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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为人处事的方法，工作怎么做，对父母怎样做，社会风尚

都在里面，所以当年说书先生每到一处都很受欢迎。”在他看来，

评弹的调派各有特色，“老师们根据自己的嗓音，根据自己所

演的人物来创造，有高亢的，有宽广的，还有些是比较尖的，

我们是说唱艺术，流派叫作‘调’而不是‘派’，吴方言是江

南文化的重要组成，普通话有四个音调，苏州话有八声，其中

蕴含了当地的细节和民俗”。

海派文化

尽管拥有着极为丰厚的“艺术家底”，但高博文也清楚地

认识到，优秀传统文化仅仅只有继承是不够的，必须跟上时代

的需求和观众审美情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近年来，上海评

弹团始终秉承守正创新理念，传承和发展并举。我们建立了清

晰的有针对性的继承谱系，让每一位青年演员充分认识到优秀

传统文化的内在内涵，感受到自己身上承担的重大责任，并以

科学的激励机制来鼓励他们，通过传承书目对唱腔流派和表演

风格也都进行了系统的学习继承，使这些优秀的评弹瑰宝得以

继续流传后世。”

如何让评弹走近年轻人，高博文一直在探索评弹的跨界，

从“摇滚评弹”“爵士评弹”，到和流行歌手跨界，再到极具

创新的新评弹作品。“现在年轻人的节奏、审美、情趣，和过

去大不相同，评弹要献给今天的年轻人，必须要改变它。但是

这个改变建立在丰厚的文化底蕴上，而不是彻底把过去抛弃来

新的，新的人也不爱，老的人也不要听。所以我们承担的责任

非常重，必须有几条腿同时迈进。时代在变，节奏在加快，我

们必须要向年轻人讨教，比如评弹《繁花》把当代的时尚元素

融进去，所以很受年轻人欢迎。”

“写《繁花》的阶段，我耳朵边一直有一位苏州口音的上

海老先生，一个人慢慢讲，声音不温不火，不高不低。再麻烦

的背景名堂，再吵闹的男女对白，先生总是笃定泰山，有哭有

笑，有俗有雅，说得源源不断，像是用不着我考虑，我只要听，

只要记就可以了，真是特别……今朝是高博文先生来说《繁花》，

像这个过程今朝又回转了，回到一部评弹说书先生的书里，有

意思，苏州口音，上海口音的老先生一转身，回进了传统大世

界，一个可以开口说，开口唱的环境，我这是做梦，还是真的，

蛮好蛮好，我乐观其成的，谢谢高先生。”这是《繁花》作者

金宇澄早年听了评弹版《高博文说繁花》后说的一段话。正如

一部《繁花》，无论是电视剧版还是话剧版抑或评弹版，响还

是不响，其实都绽放了属于上海的时代底色。

从 2016 年开始，《高博文说繁花》一上演便大受欢迎，无

论是在书场、小剧场、大剧场，甚至室外演出，观众都络绎不

绝，这部改编自金宇澄的茅盾文学奖获奖沪语小说的评弹作品，

描写了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间阿宝、沪生、小毛等

一众上海人的生存状况。演出按照评弹的叙事传统，每一回书

目对应小说的一个章节，既相互关联又具有独立性，一回书讲

述一个原汁原味的海派故事，包罗万象，精彩纷呈。

《高博文说繁花》人物繁多，关系交错，情节密集，演出

以苏州方言为主，人物对话以上海方言为主，弹唱则保持评弹

的传统曲调，保留了这一曲种的独特韵味。以往，评弹所有的

演员一开场就会出现在舞台上，但《高博文说繁花》做出了改变，

用了更加“戏剧”的方式：开场两位说书人在叙述时代背景时，

表演沪生和梅瑞的演员并未上场，而是在场下等待自己的戏份。

当两位说书人迅速将时代背景叙述完之后，并非生硬地说“书

归正传”，而是由画外音（当时的流行歌曲）自然地引出梅瑞

的出场 ...... 正如金宇澄所说的那样，《繁花》是要“使得外地

的朋友能够了解上海的市民生活是什么样子”。

对此，高博文表示，只有对传统评弹感悟得深，才能创新，

才能演好《繁花》。作为一门叙事性的艺术，评弹的叙事方式

有别于小说、戏剧、电影等，其一大特点是着力于人物性格的

刻画、内心世界的描摹和矛盾冲突的开掘，有时不惜加以浓墨

重彩的渲染和精雕细刻的描绘。于是在原著的深刻体会下，再

结合评弹艺术的特点，便有了《高博文说繁花》。“这是评弹

评弹《千里江山图》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