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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没影响我的语言和思维”

出现在记者面前的田连元，穿着满身
福字的红色背心，满脸笑容，精神矍铄。
年过八旬的他，脑梗4年，走路有些不便，
但思维清晰，表达流畅，语言幽默，目光有
神。他笑称：“老天爷算是照顾我，脑梗没
影响我的语言和思维，大概看我是说书
的，给我留着饭碗。”

虽然如今不太方便外出，但总有亲朋
好友上门探望。“昨天家里来了一帮我当
年在杨柳青练武的师兄弟。”田连元兴致
勃勃地说：“杨柳青是我当年习武的地方，
我们这达摩派的弹腿功夫，门户传承两千
多年了，霍元甲也是我们门派的。”除了习
武练功，田连元当年还跟着戏曲演员进行
形体训练，从小就练下叉、踢腿。这些功
夫不仅强身健体，也为他的说书表演增添
了丰富的肢体语言，令其在刻画人物和描
述故事时更加惟妙惟肖。

正是因其独特的成长经历和思维意
识，使田连元能以现代观念重构传统文

本，将戏曲身段、武术功底与文史考据熔
于一炉，提出“立体评书”理念；同时还能
突破传统评书“半身艺术”的桎梏，从江湖
书场到荧屏革新，成为中国“电视评书第
一人”，对此他笑道：“我是头一个敢吃螃
蟹的人。”

从“旧书摊学院”到电视说书人

田连元1941年出生于长春一个曲艺
世家，说书是他家传承三辈的技艺，祖父
说沧州木板，父亲说西河大鼓。田连元从
小受家庭熏陶，五六岁就学过小段。真正
走上说书道路，是在他天津辍学之后。“因
父亲有病，我小学只上了五年就辍学就
业，说书是我唯一能选择的职业，想不说
都不行。”回首往事，田连元感慨万千。

虽然过早告别校园生活，成为田连元
终生遗憾，但他从未放弃学习，反而通过
广览博读，大量摄取知识。他向同学借课
本自学，还经常去书摊租书看，在“旧书摊
学院”啃完《三国》《水浒》《白话聊斋》《钢

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中外名著，还自学初
中至大学文史哲课程。这种“杂货铺式”
的日积月累，成为其“评古论今”说书的根
基。

田连元的说书生涯并非一帆风顺，17
岁第一次登台，台下观众纷纷离场，令他
萌生退意。但生活所迫和父亲的鼓励，又
将他推回书场。在辗转天津杨柳青、山东
济南等各地演出的过程中，他苦练技艺，
逐渐崭露头角。说书老艺人评价他“将来
能成角”的肯定更是给了他极大鼓舞。

后来，田连元被辽宁本溪曲艺团选
中，但并没有安排他说书，而是弹三弦伴
奏，直到毛遂自荐，才凭借“大隋唐”赢得
了说书的机会。1965年，他创作的短篇新
评书《追车回电》成为辽宁省曲艺汇演优
秀节目，并且引起了辽宁电视台的注意，
为其录制了田连元第一篇长篇评书《欧阳
海之歌》。

好不容易要火了，田连元又遭遇了上
山下乡、嗓子失声等种种坎坷经历……最
终他得以重返舞台，也迎来了人生新的转
折点。

上世纪80年代，电视尚属稀缺媒介，
辽宁电视台台长突发奇想，要将评书搬上
电视荧屏。田连元被选中，成为“电视评
书”的第一人。

在选择书目时，田连元首先挑中了深
受听众喜爱的《杨家将》。在演出服装上，
他大胆创新，摒弃了传统评书人穿大褂的
形象，成为首个以中山装、西装亮相的说
书人。“我觉得说书不一定非得穿大褂，评
书活在当下，服装也该活在当下，应该根
据内容来选择服装。”这种革新曾引发曲
艺界前辈的质疑，因此田连元在说《施公
案》时穿上了大褂。但在说《水浒传》时，
他又换回了短打装扮配合动作戏，生龙活
虎演绎武松打虎。

曲艺是营造想象的艺术

“评书评书，要有评有书。”田连元提
出“评书的灵魂在评”，而他的评书能够给
人留下难忘印象，一方面在于说得精彩生
动，另一方面便在于评得深刻有趣。

在说《水浒传》时，对于林冲这个人
物，他觉得原著中的结局不太合理。“林冲
逼上梁山后，宋江招安时他又跟着下山征
战，这不符合他的人物性格。我认为林冲
在知道宋江招安成为现实后，应该整天酗
酒，最后醉死在晁盖的坟前。”田连元的这
些独特见解，既有深度内涵又有现代意
识，让人物更加立体丰满，也使评书升华。

田连元晚年致力于研究中国评书表
演理论，他考证出明代说书家柳敬亭之师
莫后光提出的“表演三境论”，又研究了斯
坦尼斯拉夫斯基“体验派”与布莱希特“间
离法”等西方表演艺术理论，认为中国早

于西方三百年就已有表演理论雏形，但需
要有人深度挖掘。“我认为曲艺不同于斯
坦尼，不同于布莱希特，也不同于中国戏
曲，曲艺有自己的独特表演理论。”

如今，年过八旬的他仍笔耕不辍，书
桌上一摞厚厚的手稿，封面写着“营造想
象的表演艺术体系是曲艺的表演理论”。
他说：“曲艺是营造想象的表演艺术。像
评书演员，一人一扇一醒木，千军万马心
中生，在有限时空之内创造出无限的故
事，这就是营造想象的创造结果。”

面对时代变化和其他娱乐形式冲击，
田连元以开放姿态拥抱变革，支持动漫评
书、手机听书，但在收徒上却有严格标准，
他有十来个徒弟。他说：“只有对评书艺
术有感悟、有体会、有升华，才能对这门艺
术有新的发现和体验。”

与老伴伉俪情深

2014年的沈阳街头，一场因他人酒醉
驾车而导致的惨烈车祸，让田连元经历了
生死劫难，坐在副驾的他因颈椎爆裂性骨
折昏迷，而驾驶座上的小儿子田昱则失去
了生命。痛失爱子的巨大痛苦，曾让田连
元万念俱灰，但在家人的精心照料和爱妻
的陪伴下，他重燃对生活的热爱。

采访田连元的过程中，他的老伴儿刘
彩琴一直默默陪伴，家中各处都摆放着两
人的温馨合影。当年在本溪曲艺团初遇
时，刘彩琴已是西河大鼓名角、团里的台
柱子；比她小5岁的田连元被安排为她弹
弦伴奏。年龄和地位的差异，外界和家庭
的反对，没能阻挡两个因艺术结缘的年轻
人心中的爱意，他们在订婚照上写下“患
难与共”，一起携手度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如今，90岁高龄的刘彩琴仍每日照料
田连元起居；而田连元每年必为妻子精心
准备生日礼物。走过了金婚，走过了钻石
婚，二老每天仍有说不完的话，他们的谈
话内容大多是讨论艺术，共同践行“活到
老学到老”的理念，保持着对时代的敏锐
感知，也让后辈从他们身上不断获得生命
和艺术的能量。

对于上世纪 80年代成
长起来的人来说，守在电视

前等候田连元说的《杨家

将》，是难忘的集体记忆。
这位穿着中山装或西装亮

相的现代说书人，让古典名

著中的一个个经典人物栩

栩如生，一个个传奇故事历

久弥新。而田连元本人的

艺术人生也正如一部精彩

传奇，起伏跌宕，韵味悠长。

从小学都没毕业的辍

学少年，到电视评书第一

人、首位站在加拿大、俄罗

斯等国外大学讲台上传授

中国评书艺术的曲艺家

……今年迎来从艺七十载

的田老，曾用几个称号概括

自己不同的人生阶段：“一

个是长春赤子，我生在长
春；二是津沽少年，我在天

津那边学艺，从 8岁待到了
20岁；第三个是辽东山人，

因为工作在辽宁本溪；最后

一个是京师闲客，现在闲住

在北京。”初春的暖阳中，记
者走进田老家中，听他细说

七十载艺海沉浮，讲述“说
书人的天命”。

年过八旬的田连元精
神矍铄、目光有神。

田连元：
七十载艺术人生
比评书更精彩

他是我国“电视评书第一人”并把
传统评书艺术传播至国外

据北京日报

田连元穿西装说《水浒传》,
成为“电视评书”的第一人

田连元和老伴刘彩琴钻石婚合影田连元和老伴刘彩琴钻石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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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故事

如今的田连元仍每日读书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