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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相声艺术论》

内容概要

《中国相声艺术论》主要收录了相声国有制经济体系的建立、新时期相声经济体系的改革与回归、相
声的表演场所与艺术演进、撂地场子奠定了现代相声之艺术雏形、茶馆和园子推动相声向现代相声转
化、电视等新媒体促使相声艺术回归戏剧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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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相声艺术论》

作者简介

陈建华，山东泰安人，泰山学院文学院副教授。2005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主要
研究方向为中国戏曲、传统曲艺，承担省部级科研项目八项，在《同济大学学报》、《华南师范大学
学报》、《东岳论丛》、《艺术百家》等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出版专著《元杂剧批评史论》（齐
鲁书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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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相声艺术论》

书籍目录

史可通今 识见超凡 序言 上篇相声艺术论 第一章相声艺术的定位 一、相声是一种“喜剧艺术” 二、像
生的内涵 三、相声的戏剧性表演 四、相声取笑手法的戏剧性 第二章相声艺术的本质 一、相声的兼体
性本位 二、相声角色的兼体性 三、相声表演的兼体性 第三章相声艺术的核心 一、“现挂”是包袱的
核心 二、相声的荒诞、错讹叙事形成包袱 三、人物性格的滑稽和矛盾形成包袱 第四章相声艺术的特
定手法 一、捧逗艺术凸显相声的艺术本质 二、捧逗艺术与相声的叙事 三、捧逗艺术与相声的表演 四
、捧逗关系之演变 下篇相声史论 第五章相声的明地经济与经营 一、相声明地经营的特点 二、相声明
地经济的管理体系 第六章相声的剧场经济与经营 一、剧场相声的经营方式 二、剧场相声的经济运作 
三、相声的电台经济运作 第七章相声的新经济体系及经营 一、相声国有制经济体系的建立 二、新时
期相声经济体系的改革与回归 第八章相声的表演场所与艺术演进 一、撂地场子奠定了现代相声之艺
术雏形 二、茶馆和园子推动相声向现代相声转化 三、电视等新媒体促使相声艺术回归戏剧 第九章现
代相声的开创者 一、张三禄是最早的相声孕育者 二、穷不怕开启了现代相声历史 三、“相声八德”
是现代相声真正的开创者 第十章当代相声艺术的兴衰沉浮 一、当代相声的定位与成功关键——“高
层化” 二、当代相声风靡全国的平台——“新媒体” 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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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相声艺术论》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逗哏者主导经济使捧逗关系失衡。 发展到“相声八德”时期，相声真正成熟
起来，经济实力达到新的高度，形成“名角掌班”制。首先，逗哏者作为名角成为相声票房的旗帜，
是经济上的最大受益者，因而成为相声圈里的高收入人群，社会地位也高高在上，与捧哏者断然有别
。所谓“艺有上下之分，人随之有高低之别”。虽是同行，但不能同日而语。名角不演出就会砸了场
子、撅了买卖，捧哏等其他人员就没有了饭辙。其次，名角们因其强劲的经济实力而成为相声班子的
实际控制者。捧逗二人合作后的利益分配由逗哏者说了算，一般二八分。好的三七分或四六分，但这
极少见。而且，捧哏者在人身自由、经济收入和艺术发展等方面全方位受制于逗哏者，某种程度上成
为其附属。如20世纪30年代已经名声大噪的张寿臣为进一步锤炼艺术而给滑稽大王李德铴捧哏，李一
见面就约定：“跟着我，可就得听我的，劈份儿（即经济收入分成）、活路儿（即演出内容和表演方
式），都是我说了算。” 逗哏主导经济对捧逗关系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其一，奠定了捧逗组合的经济
基础，使之成为相声艺术的基本单位。名角制极大地提升了相声的影响，推动了相声的经济能力。较
早富裕起来的名角们有经济条件精心选择、养活合适的捧逗者，因而捧逗组合在“相声八德”时期大
量出现。现在知道的最早的著名捧逗组合均出现在此时期，如李德铴与张德泉合作人称“粥李豆腐张
”，后李德铴与张寿臣合作，也名噪一时。其二，推动了捧逗艺术的迅速成熟。在选择捧哏者时，逗
哏者首要考虑对方在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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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相声艺术论》

编辑推荐

《中国相声艺术论》由齐鲁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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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相声艺术论》

精彩短评

1、学院派研究相声艺术的专著。有新论，但有些观点不敢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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