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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始创于清朝的光裕公所，是评弹界成立 早、参演人员

多、存在时间 长的行会组织。1912年改名光裕社，取“光前裕

后”之寓意，如今又更名为光裕书场。这个对评弹艺术发展作用 大

的行会组织，在苏州评弹日渐萎缩的背景下，仍然拥有数量庞大的听

众群体，并享有“千里书声出光裕”的美誉。本文从光裕书场的形成

发展、演出形式及表演创新等方面，来论证光裕书场在传播评弹曲艺

之路的积极意义，旨在推进其他评弹书场、乃至吴地传统社团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而对传统曲艺的保护传承与发展途径以及中国传

统音乐欣赏群的培养等方面来发表自己的观点，为苏州评弹乃至本民

族传统曲艺的传承发展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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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传统音乐社团比较研究”（2016SJB760074）阶段性成果之一。

苏州评弹起源于苏州，流行于江浙和上海等地区，是苏州评

话与弹词的总称，是我国地方传统曲艺中的一个重要曲种，也是

苏州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苏州评弹经历了四百多年的流传与发

展，逐渐成为江南地区雅俗共赏的曲艺形式，听评弹也成为了苏

州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曾经遍布于苏州大街小巷的苏州评弹，如今被列为第一批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弹的发展得到了巨大的推进，国家

“十一五”发展纲要第三十条明确提出要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同时，苏州也提倡建设文化苏州

的格局，加大对苏州地区的传统地方艺术的投资力度，从而进行

更好地保护与发展。然而随着社会、科技的快速发展，人们的娱

乐方式多种多样，审美观念不断发生改变。评弹市场正日渐萎

缩：演员匮乏，听众锐减，书场萧条，收入低下，书目老化等。1

在这既喜又忧的大背景下，苏州光裕书场依然焕发着蓬勃生

机。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光裕书场,2016年12月-2917年四月间,

笔者多次赴光裕书场,对其现状、运行模式、文化属性、以及发

展趋向进行进行了实地调研,试图探寻书场成功发展的经验。

一、书场及其现状

书场，顾名思义，即说书的场所。苏州的书场，是苏州评

弹主要的演出场所。苏州书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的时

期：1.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书场从露天走入室内，数量增加

很快；2.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就是茶馆书场转为新式专业书

场；3.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苏州书场随着评弹艺术的曲折发

展，数量急剧减少，新建的书场也大多为国家剧团控制。2

据统计，清代中叶至20世纪60年代苏州评弹书场总共有444

家。而目前苏州市区现存每天固定评弹演出的书场只有五家（光

裕、梅竹、和平、碧波、吴苑深处），另外其他书场很多都是社

区办的公益书场。其中光裕书场是存在时间 长，影响力 大的

一间书场，在评弹界占重要地位。3

当代评弹书场的模式特征及其发展趋向
——苏州光裕书场现状调查与思考

戴维娜      仇佳旖      （常熟理工学院音乐系      215500）

式中体现戏曲美学的真谛。

 韩国盘搜里作为传统文化形式，重视曲调的抒情性和盘搜

里的叙事性。盘搜里文化具有鲜明的东方艺术特色，是韩国特有

的民间艺术，它是集文学、音乐、表演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形

式。它在文体上韵散兼用，叙事与代言相结合；表演上将唱故

事与模拟人物相结合（又称 “一人多役”）；音乐上突出叙事

性，具有独特的“语言型旋律”，是民间音乐中与语言结合 密

切、 大众化的一种民间表演艺术形式。盘搜里有别于戏曲的表

演艺术，他起始于农耕社会歌者自身情感的表达，喜、怒、哀、

乐的自我抒发，或是劳动者在作业中为协调动作、鼓舞干劲以及

减轻疲劳而演唱的。具有浓郁的乡土情趣及生活气息。

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

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

等。通过中韩传统艺术文化在中国京剧与韩国盘搜里的产生及其

发展、艺术构成、艺术文学性等方面做了浅析和对比。中国京剧

和韩国盘搜里作为民族艺术，两者虽然以不同的艺术形式表现生

活，但经比较分析之后，在异国的文化风情中发现了一些东方艺

术特有的共同点。京剧和盘搜里作为传统文化是历史文明演化而

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

种思想文化、观念形 的总体表征，是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

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

的文化。由于现代科技的进步，传统舞台可以日臻完美，不管是

镜框式舞台、伸展式舞台，还是圆环型舞台、旋转型舞台，都可

以以别样的技术手段，配合演员表演，塑造舞台上生动的艺术形

象。在原本极具艺术魅力的表演中，丰富其舞台呈现的渠道和手

段，融合戏剧的演变以及科学技术为一体，使其戏剧环境更加饱

满，让演员与观众，在演剧内外的时空中，更加自由舒适的呼吸

艺术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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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裕书场，是王周士回到苏州后创办的第一所评弹艺人的

行会组织，用来联络艺人及切磋说书技艺的场所，后一九一二年

更名“光裕社”，取“光前裕后”之寓意，也逐渐变成评弹艺人

的管理单位。光裕公所当时占地面积是很大的，基本上是东起宫

巷，西到现在的小木屋那边，北到珍珠弄，南至第一天门，这整

块基本上都是光裕公所。如今书场位于观前宫巷第一天门8号，

几经修缮，清代光绪年间的门楼、成立一百五十周年的纪念石

幢、展示评弹历史的碑廊均保存完好。另外，光裕公所还创办了

裕才小学，是提供给艺人的孩子上学读书的机构，用以解决评弹

艺人当时的后顾之忧，书场里也有其成立二十周年纪念碑。

二、光裕书场的运行模式

书场的运行需要人员的管理和资金的支持。苏州评弹团就坐

落在光裕公所的遗址，如今光裕书场是评弹团下属的一个运作单

位。

在管理方面，目前书场现任的日常行政人员有7人，分别负

责不同的工作内容。作为苏州评弹团的下属单位，书场与评弹团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譬如光裕书场经理林建方，他同时担任苏

州评弹团副团长一职。

书场的工作人员是固定的，而演员是流动的。都是各地评

弹团的演员来光裕书场进行每日的书目演出，每半个月换一期演

员。2015年11月至2016年10月的演出情况如下。

在资金方面，有着两百多年历史的光裕书场，如今仍是坚

持每天下午一点半到三点半固定两小时演出，票价为六元。演出

的书目都是长篇评话、长篇弹词，一演就是半个月，半个月后便

换书。对演员及演出书目都有严格的挑选条件，其演出的书目大

致分为三类：一类书是以前老先生传下来的传统书目；二类书是

建国后的新编书目；三类书则是现代书。光裕书场大多演出传统

长篇书目，凭借其高质量的演出吸引了大量的听众以及可观的票

价，近两百个座位的光裕书场与苏州和平里书场每次都能座无虚

席。

苏州评弹申遗成功后，苏州市政府全面贯彻《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法》和“政府主导”的非遗保护工作原则，并把非遗保护

工作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保护及保护经费列入财

政预算，故而书场资金一部分是由政府扶持补贴的;此外，光裕

书场属于苏州评弹团管辖，故苏州评弹团对书场也会提供部分的

资金支持;其余的资金则依靠书场收取门票费来维持经营。

三、光裕书场的文化属性

以苏州光裕书场来看，尽管书场在不断地演变，但它始终保

持了评弹原来的艺术形式。

其一、保留了拆账的方式。以前的书场基本上是拆账的，现

在有大部分的书场是包场的。光裕书场和先生还是实行拆账的，

以前是书场赚大额，先生赚小额。现在是倒过来了，先生拿大

头，书场拿小头。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促进舞台上的效果，包大

锅饭的话就体现不出他的水准，所以说光裕书厅还是保留了以前

的一些运作。

其二、保留了早上的早茶。以前信息没那么发达，艺人不

管有生意没生意都要到光裕书场里面来喝茶，俗话说就是“踏社

会”。比如说哪个地方需要先生，或是同行艺人在书厅里边相互

介绍，以及生意的交往，还有就是传授各地的信息，那么这些信

息的交流就是通过喝茶来采集的，这是很重要的。虽然现在随着

社会的发展，书场一些功能有所退化，但是一些退休的老同志早

上还有这个习惯，还要到书场里来喝喝茶聊聊天，现在聊的都是

生活中的家常。

其三、保留了书会。以前光裕书场每年都有会书，年底连

续做几天或半个月，一档一档的名家来做会书。现在也是，每年

年底都有1到2次会书，叫光裕会书。还推出了光裕双月专场。同

时光裕书场也活跃于各大演出平台，其类型大致可分为：接待演

出、商业演出、进校园演出、交流学习演出。既包括了大量公益

性、服务性的文化活动，又包括了商业性的收费演出，活动形式

丰富多样，为苏州评弹的普及教育及百姓文化生活质量的提高做

出了贡献。这样的传统型书场有着无法取代的文化与软件资本，

是高品质评弹表演的保障，发挥着文化传承与保真作用，是帮助

评弹艺术发挥精神与社会效益的重要途径。4

在对外合作方面，传统型书场也在积极地探索。作为苏州市

历史 为悠久的光裕书场，是苏州市评弹团直属单位。故借此条

件，光裕书场与外界建立了一系列的合作关系：第一，与评弹学

校有合作，将苏州评弹学校和书场合为一体，培养一批评弹事业

的接班人，更好地传承评弹艺术。第二，在苏州的三十多所中小

学开设了评弹兴趣班；从2003年开始，每个学校又开设了评弹艺

术鉴赏班，且有一定学分；在大陆及港澳台的国内六十多所高校

开展了有关评弹艺术的讲座和宣传。通过这一系列活动，光裕书

场致力于推动评弹艺术年轻化，来推动评弹艺术的后续发展。

四、当代书场的发展趋向

在政府文化遗产保护导向政策的指引下，书场建设工程成为

2016年的民生实事项目之一。市镇两级财政计划投入240万元，

对全市基层12家书场进行改造，并新建一批基层书场，从而促进

地方戏曲曲艺的传承与发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

求。

苏州评弹申遗过后，对于书场本身来说变化不大，但是对于

评弹的书目和传承人，我们进行了政府的保护和扶持，评比了国

家级传承人（如金丽生）、省级传承人（如赵慧兰、薛君亚）、

市级传承人（如吕也康、徐雪玉、盛小云、蔡惠华等），书目

每年要申报传承书目，比如说保护一类的书目，传统的长篇书目

2-3部吧。每年都有政府财政补贴支持的，这一块是申报过后，

政府相应的投资比较大的方面。5

无论是从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都会因规模而生。如

今书场的日益规模化，无疑是对评弹的传承起到了更好的积极作

用。书场是提供给那些热爱评弹艺术的艺人及票友百姓去探讨交

流评弹艺术，让大家感受评弹氛围的场所，但要想将苏州评弹真

正地传播、发扬，就要把评弹书场当作一份事业去经营，是需要

我们每个爱好传统曲艺者为之努力的。与此同时使其管理制度化

和活动常规化，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评弹的传承与保护。

五、结语

光裕书场是评弹界成立 早，参演人员 多，存在时间 长

的行会组织，它示范性书场的地位与模式的成熟都是经过了长期

的发展和社会各界之群策群力所取得的，具有借鉴价值。通过对

光裕书场现状调查与思考，笔者不仅看到了它的发展生机，同时

也看到了苏州市对保护苏州评弹的努力与诚意。

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用如今的目光去看待评弹书场，

其作为拯救传统曲艺的一种重要社会组织形式，在保护与传承评

弹曲艺方面，发挥了功不可没的积极作用。书场的传播范围仍有

待继续扩大，活动平台也有待继续丰富化，传承力度更是有待继

续加强化。对于苏州评弹，既要保护又要发展，愿“中国 美的

声音”永远美下去，愿所有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能得到更好

的传播与传承！

注释：

1.根据光裕书场老票友陆雁梅及其他老艺人吃早茶时口述整理记载，

采访时间为2017年2月25日上午8点光裕书场内。

2.根据光裕书场经理林建方（苏州市评弹团副团长）口述整理记载，

采访时间为2017年3月31日下午15点光裕书场内。

3.资料来源：中国评弹网（www.pingtan.com.cn）

4.资料来源：《苏州评弹的兴衰分析》赵颖胤，[D]2009年5月

5.资料来源：《清叶以来苏州评弹书场与社会变迁》吴琛瑜，《苏州

教育学院学报》2016-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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