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哭于祖声艺术研究

课题丘项的建议
. 冯 小钉

一
、

问题的提出

近几年来
,

相声界
、

文化界的有识之士都

在谈理论建设问题
。

这一问题的提出主要是针

对相声界重舞台实践而轻视理论研究这一倾向

的
,

也可以说是相声界亚待解决的问题
。

马季

先生认为
,

近些年来相声创作跟不上形势
,

相

声演员不能适应今天的要求
; 同时

,

在培养人

鲜

才方面没有教材和师资
,

尤其是没有比较科学

的教材
,

没有理论
。

从目前作品的内容和形式

上来看
,

沿袭传统模式的多
,

创新的内容少
,

很难有让观众回味的段子出现
。

其中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在我国传统艺术发展壮大而又面临挑

战的今天
,

相声缺乏学术研究
。

在没有理论指

导的情况下
,

实践便是盲目的
。

当前各种客观

因素在变
,

如相声赖以依靠的传统居住方式被

打破
、

城市人口聚居模式不断呈异质性
、

人们

娱乐方式多元化等
。

处在这样的新时代
、

新社

二
、

相声艺术的理论包括哪些方面

理论是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 自然界

和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
。

既然相声被公

认为是一门语言的艺术
,

就一定要有相关的现

代语言学理论体系来支撑
,

具体包括汉语语言

学
、

语言哲学
、

汉语方言学
、

社会语言学
、

语

用学
、

话语分析等
。

同时
,

相声又是让观众欣

赏
、

理解的艺术
,

因此还要与语言学外围的学

科相联系
,

如认知学
、

心理学
、

民俗学等
。

由

此可以看出
,

相声的研究是跨多个学科的
。

而

且所有上述学科的研究中都涉及到了幽默产生

的社会环境和心理机制问题
。

但是在我们国内

的学术界
,

学者们大量地引进国外有关幽默的

理论
,

却少有人将这些理论与相声的研究结合

起来
。

因此
,

要让人们认识到
“

相声的确是一

门语言艺术
”

的话
,

就必须将其置于各种学科

中进行科学
、

系统的研究
,

并为相声的创作提

供具有一般规律的原则
,

这样相声的创作才会

有的放矢
,

从而产生更好的表演效果
,

赢得更

多的观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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