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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相声声演演员员常常贵贵田田逝逝世世
相相声声界界再再次次痛痛失失大大将将
本报记者 师文静

“新时代的曲艺人”

以艺术性作品影响人

常氏家族在中国相声发展
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创始人常
连安幼习京剧，于1918年正式
改行从事相声行业，“撂地”说
相声，至今整整一百年。常连安
培养了自己的儿子宝堃、宝霖、
宝霆、宝华、宝庆、宝丰，继而相
传至孙辈的贵田、贵生、贵德等
乃至第四代的演员常远。这种
家族中相声艺术的传承，成为
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令人没
想到的是，在“常氏相声”百年
之际，却痛失两位相声大将。常
贵田是人称“小蘑菇”的常宝堃
之子，于今年9月去世的常宝华
是其四叔，两人是常氏相声第
二代、第三代的代表。

常贵田1942年生于天津，
擅长单口相声，1958年入伍中
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文工
团至今。多年来，他走遍祖国各
地，成为国内广大观众喜爱的
笑星，他创作的《喇叭声声》《动
力研究》《帽子工厂》《祝你成
功》等作品均为老百姓所喜爱。
近年来，常贵田在公开场合露
面不多，但他对相声的关注却
一直没减少。对于今天相声的
发展，他曾说，自己的看法是亦
喜亦忧。

山东省曲艺家协会名誉主
席、著名评论家孙立生告诉记

者，因为常贵田长期为军队战
士演出，他的作品格调高、节奏
明快、内容热烈、积极向上。

“1974年，我在军队里说的相声
就是他创作的《喇叭声声》，该
作品赞扬的是高素质驾驶，非
常受观众喜爱。一直到了1980
年代我才见到常贵田本人，他
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个很真实
的人。”

孙立生说，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常贵田是新时代的曲艺
人，他接受的是传统相声的培
养和熏陶，在创作上则强调相
声作品要贴近老百姓，他原创
的作品不是很多，但非常强调
艺术性，与时代生活息息相关。

“他也经常发出自己真诚的心

声，让相声界警醒。当大家都在
走向传统时，他指出不要矫枉
过正，而当相声界开始出现新
风潮、追求时尚且什么都可以
成相声时，他又提出不要忽略
传统，相声还是相声，要化他为
我，而不是化我为他。”

诸多艺术家离去
让人思考相声接力棒
问题

从去年病逝的相声大家唐
杰忠，到今年丁广泉、常宝华、
师胜杰、刘文步、谢天顺、张文
霞等相声艺术家接二连三“陨
落”，这么多真正会抖包袱，真
正会创作桥段与笑点的艺术家
离开，让热爱相声的观众着实

痛心。皆因他们不是流行艺人，
而是大多数担当得起艺术家称
谓的人，而他们本身又是真正
的以相声艺术发展为己任的人。
说到相声传承，相信没有谁会否
认是马季、唐杰忠、常宝华、师胜
杰等把相声发扬光大但又没让
相声滑向庸俗的一代人。

因为注重艺术家的品行、
爱护相声艺术，常贵田曾立志
不收徒弟，而在孙立生、省曲协
主席慈建国的大力推荐下，
2011年常贵田在济南收曲艺演
员朱海堂、张勇(芝麻)为徒，他
看中的是徒弟的“柳活”使得
好，敬业。作为常贵田的入室大
弟子，济南市曲艺团相声演员
朱海棠听说师父去世后，非常

心痛。“师父留给的最大影响就
是艺好，人也要好。他一点儿架
子都没有，特别谦虚、低调。”每
次朱海棠去北京都会吃住在老
师家，老师抓紧时间传授他相
声技巧和绝活，嘱咐他一定要
把相声传承好。“老师对相声的
规范要求严格，我抖不好的一
些包袱，老师会挨个按照节奏、
重音标记好教会我。关键是，老
师要求抖包袱一定要雅俗共
赏，不能直白，决不能庸俗。我
创作的新相声，老师一遍一遍
地给我修改，一句一句地教我，
而 且 还 表 演 出 来 录 音 让 我
学……这种口传身教再也没有
了，就没见过这么好的老师。”

对于相声的发展，业内人
士也有冷思考。孙立生就认为，
艺术家是靠作品塑造形象，而
现在是靠花样来吸引观众，相
声本来是一门听觉艺术，需要
闭上眼睛慢慢品味，视觉效果
只是辅助内容，但是现在的一
种趋势是离相声的本质越来越
远了。“传统作品一遍拆洗一遍
新，但是以讽刺、逗笑为目的，
是让观众有节制地笑，给相声的
生存发展保有后路。今天的快餐
文化消费对曲艺提出挑战，大众
的审美心境也变化了，不少相声
开始给观众挠痒痒，少了一些诙
谐和意趣，不再深刻。相声成了
快餐文化，一切都是快的，不再

‘三翻四抖’，失去了让人品味的
魅力。这是一个整体趋势的问
题，也是相声长远发展面临的
问题。”

▲常贵田和其叔叔常宝华(右)同台演出

11月30日，著
名相声表演艺术
家常贵田因病在
北京逝世，享年76
岁。这是今年继常
宝华、师胜杰、丁
广泉、刘文步、谢
天顺、魏文华、张
文霞之后，相声界
再次痛失一位相
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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