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舞台上下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舞台上下集>>

13位ISBN编号：9787531339144

10位ISBN编号：7531339145

出版时间：2011-1

出版时间：耿瑛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1-01出版)

作者：耿瑛

页数：54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舞台上下集>>

内容概要

　　曲艺是一种相对通俗朴素、晓畅易懂、接近群众、老少咸宜的艺术品类。
欣赏曲艺，没有太高的文化门槛。
但是出版社的曲艺编辑工作和百姓欣赏曲艺完全是两码事。
曲艺作品多为口传心授口头流传，一般不讲究规范的脚本和书面文字的正规化。
在流传过程中歧义、增删和变异甚多，而出版工作是文字披露的正规渠道，是文化传承的正规军主力
军。
曲艺作品，不管有没有规范的脚本、经过整理的完善资料，印出书来都要求质量上乘、政治可靠、文
字规范、脉络清晰、规格统一、格调高雅，杜绝对读者的不良影响。
要从这些良莠不齐、精华糟粕杂陈的大量资料中遴选、整理出优秀出版物，就绝不是一件听相声看小
品那样轻松快乐的事情了。
这需要极其艰苦复杂的去伪存真、沙里淘金、拾遗补缺、穿靴戴帽、移花接木、乔装打扮、张冠李戴
的过硬功夫，更需要过硬的文字功夫和坚定崇高的价值观念支撑。
靠不断努力积累了丰厚的文化底蕴的耿瑛，就是这样以披荆斩棘的开拓者姿态从事曲艺编辑工作的。
几十年来，经他之手编辑的曲艺、民间文学作品共五百多部。
他和一些著名曲艺大师侯宝林、刘宝瑞等都有过直接接触，有的还成为朋友，这也是让人艳羡的经历
。
辽宁出版的鼓词、评书、二人转等在全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被新华社记者誉为曲艺出版大省，其中
有耿瑛花费的大量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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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耿瑛，1933年生于吉林省辉南县。
从小爱好民间文艺，中学时代就在报刊上发表过小说、诗歌、曲艺作品。
1953年至1993年，从事曲艺编辑工作。
编辑过五百多部图书，发表过曲艺作品与评论上千篇，出版过二十多部著作，其中有《曲艺纵横谈》
《东北火鼓漫谈》《正说东北二人转》《辽宁曲艺史》、与人合作的有《关东梨园百戏》《关东艺林
》，还参加写作过《东北俗文化史》《中国曲艺通史》《现代文学史上的俗文学》《中国曲艺志·辽
宁卷》《辽宁省志·出版志》《编辑出版印刷发行大全》等书。
曾任中国俗文学会学术委员、辽宁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辽宁省楹联学会副会长、沈阳市文学艺术专
家委员会委员，职称编审。
从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曲艺60年，突出贡献曲艺家”。
荣获“辽宁文艺终身成就奖”。
2010年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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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第一辑 谈曲论戏曲艺五类说曲艺创作四谈历史的记录英雄的赞歌新咝己，怎么吃曲艺这碗饭北方说
书的四大类型古典文学与民间曲艺书坛四将合说一书——为电视评述《辽沈战役》叫好树大分枝借蔓
开花——评书书目漫谈演义人物书中乱串评鼓书中的明清帝王讲故事与说评书的比较子弟书中的曲艺
与杂技“玩笑戏”改编的子弟书“满汉兼”与“满汉合璧”子弟书清代子弟书中的现实生活曲目曲艺
与对联曲艺书帽小俏巧妙戏中有曲曲中有戏苏州街听评弹津门听曲记总结经验繁荣相声传统相声《扒
马褂》与古代笑话相声中的京剧与京剧中的相声传统相声中的各行各业传统相声中的清官、浑官与贪
官评论体的相声相声《白吃》推陈出新《如此大款》流传长远小评沈阳曲艺团三段相声唱相声和说二
人转二人转小议看电视纪录片《说不尽的二人转》杂感二人转与姐妹花(七则)《李翠莲盘道》的“海
篇”包罗万象《一枝花捎书》中的“关东地理图二人转的珍珠句二人转现状与艺术传承松竹梅兰各显
英姿——喜看沈阳曲艺团的四出二人转丑角不丑“分包赶角”与“你我颠倒”蒙语说书《兴唐五传》
有声有色赏心悦目-砘曲艺杂技的互补性关于曲艺传承与保护的思考荧屏缀白裘梨园绽新花——喜看十
三省市电视台庆元旦戏曲晚会京剧戏海 容纳百川⋯⋯第二辑 读书阅报第三辑 文师艺友第四辑 忆旧拾
遗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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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曲艺创作有片面强调“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的倾向。
有的作者几十年发表过上百篇曲艺作品，到头来，想编个集子却编不成，因为大部分作品都是这种“
赶任务”的急就篇，缺乏艺术性，没有保留价值。
这是历史的教训。
80年代后，曲艺团进行了体制改革。
为了完成经济指标，让曲艺团能生存下去，让演员有饭吃，常常给某些系统搞专题曲艺晚会，如消防
晚会、税收晚会、保险晚会、计划生育晚会、环保晚会等。
于是让作者“赶任务”，让演员几天就排出一台新节目来。
虽然有经济收入，可是许多节目艺术质量不高，还是边演边扔。
曲艺创作必须按照艺术规律办事。
虽然创作离不开政治与经济，但是作者必须从生活出发，根据曲种特点，量体裁衣。
一切成功的作品都是如此。
如当年宣传《婚姻法》时，产生的西河大鼓《两情愿》、山东琴书《大刚与小兰》；宣传雷锋时，产
生的快板《学雷锋》等，有的至今还在流传。
而当时那些同一题材的平庸之作，标语口号式的节目，早已被人忘记。
上述专题晚会的题材，不是不能写，而是要怎么写。
如杨振华创作演出的《计划生育好》，就成了保留节目，一提“九毛”，听众还知道。
作者真正深入生活，许多题材都可能写出好作品来。
如相声《鸟语花香》，宣传了环保工作，却不是应景之作，而是真正的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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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舞台上下集》：谈曲论戏，书评序文，文师艺友，往事杂忆，文坛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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