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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人类文明跨入一个全新的时空。
不管是否愿意，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乃至每一个人都被这个时空一网打尽；无论是否承认，每
一种文化传统，每一种文化元素，甚至每一种文化基因都面临着决定性的选择。
因为，凭借科学技术原创而生发的文化创新正在超强提速，伴随全球一体化而弥散的文化消费令人眩
目。
当此考验，开放的中国生机焕然，不仅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增长，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而且重
视和谐文化的建设，既立足于本土、传统、民族，叉面向世界、现代、未来，弘扬中华文化，共享人
类文明，致力干推动和谐世界的进程，引起全球性的关注。
在实现社会转型，以及工业化、城市化、后工业化等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没有惊慌失措，我们没有麻
木不仁，我们更没有放弃责任，而是登高望远，审时度势，科学决策，精心部署实施，解决了观念、
人才、技术、资金、市场等方面的困难，进行了各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转型、创新、开发等实践
，发展了文化生产力，协调了文化生产关系，实现了文化转型，确保了国家文化安全，参与了当代世
界多元文化的创造与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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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评书艺术发展到今天，新传播方式与传统传播方式并立，新内容与传统内容并存，保持传统、锐意创
新使这门古老的艺术不断地良性发展，在已经拥有亿万支持者的今天，一定会与时代同步，走向辉煌
的明天。
    本书用生动的语言讲述了我国评书的发展历史，对每一个时代的经典故事作了详尽的解说，故事图
文搭配巧妙，情节生动，引人入胜。
作者抓住每一个时代的著名评书家，条分缕析，如擅说《施公案》的群福庆，擅说《包公案》的王致
廉，擅说《封神榜》的张虚白等艺术家，分别介绍了他们的艺术风格和相关的逸闻趣事，为我们全面
了解评书艺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评书，就是根据古代故事用现在的话说出来，再加以评论，谈古论今，阐述道理。
本书用生动的语言讲述了我国评书的发展历史，对每一个时代的经典故事作了详尽的解说，故事图文
搭配巧妙，情节生动，引人入胜。
作者抓住每一个时代的著名评书家，条分缕析，如擅说《施公案》的群福庆，擅说《包公案》的王致
廉，擅说《封神榜》的张虚白等艺术家，分别介绍了他们的艺术风格和相关的逸闻趣事，为我们全面
了解评书艺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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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到了明代，说书发展迅速，说书艺人发展了元代的长篇“评话”，莫后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1)莫后光与柳敬亭莫后光生卒年不详，明代松江府华亭县人，华亭县现在为上海市松江区。
儒生出身，善于说书，并以此谋生。
相传，莫后光是一代说书宗师柳敬亭的老师，在《梅家村藏稿·柳敬亭传》中记载了他传艺给柳敬亭
的一些情况。
莫后光听完柳敬亭说书后，对他说：“子之说未也，闻子说者欢，噱，是得子之易也。
”指出柳敬亭说书还未达到应有的境界，但已经可以把听众逗笑了，只是小技巧。
于是柳敬亭苦练了一段时间，莫后光听后，说：“子之说几矣！
闻子说者危坐变色，毛发尽悚，舌翘然不能下。
”这次柳敬亭说书已经进步很多了，听众已经被恐怖的故事吓得面目变色，坐都坐不稳了，不但头发
都竖起来，而且舌头翘起来都放不下去，但还差些火候。
于是柳敬亭回去再练，再次表演时，莫后光见之大为震惊，说：“子得之矣！
目之所视，手之所倚，足之所跤，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此说之全矣！
于是听者傥然若有见焉！
其竟也，恤然若有亡焉。
”柳敬亭这时已经达到了说书的最高层次，他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举手、投足，还没说话就已经
表现出人物的情绪，或喜或悲，先感染了观众。
他准备得很充分，听众听书时感觉故事好像就在眼前发生，故事完了，一切又回到现实当中，听众大
有茫然若失的样子。
这是莫后光对当时柳敬亭说书的评价，也可以看成是他对说书人技艺的要求，以及他所认为的说书表
演应该达到的境界。
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呢？
周容著《杂忆七传柳敬亭》中记载了莫后光是如何传授柳敬亭说书技艺的，他认为：“口技虽小道，
在坐忘。
忘己事，忘己貌，忘座有贵要，忘身在今日，忘己何姓名，于是我即成古，笑啼皆一。
”其中的大意就是：要忘掉自我，融化在所表演角色里。
在这段话中，莫后光用了“坐忘”一词。
“坐忘”是道家的一种修炼方式：“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此谓坐忘。
”意思就是，要放松四肢，停止思考，忘掉自己的感觉，忘掉自我，让自己融化在宇宙万物之中，这
就是“坐忘”。
莫后光引用“坐忘”一词，是要求说书人忘掉自己的事情，忘掉自己的相貌，忘掉观众，忘掉时间，
忘掉自己是谁，自己就是要表演的角色，角色的哭与笑就是自己的悲与乐。
把自己化成角色，达到这种境界是需要下苦功的，要做很多功课，要洞悉角色所处的时代，要了解角
色的性格、情感，有了深刻的感受后，才能够“于是我即成古，笑啼皆一”。
这与当代戏剧表演理论对演员的要求非常相似。
柳敬亭师从莫后光学习“养气”、“定辞”、“审音”、“辨物”、“揣摩”的表演方法，勤学苦练
，终于使其成为一代评书宗师。
(2)听说书，众人忘酷暑据记载，莫后光说书的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出神人化的境地。
清初李延昱在《南吴旧话录·莫后光》中写道：“莫后光，三伏时每寓萧寺，说《西游》、《水浒》
，听者常数百人，虽炎蒸烁石，而人人忘倦，绝无挥汗者。
”这段文字生动地记述了他说书时的情景，时值酷暑，听众每次都有数百人，一个个注目倾耳，心驰
神往，竟无人摇扇，无人擦汗，情绪随其表演而起伏，直至莫后光的书讲完了，大家才感到酷暑难当
。
足见其技艺之精湛，功力之深厚。
从上段引用的文字中，可以推断出，莫后光所讲的《西游》、《水浒》是两部长篇，或是长篇中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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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而长篇话本正是元明、两代评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莫后光是文人出身，博学多才，所以他不但擅长表演，还有能力从理论上对说书的技艺进行总结，这
在历代的说书名家当中是不多见的。
因为流传至今的轶闻稗史中，多记载的是说书名家的演出盛况，也有历代说书的话本作品，但是有关
说书表演技艺的理论文章却如凤毛麟角，难得一见。
在李延昱的《南吴旧话录·莫后光》中记载了莫后光对说书的认识：“夫演义虽小技，其以辨性情，
考方俗，形容万类，不与儒者异道。
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绎之欲其安，进而止之欲其留，整而归之欲其洁
。
非天下之精者，其孰与于斯矣！
”这是对说书技巧的总体概括。
他总结道：说书虽然是一种小技巧，但要表演好首先应该“辨性情”，就是要研究人物个性，分析人
物感情，进而对人物深入刻画；其次要“考方俗”，要考察各地的风俗人情、生活习惯；还要可以“
形容万类”，能够描述天地间与人相关的各种事物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而且要“不与儒者异道”
，不能背离当时的正统思想，即儒家思想。
然后要广泛地汲取知识，积累并进行整理，使用时可以信手拈来。
这样说起书来，快有快的章法，慢有慢的意境，该详则详，该略则略，要铺陈得稳妥，收结得利落，
使故事的来龙去脉，交待得清清楚楚。
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不是对人情世事、社会生活精通的人，怎么能够做到呢？
在评书艺术的发展历史上莫后光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他对评书表演的理论总结和境界要求一直为后
世的评书艺人们所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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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评书》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趣味浓郁的经典故事，全面展现国粹艺术悠久亘长的发展轨迹赏心悦目，生动反映光辉灿烂的国粹艺
术图片，立体凸显中华五千年民族艺术的非凡成果。
一部让青年学子轻松愉快地走进国粹艺术大门的普及读本；一部让每个家庭了解国粹文化与营造艺术
氛围的首选图书；一部具有多重便捷实用的检索功能的中国国粹艺术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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