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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立福诞辰百年

最拿人的“书外书”
都是亲历的天津实事

“书”中自有相声技

刘立福在师爷、父亲的熏陶下，痴
迷陈派评书。但却是先说的相声。

原来，在金店做学徒时，刘立福就
和父亲说，自己觉得做学徒“没出息”，
想学相声。父亲开始相当反对，后来
在刘立福软磨硬泡之下才同意。因为
父亲和张寿臣交情深厚，平时也甚是
喜欢刘立福，父亲就让刘立福跟着张
寿臣学艺。刘立福原名刘文博，“立
福”是艺名，张寿臣相声这一支以“德
寿立仁义”排字，评书陈家门的排字是

“健立功业”，刘立福的一“立”站两门，
也就沿用下去。

结果正商量着“摆支”正式拜师，
师奶奶却提醒，陈士和与张寿臣是口
盟的把兄弟。徒弟没法收了，但张寿
臣却也撂下一句狠话：“你就干去吧，
有人‘横’你，你叫他找我！”此外，还送
给刘立福亲笔书写的册子，内有“对春
儿”“楼腿子”等18段传统相声。

直到24岁时，刘立福才开始说评
书。师父拜的是陈家门的张健声，而
大部分传艺则是源自师爷和父亲。

学评书不会掰着手儿教，没有一
套教学的理论，完全凭自己的领悟，就
是跟着师父听“活”，听完以后自己又
有所发挥。刘立福也成为评书门类中
鲜见的“世家子弟”——绝大部分评书
演员都是半路出家。

因为这段相声经历，刘立福的评
书也有自己的发展。在《枪毙刘汉臣》
公堂问案中，如果按照评书老技法，是
一人大段表述，刘立福却因为加入

“嗯”“哦”“是”等衔接词，变成了有来
道去的对口形式。相声的捧逗，让人
物区分更加明显、生动。

《崔猛》中的倒口，就是源自相声
《怯教书》；《白宗巍坠楼》抓杜笑山，更
是用了相声《大娶亲》的底……“这些
用得都相当巧妙。”小四说，用现在的
话来说，就是毫无违和感。

“书”中自余风骨香

1979年，人民公园在阅览室恢复书

场，小园子每天最少有100多名观众。
公园也找到下放到工厂的刘立福，希望
他能出山。

刘立福初时拒绝，“不能拿着厂里的
工资到外边说书。”厂里领导非常开明，
对他说：“老刘，现在政策变了，文艺的春
天来了。”于是，刘立福和另外一名演员
咸豫棠搭个前后场，咸豫棠先说，刘立福
提早下班以后，到了公园接场。

但这人民公园的第一场演出刘立
福就没去成。原来，那天突然接到另一
个演出任务，在天津电影公司后面的一
个礼堂里，和另外两名评书老演员一起
表演——姜存瑞说的《斩华雄》，顾存德
说的《棒打洪教头》，刘立福复出的第一
次演出，说的是陈门经典之作《瑞云》。

那一年，一部《岳飞传》在中国百余
家电台播出，评书兴盛起来了。

“很多大体量的书目，先生是醒木一
摔就开讲，从不备课。却‘广义备稿’，终
生学习。”小四说，先生生前看电视剧、听
百家讲堂，总琢磨着能不能“搁”在书里，

“怹告诉我，后来录的《白宗巍坠楼》里，
还用了不少上世纪八十年代最火的《大
侠霍元甲》的元素。”他还开了博客回忆
人生历程，回答众多年轻网友的问题，

“每一段文字都堪称艺术史料、天津城市
风情记录。”小四说，先生的回忆录已经
定稿，将于不久后付梓出版。

在2003年之后，刘立福本意收山，
中间也就在津门曲荟、进南开大学展
演。2010年，刘立福评书专场在中国大
戏院举行，这是评书艺人头一位，“座无
虚席，让怹又充满信心。”之后，又在新和
平文化宫、同悦兴茶馆说了一年多。
2013年，马志明、王佩瑜版的《乌盆记》
在天津大礼堂上演，刘立福说了一回评
书《乌盆记》，“这是先生自己构思创作
的，怹已经89岁。”

刘立福的评书艺术生涯，比师爷、
父亲、师父加一起还多，2015年以92
岁高龄辞世，也是喜寿而终。陈派评
书，是津派文化的代表之一，而刘立福
隽永的表演风格，也正是天津文化风
骨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斯人远去，
书脉余香。

新报记者单炜炜
图片均由被访者提供

2013 年 12 月，天津广播电
台录音棚内，89岁的评书大家刘
立福正在录陈派评书名段中《聊
斋》系列之《西湖主》。

“这个猪婆龙啊，就是现在的
扬子鳄。”

就是老先生这一句——
录音棚外，刘立福的徒弟、天

津广播文艺频道主持人小四，眼
泪夺眶而出。

2001年，我17岁，刚在燕乐茶
馆听先生的评书，就迷上了。当时，
先生说的就是《西湖主》，说到猪婆
龙时，按照传统“开脸”路数，将之形
容为一个怪物形象。那时听《聊
斋》，我回家要对比原文看，比上课
还认真。还特意查了一下，这个猪
婆龙就是鳄鱼，故事在洞庭湖，可能
还是扬子鳄。转天，我大着胆子向
先生说了这个猪婆龙的“来历”，先
生表示感谢。

后来，我有幸成为先生弟子之
一。据我所知，从那次以后，先生没
有再说过甚至没有提及《西湖主》这
块活——原来，这10多年，怹还记
得我当时的建议啊。

“书”中自是来时路

毛大福给狼看病，狼送“金饰数
十”。在刘立福的书里，这就有了金
嘎子、金簪子、金镯子与金链子——
这是天津传统的“四大金”。还说
了，天津北门里大街曾都是金店，要
是把金银首饰卖到店里，都要铰开
了只按金银来核价。

王成到京城卖葛（布），来晚了，
这价越来越贱，亏了本。在刘立福
的书里，就算了一笔“经济账”，应该
先低于成本卖出去，回笼资金，再低
价买回，再卖就是赚的了。

这些“书外书”，自是刘立福评书
的特色，更是他所亲历或者亲闻的。

1924年，刘立福出生。最初，
家住西头北阁，因过继给大伯，先后
住过英租界益庆里、兆丰路新风里、
教堂后同善里。大伯去世，又随伯
母搬到城里小双庙，伯母去世后，他
回到父亲身边，甚为颠沛。

祖父是银行家，父亲刘健英原
名刘金涛，毕业于新学书院，与刘云
若（小说家）、高渤海（实业家高星桥
之子）等为同学，但沾染抽大烟不良
嗜好，致使家道中落。1933年，刘
金涛拜陈士和为师，并追随左右，由
于他有文化，生活阅历丰厚，还善于
借鉴京剧表演，在地道外、鸟市、东
兴市场、三角地、谦德庄等地的书场
颇受欢迎。

刘立福7岁开始，先后在市立
第三小学、法汉学校读书。15岁时，
在元昌金店当学徒。掌柜的叫徐振
甫，是劝业场老板高星桥的亲戚。
刘立福常抱着徐振甫小女儿，免费
在劝业场的天华景听戏、天宫看电
影。干了半年之后，就已经能在柜
台收金货了。

评书中的“书外书”，其实就是
“刘立福的回忆录”。发生在天津的
“实事”《白宗巍坠楼》《枪毙刘汉臣》，
两部书中，刘立福提到大罗天、南
市、河北法院、军警督察处、大经路
等各种建筑、地理，“都是先生熟悉
的地方。”小四介绍，先生脑子里有
一张详细的天津地图，也给观众展
现出真实的天津地理。

今年是评书艺术家刘立福先生诞辰100周年,“书坛聊斋话百年”纪念评书艺术家刘立福诞辰一百周年暨
津沽评书文化展正在天津鼓楼博物馆热展，刘立福弟子的评书专场纪念演出，也于上周举行，向来自全国的书
迷观众，展现了天津陈派评书刘立福艺术魅力和传承。其间，弟子小四在接受采访时，讲述了师父生前的生活
片段，“他的那些亲身经历，都化在作品中，记录着天津的风情风貌。”

与部分弟子合影。左起马鸿骉、
蒋卯卯、蒋宏宇、杨光彤、佀童强（小
四）、张博。

2010年表演《小翠》

2013年演说《乌盆记》

1980年在实验曲艺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