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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哈利·波特》可以当评书来讲
1986年出生的郭鹤鸣在青年评

书圈子里算是老人了。他从2012年
就开始讲《哈利·波特》，时至今日已
说至第五部《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郭鹤鸣在北方曲校上的是伴奏专业，
毕业后加入德云社说相声，开讲《哈
利·波特》纯属是个人喜好。

“老先生的道本、册子，拿过来，
故事我都吸引不了，就跟《红楼梦》里
史太君说的，逢公子必然落难，逢小
姐必然招亲，全这一套！”郭鹤鸣说。
在评书界有一句老话叫“说书，说新
书”，就是老一套的故事颠来倒去地
说，早晚会让人厌倦，必须不断创
新。《哈利·波特》就是郭鹤鸣的新书。

郭鹤鸣告诉记者，《哈利·波特》
有侦探小说的底子，前后悬念设置得
多，线索埋伏得远，有点像传统评书
中的公案书，不同处在于公案书一早
点明凶手，《哈利·波特》把悬念留到
最后。虽然说的是外国小说，但是郭
鹤鸣认为评书的那一套程式是不能
改变的。“书里主要还是人，只要是人

就有七情六欲，只要理解了这个，就
无所谓中国书、外国书。”

据青年报记者观察，就在人们为
传统评书的传承发展而忧虑的时候，
在另一个层面上一批新锐评书演员
和作品正在成长。作品都是想也想
不到能说成评书的，比如郑思杰的
《白夜行》，叶蓬的《霍比特人》，郭鹤
鸣的《哈利·波特》系列等。

这个评书圈子与传统评书界迥
然不同，首先演员都是“80后”和“90
后”青年人，虽然基本遵循了评书的
程式，但是也有自己的创新。其次，
所说的作品基本上都改编于畅销小
说，比较符合青年人的胃口。再次，
传播方式有一部分还是坚持在书馆
里演出，但也有一些进入网络，通过
喜马拉雅等平台进行传播。

评书创新应在审慎中推进
因为有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评

书人群的存在，有人又对评书艺术的
未来抱有希望，认为这可能就是发展
的方向。不过也有人认为，这群青年
人所说的评书其实和传统评书已经

有了很大的区别，这个创新的尺度是
否适量，这都需要科学的评判。

青年报记者注意到，现在这批青
年评书演员大多是自学成才，对于传
统评书大多也只是借鉴。比如郑思
杰说《斗破苍穹》时就曾借鉴评书《野
火春风斗古城》。所以虽然还是遵循
了传统评书的路子，但在说书的时候
还是会有一些偏离，这也就是他们的
评书总是争议不断的原因。

对此评论人栗征表示，所谓“生
书熟戏，听不腻的曲艺”，听书总图个
新鲜。现在这群青年评书人将畅销
小说改编成评书，在题材上先占了便
宜。可这便宜只是一时的，如果不能
按照评书艺术规律重新架构故事情
节，并辅之以丰富的表演手段，新鲜
恐怕会变成隔阂。栗征说，陌生的文
体特征与传统评书叙事习惯之间的
差异是改编必须解决的难题。

但不管怎么样，评书正在以一种
新的形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尤
其是青年人接受，这自然比评书日益
凋零强，应该鼓励这些青年评书人创
造出更多的优秀的作品。

上海作协追思
“文坛教头”沈善增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上海著名作
家沈善增2018年3月去世。一年过
去了，在清明节刚刚结束之后，上海
作协昨天举办了一场沈善增先生追
思会。追思会由孙甘露主持，孙颙、
陈思和、王小鹰、王晓玉、谷白等作家
与沈善增的家属出席，共同回忆与

“沈教头”相处的点滴以及他为上海
文坛作出的贡献。

作为上海文坛的“教头”，沈善
增曾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担任上海
作协“青创会”讲习班老师，而在这几
期的培训班里，涌现了无数上海文坛
的中流砥柱。例如沈嘉禄、孙甘露、
阮海彪、程小莹、金宇澄等。沈嘉禄
也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他的长
篇小说《小绍兴传奇》曾被改编为剧
集，由吕凉、宋忆宁、舒金声、仲星火
等出演。沈善增晚年醉心于研究中
国古代哲学，发表了相关学术专著
《还吾庄子》《还吾老子》等。

著名作家，上海作协原党组书
记、副主席孙颙谈到了沈善增的后期
创作。“有的人说，他在这个上面用掉
了太多的才华，不是很值得，他本来
还可以写更好的小说。我跟他的交
往交谈，特别是他写的一些庄子、孔
子、老子这些东西，他都来给我看，也
跟我讨论。我感觉那是一个强烈的
文化责任感让他在做这个事情，这个
跟小说创作来说，很难说他一定是把
才华用到不对的地方了。”

著名作家王小鹰说，沈善增的
《正常人》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的，但
是她觉得没有给予很准确很正当的
评价，其实他的《正常人》不比后来写
上海的很多差，写得是很好的。“他要
研究哲学，要研究人生的终极目标，
这样子的作家确实很少，如果沈善增
研究这么多哲学以后再回过头来写
小说，我相信他会写得很好，因为他
这个人是有思考的。”

将外国文学的“酒”装进中国评书的“瓶”

说一段《哈利·波特》你听不听？
当袁阔成、刘立福、

单田芳等评书大家相继
辞世，不少人为评书艺术
的未来感到担忧的时候，
青年报记者发现，其实评
书市场，尤其是网络评书
市场一直很火爆，只不过
这些由一批青年评书演
员主导的网络评书之风
和过去的评书已经有很
大的不同。这不会是未
来评书发展的方向吗？

青年报记者 郦亮

在当今社会，评书这门古老的艺术将何去何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