片”

《水果（一）》邮票肥城首发

□徐速绘 报道

7月14日，在莱州市三山岛街道沙岭村乡情馆，
沙岭村村民在排练具有当地民俗文化特色的单山渔
号。今年6月，莱州市三山岛街道沙岭村的乡情馆正
式落成并向村民免费开放。乡情馆分为室外展览和室
内陈列两部分，其中室内陈列面积160多平方米。乡
情馆以文字、图片和实物多种形式介绍了村庄的基本
情况、历史沿革以及特色民俗文化，成为全方位留住
乡村记忆的一个有效载体。

留住浓浓的乡村记忆

□赵玉国 报道
7月12日，一名聊城大学学生在绘制廉政主题折

扇。当日，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大学生志
愿者举行“彩绘廉政扇，尽吹廉政风”彩绘折扇活
动，同学们在扇面上描绘倡导廉政、反对腐败的漫
画、标语，宣传倡导廉政文化。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7月26日晚，一场钢琴独奏音乐会

将在山东师范大学田家炳音乐厅举办。与其他大型音
乐会不同的是，这次音乐会的主办方是山东师范大学
附属中学，钢琴独奏主角是山东师范大学高中二年级
学生张育铭。

作为山东省中学生交响乐团的钢琴首席，张育铭
2008年7月获得第五届“星星火炬”中国青少年艺术
英才推选活动全国总决赛金奖；2008年8月获“相约
文博会·斯特劳斯杯”山东钢琴大赛银奖；2011年9
月获“第五届长江杯亚洲青少年音乐比赛”济南赛区
选拔赛一等奖；2013年7月获“第四届KAWAI亚洲钢
琴大赛”山东赛区少年肖邦专题组第一名。

张育铭所在的山东省中学生交响乐团，是全国知
名的由在校中学生组成的音乐团体，组建10年来，在
国内外数十次比赛中荣获一等奖。

在校高中生

将赴大学校园办音乐会

□张会敏 报道
本报日照讯 日照市把市直文化单位130多个文

艺演出节目，整合成15个专场文艺演出，形成节目备
选库，需要者可以“点单”。该市探索建立文化配送
双向互动新模式，实现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需求的有
效对接，真正把文化成果送到群众的心坎上，今年计
划组织“五进”活动400场，目前已举办90场。

据介绍，日照市创新文艺演出、书画、电影、图
书进农村、进社区、进工地、进军营、进敬老院“五
进”活动机制，把文化惠民作为服务群众的重要内
容，形成“配送”文化的双向互动模式。除文艺演出
节目形成资源库外，该市还组织了15名书画家，形成
书画家备选库；整理了种植、养殖、生活保健常识、
安全常识、环保节能知识、法律知识、文化法规等方
面的图书资料和报刊杂志，形成图书资料备选库；选
择了3100多部电影，整理成影片备选库，这些都成为
配送的丰富资源。

同时，该市在日照文化网设立专栏，把拟配送的
文化资源在网上晒出来，让群众“点单”。市文广新
局根据群众“点单”，组织文化工作者将文化大餐送
上门，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丰富多彩的文化服
务。

日照双向互动“配送”文化

□卢鹏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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