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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传统二人转从诞生起，就定义为中國东北农民底层人的精神文化产品，基于这个立

场，就已在题材和内容层面颠覆了中国戏曲传统。本文通过对东北二人转与中国传统戏曲

的比较，对二人转艺术的内容、表演形式以及本体属性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

二人转在发展过程中对中国戏曲传统的反叛。我们认为，东北二人转属于中国戏曲的一个

门类。在思想内容上，中国二人转并不遵循中国戏曲文化传统的道德约束，表现为对传统

秩序和道德的挑战。在艺术表现上具备虚拟、程式化等中国戏曲基本特征。但其鲜明的地

域文化特色使其不断突破中国传统戏曲的固有框架。在内容和主题上，东北二人转突破了

传统戏曲的道德约束和文化审美观。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大胆写实，强调互动，颠覆了传

统戏曲的固定表演模式。二人转对传统戏曲的反叛与革新，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自身的生

存与发展。

【关键词】二人转；传统；虚拟；程式；京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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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中国，东北二人转已有近三百年历史，是发源于中國东北民间有很强地域特征的民

间艺术。因为它有程式化的说唱舞表演形式1)和虚拟化有相对完整故事的戏剧方式。所

以，被归入中国戏曲门类。很久以来，二人转的演出场景从中国东北农村的耕地田间和乡

村小剧场逐渐进入越来越多的城市演出场所。尤其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今，随着赵本山‧
闫学晶‧小沈阳等二人转演员进入中国主流喜剧市场，以及刘老根大舞台等大型演出场所

的建立，二人转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所提升，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杨丽新等戏曲学家注意到注意到，随着二人转逐渐从农村进入城市，从很小的舞台登

上大舞台，二人转越来越不像戏曲了，而呈现出更多的综艺化特征。2)很多二人转演员，

比如赵本山等人，他们的身份首先是笑星，然后才是二人转演员。我们认为，从程式化虚

拟化的表现方式看，二人转仍然是戏曲艺术的一分子，但这种粗犷黑土地民间艺术因桀骜

不驯的本性，敢于对传统戏曲理念做出颠覆之举甚至叛亂，正在脱离中国戏曲的传统模

式。

众所周知，京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艺术，在中国被誉为国粹。这种主流艺术被纳

入国家宣传体系，承担着说教功能。二人转则是非主流艺术，没有京剧那样的崇高地位，

也没有说教、宣传的使命和责任，可以相对自由地反映普通民众的愿望和情趣，很少受到

官方干涉，有相对自由的生存环境。因此，二人转才敢于从主题和艺术形式等方面自由发

展，敢于中国戏曲艺术的传统挑战。很多二人转演员勇敢地走出戏曲艺人角色成为大众喜

剧明星。

在思想内容上，中国二人转并不遵循中国戏曲文化传统的道德约束，表现为对传统秩

序和道德的挑战，比如以性话题为主题内容，宣扬妇女解放等等。把大人物平民化，娱乐

化，调侃一本正经的权力持有者。在古典戏剧内容里加入现代生活元素，不讲究庄重严肃

而强调狂欢，不求儒雅而求通俗，不审美而审丑，勇敢地实现文化突破和挑战。

在艺术形式上，主动迎合观众的审美需求，对中国传统戏曲的虚拟和程式有取有舍，

大胆吸收其它元素，大胆写实，大胆强调台上和台下的呼应互动，营造新的舞台时空概

念，颠覆了传统戏曲表演形式的僵化模式。二人转更直接背叛自身的戏剧属性定位，由戏

剧演出转型为曲艺化综艺化的晚会演出，成为新时期舞台上的狂欢艺术。

本文将对二人转在主题内容，艺术表现形式以及二人转本体属性等几个方面在近几十

年的发展变化进行考察，通过案例分析和归纳总结来阐释这些现象背后的实质，同时与中

1) 这里的说唱舞表演形式，即传统戏曲所说的‘唱‧念‧做’。

2) 杨丽新，〈浅谈当下二人转的综艺化〉，《大众文艺》，2009.08，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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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传统戏曲做比较，分析二人转对中国戏曲传统进行挑战的实质、成因、合理性及其意

义。

2. 内容上的挑战

传统二人转从诞生起，就定义为中國东北农民底层人的精神文化产品，基于这个立

场，就已在题材和内容层面颠覆了中国戏曲传统，表现在道德观、文化观和政治观上的突

破，考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二人转演出市场，这种趋向更为明显。

1) 对戏曲传统的道德挑战

植根于中國东北民间的二人转尽管很多题材来源于传统戏曲，但对封建意识有很大的

突破。它打破了封建道德和礼教对戏剧的束缚。首先在角色设置上，表现为性别颠覆，突

出了旦角为主的地位。二人转通常由一旦一丑两个角色组成。旦角，即女性角色，丑角，

即男性角色。演出形式通常是丑角围着旦角转。这对中国戏曲传统本身就是一种颠覆。在

妇女地位和平权等社会意识上也推翻了當时男尊女卑的传统礼教。

以京剧为例做个比较。在今天，中国京剧传统剧目比如《红鬃烈马》等久演不衰，实

则从思想内容看基本都是糟粕，《红鬃烈马》中的《武家坡》一折戏，讲的是薛平贵调戏

自己老婆的故事。除这个剧目之外，还有《秋胡戏妻》等几乎一样毫无新意的情节。可笑

的是，剧中女性角色，无论是王宝钏还是采桑女，被自己的丈夫调戏后的感受，一个是不

如碰死在窑前，另一个则要上吊自杀。而在二人转演出的《武家坡》中，保留了调戏的戏

谑，但却没有京剧中王宝钏不如碰死在窑前，而是采取了东北式的爽朗抱头洒泪，寒窑内

霎时就把喜气添。3)二人转所代表的底层人民思维，没有那么多忸怩含蓄。1949年以后的

二人转更强调男女平等，在二人转里没有男权至上。

中國东北二人传以性主题为首，大胆颠覆传统戏曲一本正经的道德说教。二人转对普

通女性的塑造形成了模式，就是大胆追求爱情，大胆追求性爱。有评论者描述，虽然不同

女性人物有各种各样的表现，但对性爱的热烈向往和大胆追求却是一致的。几乎所有女性

人物的生活内容都是性爱的。女性人物对性爱的追求是主动、大胆、热烈甚至是迷狂

的。”4)比如《燕青卖线》里任秀英，看中了英俊的燕青之后的唱词：

3) 苏景春，〈二人转舞台上的薛家戏――二人转传统剧目流变考证〉，《戏剧文学》，第6期，2012，

p.93。

4) 张晓莉，〈旦角在二人转中的外化与赋形〉，《戏剧之家》，第5期，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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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两个拜花灯，

过了三年并二载，

给你生个小顽童……

十七八的姑娘上赶着你，

你傻了吧几怎么还不应承……。5)

这种大胆直白，相对于京剧和昆曲中旦角动辄以水袖掩面的含蓄婉转，毫无疑问是颠

覆性的。二人转还有很多以传统礼教中寡妇为题材的剧目，比如《马寡妇开店》，《寡妇

难》，《离婚》等等。把传统戏曲忌讳的现实生活是非最多的寡妇问题堂而皇之地搬上舞

台，毫无禁忌地讨论，展示寡妇对爱情和性的向往和需求。新时期作品《离婚》，讲的是

刘老六出于道义接受了战友遗孀。后者不贤，刘为了和另一个寡妇葛玉修的爱情选择离

婚。寡妇葛玉修赢得了爱情，男主角要面对两个寡妇以及沉重的道德压力，但最终勇敢地

实现突破。

传统戏曲多帝王戏，明君忠臣孝子的政治观陈腐不堪。二人转则多反映中国民间普通

人的生活，在题材上颇多藐视政治威权。即便有些传统戏曲角色，如包公、狄仁杰等，也

都做了平民化的处理。在《马寡妇开店》中，马寡妇甚至大胆调戏武则天时代重臣狄仁

杰，传统戏中名臣的威仪在二人转中荡然无存。在政治上，二人转可以不正确，这是明目

张胆的反叛。二人转艺术用戏谑甚至粗鄙的方式颠覆了中國传统概念的高贵与尊严。6)

随着中国政治体制的变迁，二人转也在题材上不断改进，推出了大量的现代作品，京

剧等传统戏的改良工程浩大，进程缓慢。二人转因为剧情短小内容灵活的小、快、灵特

点，新剧目创编非常迅速。2000年以后，从内容上看，二人转的现代戏越来越多，从中国

戏曲传统改编过来的传统剧目不断减少，一些经典传统剧目上演频率越来越低，有些传统

剧目甚至失传。

2) 对传统戏曲的文化挑战

中国传统戏曲讲求形体、唱腔及意象的艺术唯美，这种对美的追求往往使得戏剧内容

本身思想性不高。以京剧昆曲为代表的中国戏曲也是上个世纪早期中国精英阶层的生活方

式，代表着一种优雅文化和社会地位。而发源于东北农村民间的二人转则彻底打破了这种

审美文化，它们更讲求底层民众的生活体验，客观需求和审美感受，忽略文化品位。在雅

5) 王悅恒等，〈燕青卖线〉，《吉林省戏曲学校油印本》，吉林省戱曲學校。

6) 王洪辉，〈间离化反讽与类像危机――论二人转艺术与叙事空间〉，《戏剧文学》，第4期，2010，

pp.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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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之间取俗，在美丑之间选丑，从有文化向没文化过渡。这种反叛，完全基于受众东北农

民的客观需求。

传统戏曲的唱和念，不但讲求韵律美，更讲求诗化文学化的文辞美。但是在二人转的

表演中，同样的情节则是面目全非。比如京剧《浔阳楼》写的是梁山好汉宋江游浔阳楼，

酒醉题反诗的故事。京剧唱词‘官和绅俱都是豺狼模样，江州城好一似暗夜无光’7)反映

了宋江的抑郁心情，而且在京剧表演中很多演员还要展示书法技艺，在墙壁上真的泼墨题

诗。但是在二人转的表演中，《浔阳楼》却做足了饭馆文化的文章，演员们肆意发挥，把

江州名店浔阳楼的菜谱改成了东北小吃杂货店。比如黑龙江二人转演员胡景岐竟然报起了

哈尔滨的香烟名儿：

……不抽旱烟有洋烟。

图希玩儿，抽小孩儿，

图希好儿，抽孔雀儿，

……

大前门，小前门，最好还数哈德。……。8)

在吉林地区演唱《浔阳楼》，演员就将烟名改变成吉林地区的特产黄烟了。在徐文臣

本中唱成：

……蛟河烟，漂河烟，延边烤烟占了先，

大把烟，小把烟，烟辫子，

黄烟砖，十七八闺女炕上坐……。9)

试想满怀忧国之志的宋江和东北香烟如何能沾上边儿？十七八闺女炕上坐抽烟，分明

是上个世纪东北农村活生生的生活场景，然而和宋江又有什么相干？

二人转就是用这样戏谑的手法，讲述一个又一个在传统戏曲里的正统故事，把传统戏

曲文学化的语言完全置换成东北土话，把中原文化背景毫不客气地置换成东北民俗。正统

文化在这里只是东北式幽默的参照物和背景墙，只要观众爱听爱看，一切都毫无禁忌地改

变，让晦涩的文言变得通俗，把任何文明都改造成东北文明，形成反文化的东北特定文化

消费心理。 

审美角度看，二人转坚决摒弃了传统戏曲从造型到内在的唯美、高尚和含蓄。一方

7)《京劇匯編‧浔阳楼‧第七十一集》，https://scripts.xikao.com/play

8) 苏景春，〈百年风味老字号―浔阳楼――二人转传统剧目流变考证〉，《戏剧文学》，第11期，201

1，p.93。

9) 同上。



550 ․ 中國學 第76輯 (2021.09.30.)

面，把一男一女两个主要角色之一的男角设置成丑角，专门插科打诨讲笑话，配合女性角

色演出，在舞台上塑造了一系列的痴傻男人形象。另一方面，二人转也不避讳被认为低俗

甚至下流的元素，并以此为美。

二人转的戏装通常是大秧歌装，男角的化妆往往画成戏曲丑角--鼻梁画一道白色。这

个丑角念白和舞蹈都不像京剧生行那样英俊挺拔，角色定位上一般充当主角旦的调侃对

象。旦角固然有女性特征，也演绎京剧青衣花旦的角色，但无论唱还是念都已经东北民间

化了。比如二人转《双锁山》10)，讲的是高琼在双锁山被刘金童战败，被强招为夫婿的

故事。战败盟誓一篇，念白都是东北地方话，已经被时代化，农民化和幽默化。而男角高

琼，虽然也是少年英雄形象，却是跪着让刘金童唱够小曲才站起来。 

从审美趋向看，二人转崇尚以丑为美，为了满足受众喜好而呈现角色丑的一面，这种

审丑特征非常明显，和京剧追求精气神的审美风格完全不同。二人转为了抬高观众地位而

矮化演员自己成为常用的手段。演出中无论是演员的扮相还是语言、动作都切合‘俯就’

这一描述。演员们通过弱化、矮化自身形象来提高观众们的形象。二人转演员以俯就的姿

态，恰當的满足了观众的这一需求。11)

近年来东北二人转演出受到很多批评，其一是性主题的低俗，其二是模仿残疾人的艺

术审丑。这两种批评都有道理但也都存有争议。实际上这种刻意追求丑陋是东北地区观众

所喜欢的风格，是當地市场需求的反映，也是对传统戏曲艺术美学的颠覆。对于底层农民

来说，在正襟危坐的传统艺术占据市场甚至成为官方文化背景下，这种突破不止被东北地

区的受众喜爱，赵本山和他的小品能在中国的全国范围内流行就是明证。研究者宁国利评

价說随着文化快餐时代的到来，作为文化消费的消费者们，不再考虑审美的崇高感，而更

加追求现场的存在感，直接、快速获得感官的快感变成了唯一的功利性需求。12)

3. 形式上的挑战

众所周知，中国戏曲是以虚拟写意和程式化为表演体系的，这也是梅兰芳体系能够屹

立于世界三大戏剧体系的核心元素。求神似不过分求形似的写意也是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

精华之一。

以京剧和昆曲为例，无论是唱念做打的表演，还是服化道舞台置景等，都追求程式化

10)《吉林省二人转剧本全集‧第1卷》，双锁山剧本，吉林省戏曲学校，1979。

11)赫亚红‧ 李秀云，〈东北二人转的狂欢化叙事〉，《戏剧文学》，第8期，2018，pp.154-155。

12)宁国利，〈新形态二人转戏剧研究〉，《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期，2015，p.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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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虚拟化。比较常见的几个兵卒代表千军万马，战争和打斗动作都是严格按程式设计好的

虚拟动作等等。尽管京剧剧场也有观众叫好互动。但总体，台上表演与台下观众是两个不

同的体系。尽管表演是虚拟的，但是在任何方面都有严格的程式化要求，比如服装不能穿

错等等，毫不含糊。

东北二人转也继承了传统戏曲程式化和虚拟精神，但在发展流传过程中，却时刻在打

破这种虚拟和程式化，越来越写实，越来越不讲章程。在剧场演与观的时空概念上也随意

移位交融互动，几乎改变了演与观两个体系的关系。

1) 对虚拟精神的挑战

京剧的表演技巧即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所代表的“四功五法”，能够达到演出标准

的京剧演员需要经过经年累月的训练。二人转演员也有基本功的学习和训练，但不如京剧

艺人规范化。

拿念白来说，京剧念白念古音，分京白和韵白，讲十三辙，这是一种脱离于现实生活

的虚拟化特征。二人转则一概是中國东北口音白话。京剧的唱念比重为唱比念多，二人转

的念与唱比重相差并不大。京剧的念白讲求文采，多为文言，辞藻华丽，二人转的念白则

基本是大实话，讲求对事物情感的直白描述和抒发。1980年以来，二人转更是充斥着粗鄙

甚至低俗的脏口粉口，更谈不上虚拟和意象美了。

在唱腔上，戏曲传统里的唱词更为讲究。不但讲韵律，更要用诗化的语言，调动赋比

兴的手法，含蓄地表达情感和意象。以京剧《西厢记》中《听琴》一折为例，京剧中的崔

莺莺听琴的唱词：

莫不是步摇动钗头凤凰？

莫不是裙拖得环佩铃铛？

这声音似在东墙来自西厢，

分明是动人一曲《凤求凰》。13)

而在二人转的《大西厢》里，则完全是大白话的写实描述：

旦：莫不是咱们娘们走道

丑：摇动环佩响

旦：莫不是风吹铁马

13)田汉主编 ，《西厢记》剧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5%87%A4%E6%B1%82%E5%87%B0%E3%80%8B&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vPW64mWm4n1IWnjDLryub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T4njDvn1fzn1bkP1RzPj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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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稀里哗啦响叮当

……

旦：莫不是屯中小狗

丑：汪汪叫声狂。14)

从上面这段二人转唱词中隐约可见对京剧《西厢记》環佩叮當的继承，但经过东北二

人转的改造，则完全写实化、具象化了。

做功就是形体表演，包括手眼身法步等等五法。京剧的生旦净丑只要登台一个亮相，

就可以凭借程式化动作的虚拟形象判知角色类别，包括性格身份等信息。二人转则在虚拟

程式的设计和使用上比较随意，逐渐就变得越来越写实和生活化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京剧中的打嘴巴肯定是虚拟化的动作，但是最近几十年的二人转舞台上，打嘴巴几乎成了

演员的绝活儿--都是实打实地真打，不但要打，而且要打的响亮，打出剧场效果。二人转

名剧《猪八戒背媳妇》，如果放在传统戏曲舞台上可能会有背的虚拟动作，但是二人转的

猪八戒要实实在在地背着媳妇在舞台上边走边唱。再比如京剧中有很多残疾人的形象，比

如哑奴和跛脚角色，但是很少有傻子形象。因为凭借京剧艺术手段很难体现智力残疾的形

象。但是在二人转中，嘴歪眼斜、跛脚残疾人的形象大量出现，其表演方式都是直接模

仿，追求逼肖的写实，也反映了在中国东北对残疾人缺少尊重的生活现实。

传统戏曲的舞台置景也非常简单，基本就是幕布为主，这样就给了观众想象的空间。

早期的二人转因为演出场所简陋，很多时候连幕布都没有。但是随着近四十年二人转剧场

建设的提升，现代元素的灯光布景进入二人转舞台，很多小剧场的布景非常花哨，东北农

村的审美情趣替代了戏曲艺术的虚拟意象空间。

这些写实元素在二人转當中不断强化，形成了对中国传统艺术虚拟写意精神的反叛，

因为二人转的受众主体--东北农民很难接受过于晦涩儒雅的文言和含蓄缓慢的节奏，因此 

在虚与实之间，二人转逐渐选择写实而非传统戏曲的写意。

2) 对程式化的挑战

程式，顾名思义就是规矩，是尺度。传统戏曲对程式要求很严。中国电影《霸王别姬 

》里对霸王出场在台上走五步还是走七步都是争论的话题。从唱念做打到服装化妆道具，

不同流派都有特定的规矩。因此京剧的流派讲究正宗。二人转也有自己的程式。但对于这

门一直以来无拘无束的民间艺术来讲，可以轻而易举地打破这些程式约束，不讲规矩。这

种反叛源于东北民间对主流文化的藐视，以及东北农民简单通俗的文化需求，他们不喜欢

14)《西厢二人转》剧本，吉林省戏曲学校油印本，1985-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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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复杂的东西。比如服装。众所周知京剧旦角的水袖有诸多妙用，端起来则是端庄，舞

起来长袖善舞，还可以表达遮羞、嫌弃等多重含义。但是即便是唱传统戏，二人转演员也

不会身着京剧服饰带水袖上台。二人转的传统戏装基本类似于东北民间的大秧歌装。对于

传统戏曲服装的要求，二人转并不买账，而是坚持东北平民上下两节的短打扮。按照传统

程式，二人转演员登场应當是扇子手绢不离手，但是今天登场的演员手里的道具甚至可能

是个手机。

有学者描述二人转传统演出的结构程式说，演员锣鼓音乐声中舞上，称为上场舞，然

后在音乐结束处的长音上亮相接唱，结尾处的一段特色音乐，下场音乐用舞蹈形式把演员

送下场下场舞。这是很规范的二人转演出形式。15)

然而这个规范程式没多久就被打破了，尤其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绝大多数演出

已经是直入主题，省掉了这套程序，反观今天京剧舞台传统依旧，比如《失空斩》里诸葛

亮的出场要等到王平马谡等一一亮相之后，长达好几分钟才能见到主角。

“二人转是欢快、诙谐、幽默的艺术，千万别弄得太严肃，太拘紧，要放开，要轻

松……只要台下买单咋上咋有理。”16) 这反映了二人转的市场化形态—很多戏曲门类已

经很难以市场的形态存活，这种开放的戏曲形态不仅仅在艺术上具有探索价值，也是对中

国传统戏曲市场困境的探索和补充，值得保护和提倡。

3) 对传统戏曲时空概念的挑战

近40年，东北二人转大量增加了念白的比重，即在唱和舞的基础上，说话越来越多地

占据了演出的时长。这些说话的功能當然是幽默叙事的主体，同时也承担了剧情时空转换

的功能。

我们知道，传统戏曲表演在时空处理上，因为虚拟特征而特别潇洒，老艺人常说数尺

舞台，气象万千，一抬脚跨过几丛山，一挥手引来百万兵。在表现时间的问题上，生角换

个不同颜色的髯口出场，就代表了年代的变化。一个推门动作，就代表了场景的转换。二

人转的舞台上只有两个人，所以二人转演员还要一人扮演多个角色，除了剧情里时间和空

间的随时转换之外，还有角色的转换。二人转是极度松弛的艺术，基本上随着念白或者几

句唱就轻松地交代了时间，地点和人物角色，不需要京剧那样繁琐的过渡，处理起来，轻

而易举，毫无负担。

在演出中，二人转还特别注重剧场效果。有人认为二人转的表演形式打破了观众和演

员之间的第四堵墙，使所有观看演出的观众和演员一道进入了狂欢化的生活之中。17)二

15)王家绪，〈再谈二人转的表演艺术〉，《戏剧之家》，第4期，2014，p.100。 

16)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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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转的演出，从来都不是一种孤独的演绎，而是强调整个剧场的互动。一种互动在演出团

队内部，比如演员唱着唱着，会扯到乐队琴师等拉弦儿的、吹喇叭的。一般是调侃，乐队

成员往往也会在现场回应参与这样的玩笑，从而成为剧情之外的笑料。演员经常跳出剧情

外，同观众进行深度的互动。最常见的就是向观众提问调侃，有的演员甚至还会跳到台下

拉着观众上台。“……完美地发挥了现场存在感的优势，表演者和观演者在说口的嬉笑怒

骂中，取消了表演者和观演者的身份，大家都是实实在在的参与者，都是高高兴兴的狂欢

者。”18)

这种互动是以文雅著称的中国传统戏曲不能接受的，戏曲几百年来不断被中国官方定

义为国粹或者严肃艺术。二人转能如此大胆泼辣任性地打造受众喜欢的模式，恰是因其草

根地位--没有过多的关注，就没有过多的约束，因此成为有自由的艺术。

4. 本体的挑战

随着时代发展，尤其是信息时代的到来，作为戏曲门类的东北二人转从内容到形式不

断反叛偏离戏曲传统。观众和评论家们都觉得二人转越来越不像二人转了，现代元素替代

了传统元素，片段化、小品化、曲艺化替代了完整情节的戏剧属性，市场需求替代了艺术

追求，传统的二人转艺人也转型为喜剧明星。二人转逐渐走上本体反叛之路。

1) 综艺化的表演形式

當下中国最“火爆”的二人转剧场當属赵本山创办的“刘老根大舞台”，打着弘扬绿

色二人转的赵本山，甚至把这个连锁剧场开在北京城的中心地带。在中国东北各城市都有

专门的二人转剧场。但是很多人看演出的感觉都是，二人转演出更像是小品曲艺演出，传

统二人转的演出内容并不多。

研究者宁国利曾对长春‘东北风剧场’演出曲目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情况如下： 

传统剧目5%，专腔杂曲5%，小曲小帽25%，流行歌曲40%，电视剧主题曲20%，民歌京剧

5%。19)调查表明，原本二人转剧场里绝对主角，如《回杯记》，《观画》等传统剧目让

出绝对统治地位。往昔二人转的唱、说、做、舞变成了今日二人转的说、学、逗、唱、

17)赫亚红、李秀云，〈东北二人转的狂欢化叙事〉，《戏剧文学》，第8期，2018，p.154。

18)宁国利，〈新形态二人转戏剧研究〉，《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期，2015，

p.111。

19)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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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表演中常常是说笑话，演小品，明星模仿秀，逗乐子，翻跟头、才艺展现等。剩下的

二人转只有小曲小帽等演唱了。研究者认为，赵本山所推广的绿色二人转已经很少看到传

统的剧目和演出形式了。绿色二人转已发展为集忽悠、说笑、模仿秀、杂技表演为一体的

表演形式。20)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黑龙江著名二人转艺人张野、秦晓燕出现在天津曲艺节上表演

《傻子相亲》，引发了人们对二人转的思考——二人转上了曲艺节，还是戏曲嚒？实际上

关于二人转的定位问题早有争议。研究者李微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就撰文总结道，总义

纷纭，一种主张二人转归曲艺。二种主张二人转归戏曲。三种主张曲归曲，戏归戏，即双

玩艺归曲艺，单出头、二人戏、拉场戏归戏曲。四种主张二人转既不归曲艺，也不归戏

曲，而要另立门户，独树一帜。五种主张对二人转不加论定，两栖两属，任其发展。21)

如果一门传统艺术，已经到了归类和属性都存有争议的地步，那表明这种离经叛道的

异化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2) 被市场化的艺术挑战

几乎全世界的传统艺术都面临着现代元素和市场化的冲击。二人转也不例外。过去在

评价二人转时，人们往往赞美它原始古朴的粗野之风，从神圣走向世俗，从庄重走向戏

谑。今天在中国东北，以农民为消费群体的二人转更富有自由主义精神，毫不犹豫地投向

市场怀抱，甚至背弃曾经的艺术追求。

传统戏曲艺术首先是戏剧，最大特征是完整的戏剧情节，二人转最初是以剧目的形式

存在的，拥有完整的情节，只有小帽类似于戏曲的折子戏。但是今天的二人转演出在市场

引导下，几乎分割了传统剧目的完整性，一场二人转演出，演变为集笑话、小品、歌舞、

器乐、才艺、杂耍等于一體的晚会。

前文已经提到二人转对传统戏曲在内容上、形式上的挑战。实际上这恰是二人转在艺

术属性上的退化和市场属性强化的反映。过去的二人转市场主要在东北农村，城里人并不

是消费主體，但是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传播工具和渠道的丰富，二人转从农村的田间地

头走进农村小剧场，又从农村小剧场走进城市的各种舞台。尽管艺术一直在传承，但本质

上还是二人转演员谋生的工具，它的市场属性决定必须适应受众的需求，必然引导它在通

俗化甚至低俗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现代化元素注入并替代传统也就成为必然。

20)谢霜，〈管窥近年来东北二人转发展〉，《戏剧文学》，2008，第5期，p.81。

21)李微，〈试论二人转归属〉，《曲艺特征论》，中国曲艺出版社，1989，p.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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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二人转艺人的角色挑战

如果说中国时下舞台上的笑星，恐怕不会有人名气超过赵本山，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

他曾是辽宁铁岭群众艺术馆的二人转演员。他的徒弟们各个火爆，像刘晓光、小沈阳、宋

小宝等等，再加上吉林的二人转演员闫学晶等，这些从东北二人转出道的民间艺人如今成

了中国舞台上炙手可热的喜剧明星。但他们的二人转作品却基本不为人所知，尽管他们在

很多场合都称自己是唱二人转的，但他们已经基本脱离了二人转艺人这个角色。

二人转艺人的成功模式是以二人转表演为主，其他艺术门类为辅，演员出自民间，成

功的标志是票房。而今天赵本山等喜剧明星们的成功标志是市场价值和知名度，成名的渠

道是小品和电视晚会，传播渠道是影视和音像作品，他们的包装和商业运营也都是现代化

明星制造机制。

他们的成名其实直接摧毁了二人转艺人们坚守传统阵地的信心。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

样的民间演出，很多二人转演员都表演过摹仿明星演唱会的形式，用最简陋的道具，如雨

衣代替风衣，手纸代替围巾，肥皂泡代替舞台烟雾效果。演员也走下舞台和观众互动，以

演员向观众赠花。将演出推向了最高潮。22)

这种明星模仿秀实际上反映了二人转演员在价值取向上对传统二人转艺人的挑战，他

们的目标和理想就是综艺喜剧明星。

5.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东北二人转在表演内容、表演形式和本体属性的考察分析，二人转

同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相比，既有继承又有挑战背离。二人转在近三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虽

然位列中国戏曲艺术门类中，却一直在对中国戏曲传统的挑战中发展。需要说明的是，这

种挑战在二人转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的样貌和程度均有不同。1949年之前，中国政治体制

未发生变化之前，二人转仍然有鲜明的传统特征，但在内容和表演形式上已经形成并定位

为东北民俗下写实、粗鄙的底层文化消费品，同中国戏曲写意潇洒儒雅端庄形成鲜明对

比。而在1980年以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二人转则开始以“综艺化”为特征走向挑战

之路，尤其是八十年代末期赵本山凭借电视小品的走红，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到21世纪初

一系列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的火爆，一部分先红起来的二人转艺人完成了向喜剧明星的过

22)王洪辉，〈间离化反讽与类像危机--论二人转艺术与叙事空间〉，《戏剧文学》，第4期，2010年，

pp.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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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二人转基本完成本體挑战的过程。

我们无法简单地批评这种对中国艺术传统挑战的好坏。因为在今天，中国以及世界的

传统艺术普遍面临继承和发扬的困境，是否应该改革以及如何改革，都是严肃而有争议的

话题。但东北二人转在特定的背景和条件下迈出的改革步伐，使得他成为中国戏曲艺术门

类中最惹眼的现象--提到二人转，中国人尽管并不了解但却都有耳闻，它的知名度是地方

戏曲中最高的，一部分二人转艺人跻身中国最有名的演艺人群，从剧场到电视一路火爆，

成为独特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带来的不良效应是二人转传统剧目逐渐陷入失传的危险，

二人转艺人基本功退化，二人转将很难作为一种传统戏剧形式继续存在，更谈不上发展。

但同时也应看到，二人转的这种离经叛道，对于二人转本體、二人转艺人的存活和发展都

是有帮助的，对于丰富中国文化市场是有价值的。

面对信息时代的文化竞争，如果坚守二人转和中国戏曲的传统阵地，那么即便在中國

东北农村，二人转的生存也有很大的危机--二人转无法同京剧等主流名门正派的艺术相

比，没有那么多资金和政策扶持，二人转艺人无论技艺多么高超也只是民间高手，成不了

艺术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二人转这种背离传统、主动迎合大众口味、迎合消

费市场的勇敢和明智之举，才让二人转能在今天的中国有如许的影响力。从另一个角度

看，京剧等中国传统戏曲从内容到形式都被官方呵护备至，发展到今天不但很难看到艺术

进步和突破，反而陷入传承危机。离开了中国官方的资金和政策扶持，能不能继续生存都

是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中国戏曲传统的勇敢挑战，难道不是可敬的嚒？

二人转是完全发源于民众，勇敢地脱离了中国戏曲传统、戏剧形式的大众狂欢艺术，

它属于民众，它反映了民众在艺术领域精神追求的自由，并且因为勇敢的挑战精神而独立

有尊严地存活。这也是研究二人转挑战精神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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