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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更好地传承发
展陕北说书，韩起祥劝说自己唯一的女
儿韩应莲也学习陕北说书，并先后招收
了两代女弟子，打破世俗观念，开创了没
有女子说书的先河。

在父亲的教导培育下，韩应莲的说
书水平提高很快，且在长期为老百姓说
唱新生活的过程中，传承了父亲“为人民
说唱新书”的吃苦精神和弹说技法，成长
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陕
北说书代表性传承人、陕西省曲艺家协
会会长、中国曲协陕北说书艺委会主任，
被中国曲协授予“新中国曲艺 60年优秀
中国曲艺家”称号，为中国的曲艺事业发
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作为中国曲艺家协会的驻会副主
席，韩起祥本可以在北京过舒适的生活，
可他却主动放弃驻京工作机会，要求居
住在陕北延安。用他自己的话说，“金仡
佬银仡佬，我就是撂不下陕北这个土仡
佬”。

为传承和发展陕北说书，韩起祥坚
持与陕北的农民兄弟同吃同住，坚持为
老百姓鼓与呼，立足陕北创作出许多优
秀的说书作品，并多次获得中省市奖
励。比如，1945年编创说唱的新书《张玉
兰参加选举会》荣获陕甘宁边区文协颁
发的特等奖；1953年演出自编自说的陕
北说书《刘巧团圆》荣获陕西省曲艺创作
奖和文化部演出甲等奖；1963年演出陕
北说书《翻身记》荣获文化部演出奖……
可以说，他自编自演的陕北说书荣誉满
全国。

在韩起祥的努力下，1978年10月创
建了全国第一个集“编创、研究、演出、培
训为一体”的陕北说书专业曲艺事业单

位——延安地区曲艺馆，并积极争取中、
省、地区的大力支持，于 1985年在延安
凤凰山革命旧址临街建成建筑面积达
1000平方米的曲艺展演大厅和办公用
房。为此，韩起祥带领徒弟和接班人对
陕北说书的传统本书篇目进行了全面梳
理，整理出120多部传统古书、50多种民
歌小调、30多种说唱曲牌、100多种大小
三弦调式约 250万字，并作了系统储存
归档。

他们把还能说的原书目说唱“韵白”
改为“散白”，用口头语抒写道白；把其曲
调、板眼与陕北民歌、信天游、道情、碗碗
腔、秦腔、眉户曲调融于唱腔中；把原说
唱用词采用的“五字句”或“七字句”句式
进行了调改，字句可依据说唱内容、情
绪、节奏而自由缩短或延长，不再受字数
的局限。特别使那些激扬粗犷或低沉悲
伤的曲调唱词，更加富有情感表现力，使
素有的“九腔十八调”更显示出其曲调的
丰富多彩。

此外，他们把原陕北说书所用的“单
音调”“双音调”“西凉调”“山东腔”“平
调”“哭调”“对对调”“武调”等调式，根据
不同的人物个性、语气和情绪，运用融汇
多种戏曲曲调来描摹，拓宽了“一人弹奏
说唱”的演艺方式，发展成可以用民乐乐
队多种乐器伴奏的男女对唱、多人说唱、
表演说唱、坐场说书、走场说书、情景说
书、说书剧等，并可在家宅、院落、舞台、
广场进行表演。

为保证演出质量，他们坚持对演出
书目认真排练，努力提高所有演职人员
的艺术修养和演出技艺。随着演出水平
的不断提高，在中、省、市有关展演或比
赛活动中，曾多次获得奖项和荣誉。

打破传统 走向大雅之堂
今年是韩起祥诞辰 110周年，

绵绵思绪涌上心头。
韩起祥是 82 年前延安文艺

座谈会后涌现出的一位曲艺大
家，一生与说书结缘、与三弦为
伴，曾被毛泽东同志称为“天才的
说书艺术家”和“革命的三弦战
士”。在 60 多年的艺术生涯里，
韩起祥青年投身革命、中年改旧

唱新、晚年致力于曲艺传承，虽经历
传奇、饱受坎坷，却矢志不渝坚守陕
北黄土高坡，为革命、为人民说唱，深
受人民喜爱。

时至今日，韩起祥坚定的革命信念
和为人民服务的艺术追求，依然鞭策鼓
舞着我国的文化艺术工作者，使他们创
造出更多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文学
艺术新作。

韩起祥 3 岁时因患天花病失
明，13岁为生活糊口学唱陕北说
书，历经千辛万苦成了远近闻名的

“小书圣”。他长期在民众中奔波，
深知老百姓受地主老财的欺压和剥
削，听说人民救星毛泽东在延安，便
从榆林市横山县一路说唱着老百姓
的疾苦和呼声，于 1940年投奔延
安。

1942年 5月，毛泽东《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
安文艺界掀起了学习热潮。韩起
祥深入城乡村庄真切感受到“老
百姓喜欢听新书”的愿望。于是，
他开始对原来说唱的反映旧时

“忠孝尽仁道”“奸臣害忠良”“相
公招姑娘”等传统书目进行革新，
通过“旧瓶装新酒”的方式积极宣
传“反封建迷信”“反剥削压迫”

“倡导年轻男女追求新生活”的新
人新事，把现实生活中的“人间正
义慈爱、人人团结互助、鞭恶除邪
正气”等新观念送到千家万户，深
受老百姓喜爱。

在说唱新书的过程中，韩起祥

不断提高自己的弹唱技艺，充分利用右
手腕绑扎的“蚂蚱蚱”、左小腿缠绑的

“长甩板”，强化生活中新思想、新观念、
新情感和新人新事在情节情绪上的渲
染，一下就能抓住人心，让听众不由自
主跟着故事情节及其人物的情感变化，
或高兴、或流泪、或大喜大悲。譬如他
说唱自己的苦难家世《翻身记》，不知说
了多少场，不知听众有多少，百姓仍赞
声不绝。

1944 年，鲁艺的贺敬之到延安
县政府驻地王家屯下乡期间结识了
韩起祥，他从韩起祥的唱词中发现
了艺术的光芒，于是，将他带到了
鲁艺，介绍给了戏剧系的张庚、音
乐系的吕骥、马可、安波等同志，并
推荐他参加“陕甘宁边区文协说书
组”。

在贺敬之等人的帮助下，他开始大
量挖掘新题材的说书唱词。先后编唱
《二流子转变》《四岔稍书》《红鞋女妖
精》《劳动英雄李兰英》《张玉兰参加选
举会》《刘巧儿团圆》等，受到老百姓热
烈欢迎，从一个“旧艺人”成长为一名

“人民艺术家”。

生于民间 服务人民唱新声

1946年 8月的一天，毛泽东派
专人来请韩起祥到杨家岭说书。韩
起祥一听是毛泽东请他去说书，顿
时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怎么也想不
到毛泽东能请自己去说书，真是天
大的荣幸！恨不得长上翅膀飞到杨
家岭。

在杨家岭，饭后毛泽东请了中
央机关的许多同志，一起听韩起祥
说书。在杨家岭的礼堂里，韩起祥
虽然眼睛看不见，但他知道毛主席
就坐在对面看着他，于是他把三
弦定到最高音，放声弹唱起了新
编的《时事传》和《张玉兰参加
选举会》，他想把所有新书都
唱给主席听……韩起祥刚把
书说完，中央礼堂的掌声就响
个不停。

毛主席上前把韩起祥
的手拉住，亲切地问他的生
活和学习，勉励他“多多编
写演唱工农兵，新书要推向
全国去”，又嘱托他“多多带
徒弟、关心接班人”。毛主席

又说，“将来我送你一把新三
弦，好好为人民说新书”。韩起祥
激动地说：“谢谢主席，谢谢主
席！”……

韩起祥把毛主席的话记了个
真，时常梦想毛主席要送他的“新三

弦”，走起路也特别有精神……他更加
勤奋编说新人新事、注重培养民间说书
艺人说唱新书。仅1946年9月，党中央
机关报《解放日报》就连续 8次发表他
的新作、报道他深入城乡为老百姓说唱
新书的演唱活动……

时光荏苒，1953年，韩起祥应邀去
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文代会。在会议
间隙，毛泽东看到韩起祥也来参加会
议，便高兴地走到他面前，热情地同他
打招呼说：“韩先生，您来啦。”

韩起祥虽然看不见，但一听见毛泽
东的声音，瞬间显得非常激动，他动情
地说：“您老人家还记得我？”

毛泽东风趣而又认真地对他说：“怎
么会不记得呢，我还答应你，要送你一
把最好的三弦哩。”

第二天，中央办公厅干部送给韩起
祥一把新三弦，并对他说：“这是毛主席
送给你的礼物。”

韩起祥接过三弦，心潮澎湃地说
道：“感谢毛主席，这是说书人的传家宝
呀。”

回到延安后，韩起祥始终牢记毛泽
东的殷殷嘱托，坚持说唱新书多带徒
弟。先后改编、自编自演的新书有 570
多部约400多万字，举办各种说书艺人
培训班 30多期，培养说书艺人百人之
多，为陕北说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显著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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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 说新书带徒弟

● 1958年，周总理在北京中南海
接见全国第一届曲艺汇演代表韩起祥

▼ 韩起祥对女儿韩应莲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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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8月，韩起祥在延安病逝，结
束了自己坎坷但传奇的一生。虽然千
古，但他“一辈子为人民说唱”的精神，依
然鼓舞着广大文艺工作者前行。

1987 年，曾经面对面采访韩起祥
的山东作家胡孟祥，创作出描述韩起
祥辉煌人生的专著《韩起祥评传》，于
新中国成立 40周年之际，在北京民族
饭店举行了首发式，时任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亲临指导，并专
门为《韩起祥评传》题词：“民间艺术家
的一代典范”，对韩起祥为革命说唱、
光大民间艺术所作的杰出贡献给予了
划时代的历史性评价，鼓舞和鞭策全
国民间艺术工作者为繁荣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继续努力奋斗。

1993年12月，延安“曲艺人”不负众
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演出了由叶锦玉
创作、曹伯炎表演的陕北说书《幸福时刻
永不忘》；参加了文化部、广电部、解放军
总政治部、中国文联、北京市政府举办的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00周年大型文
艺晚会”，并受到江泽民、李鹏、乔石、李
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等中央领
导人的接见；1997年 12月，延安市曲艺
家协会姚敏学创作陕北说书《半碗饸
饹》，由延安曲艺新秀曹伯炎、甄三梅表
演，并在全国第七届“群星奖”大赛中分
别荣获创作金奖和表演金奖，一展陕北
说书新风采。

尤其是中国曲艺家协会、中共陕西

省委宣传部、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于 2014年 11月 10日至 12日在西安举
办的纪念韩起祥诞辰 100周年“韩起祥
杯——首届中国西部优秀曲艺节目展
演”系列活动，来自全国西部 12个省、
市、自治区的34个优秀曲艺节目、160余
名演员参加展演，陕西省延安市曲艺馆
的陕北说书《三弦战士韩起祥》参加展
演，被认为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
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体
现”，受到一致好评。

2021年 7月，国家曲艺人暴玉喜创
作的陕北说书《看大桥》，把韩起祥为刚
建成的延河大桥编创新书、亲身摸察大
桥桥体的过程及感受表述得淋漓尽
致。并于 2022年 9月，由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陕北说书代表性传承人、
陕西省曲协主席韩应莲导演，陕西省级
非遗陕北说书代表性传承人、国家一级
演员曹伯炎主演，一举夺得第十二届中
国曲艺牡丹奖“节目奖”。这是自延安
曲艺馆建馆以来，首次获得国家曲艺最
高奖。

如今，延安已建立了“中国革命文
艺家个体纪念馆”群体，其中“韩起祥
馆”生动展现了韩起祥为革命弹拨三
弦说新书的情景，让大家切身感受到
韩起祥“一辈子为人民说新书”的革命
进取精神，领略到韩起祥兢兢业业编
创说唱新书所取得的斐然成就，推动
点亮非遗传承之光。

流芳千古 推动非遗传承

▶
韩
起
祥
在
舞
台
上
表
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