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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楠 当快板书遇上短视频
本报记者 胡春萌

追踪热点

主对话up

当今，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城市经

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

很大的提高和改善。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

的同时，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城市精神文

明的建设，城市文化也逐渐成为城市竞争

力的重要因素。当文化融入城市，艺术走

进生活，人们的生活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城市文化的营造与建设，又会给天津这座

城市的未来带来哪些值得期待的可能？

文化活力激发津门更多可能
本报记者 徐雪霏

张楠是天津艺术职业学院曲艺系快板书、相声专业教

师，师从于快板书艺术家、教育家张志宽先生。作为专业

的快板书、相声演员，张楠的不少演出视频早就被“粉丝”

上传到视频平台，收获了不俗的点击量和赞誉。今年年

初，他开始自己成为UP主“艺久”，通过短视频和直播，用

活泼有趣的段子讲述他和学生们的日常趣事，以最简洁易

懂的方式普及快板书艺术，也通过直播连麦的形式，让更

多曲艺爱好者展示自己的才艺。

专业曲艺演员做UP主
一开始“不知道眼睛看哪里”

记者：作为专业的快板书、相声演员，您有

很多舞台表演经验，也有教学经验，做短视频

和网络直播，是不是比较容易进入状态？

张楠：我一开始也不适应。首先，曲艺表
演讲究“台上台下打成一片”，比如说在剧场现
场表演，我们演员是随时要感受观众反馈的，
要跟观众融为一体。说相声我抖出去这个包
袱，唱快板要有情绪激昂的地方，需要观众给
我反馈，无论是掌声也好、笑声也好，我需要观
众跟我互动起来，换句话说是要和台下观众有
心灵上的交流，即便没有语言的交流，也是有
信息的交流。

但是在互联网上，有屏幕隔着了，我很不
适应，尤其是网络直播的时候，我的眼睛一开
始都不知道看哪。在舞台上，我可以和观众对
看，用眼神去交流，把观众的注意力吸引到自
己身上来。可是我在直播间里边演，我就不知
道我是应该看镜头还是应该看屏幕。我的学
生有帮我把直播节目录屏，我回看视频的时
候，觉得自己应该看镜头，这样的画面看上去
是演员在看观众的，如果看屏幕，演员视线是
向下的或是斜的。不过后来我直播做的次数
多了，发现演员也是要时不时地去看屏幕，那
个滚动的字幕、动态效果，比如有的观众会刷
礼物或是发一些鼓掌喝彩的表情，就相当于观
众的反馈，相当于在剧场里边的叫好鼓掌。有
的时候我做一些教学类的直播，观众会发字幕
提问，要及时地讲解。所以，后来我就会眼睛
两头忙乎。

还有一个刚开始不适应的点，是录视频或
者做直播时声量的控制。我最开始总是会觉
得大家距离远，观众听不见，下意识地就把声

量放大，实际上不用这么大声音喊，麦克收音
系统对声音的还原和现场声音的传送效果是
不一样的，给人的感受不一样。那时候我就是
自己跟自己较劲，直播两个小时到两个半小
时，挺累的，有时嗓子都哑了。我就摸索经验，
逐渐找到比较适合的声量，后来就好多了，我
也习惯了。

记者：您做直播会和观众聊什么？

张楠：直播也是聊快板、聊相声、聊曲艺，
也有教学内容和展示，最开始我一周播三次，
三次内容都不一样，一次是快板教学、相声教
学；一次跟网友们互动，他们不明白的问题可
以连线或在公屏上提问，我来给解答；还有一
次是“曲艺大家唱”，我提供这个平台，让曲艺

爱好者们在直播间里边来表演节目，不管水平
高低，只要有兴趣、乐于展示，都可以在直播间
表演，当时有唱快板的、有说相声背贯口的、有
唱太平歌词的、有唱京韵大鼓的，还有唱京剧
的，反正挺热闹的。

记者：“曲艺大家唱”这种互动性特别强的

直播，当时是不是要先发活动预告？

张楠：我当时做了一个预告的短视频，没
想到大家参与热情这么高。我的直播一开始
其实内容没有这么丰富，在做的过程中，我就
琢磨怎么让更多的人来看，怎么让气氛更活跃
一点，一点点地就设置了这么几大块的内容。
还有的时候，我们会设置表演场，以我的表演
为主，我也带着我的学生表演，有快板书和相

声，等于是给学生们更多表演实战的机会。毕竟
疫情防控这几年，线下演出的机会少了很多，可
对于演员来说，还是需要到舞台上去磨炼的。

把爱好变为专业
中间的桥梁是汗水与委屈铸就的

记者：您的短视频，有很多是您与学生之间

的一些小故事，有网友说是“劝学小段子”？当时

为什么要拍摄这个题材的短视频呢？

张楠：我从事教学也很多年了，逐渐发现如
今的学生和我小时候学艺的初衷是不一样的。
我小的时候觉得我学完曲艺要把这个当一个职

业。当然老一辈的艺人，他们更是有这个想法
了。他们过去学艺为什么？就是为了学一门手
艺，将来能够挣钱吃饭养家糊口。现在的学生完
全没有这个意识，这是我切身的感受，他们就是因
为喜欢、爱好来学，他们没有生活的压力。人无压
力轻飘飘，学着玩儿和当专业学，投入的情感和精
力是不一样的。现在网络上总是在说“把爱好变
成事业”，这个是可以的，但是我给我的学生上
课时就经常讲，他们要明确一个概念——爱好
和职业中间的转变是需要下很大的工夫才能达成
的。你得为这个专业流过汗、流过泪甚至受过委
屈，然后假以时日才能成功。

记者：可能这也和媒体总是展现演员光鲜的

一面有关。

张楠：光看演员在舞台上闪光了，没看见演员
背后受多大罪。业余爱好者和专业的学员，需要
付出的汗水是不一样的。你要很努力地把艺术弄
好，你才有市场，你才能去卖票挣钱。我把我的这
些人生感悟、学艺术的感悟融到短视频里面了。

记者：您对今后做短视频或直播，有什么计

划吗？

张楠：最近直播不怎么做了，因为时间和精
力确实有限。我的主业还是教师和演员，首先要
保证完成线下的教学和演出任务。短视频内容
我也还在摸索和尝试。不同的短视频平台有不
同的运营模式，有些玩儿法我还不是太适应，而
且我也不想短视频做得太商业化了。比如平台
推流量这件事儿，我最近发现，可能辛辛苦苦写
剧本、拍摄、后期制作的一条视频，播放量还不
如一条“随手拍”。如果只为了流量，我可以迎
合算法去做更多的“随手拍”、去蹭热度，那样性
价比也更高。可是我对拍短视频还是有一些自
己的想法的。我们不能光为了流量去拍吧？我
们曲艺界有好多正能量的事，有好多前辈艺人他
们的创业精神、学艺精神和为人处世的态度，是
值得我们去分享的。可能未来我会通过短视频
去讲一讲这些故事。

首届城市文化节开幕

“文化生活+”带来更多活力

天津文化中心自2012年建成并投入使用，
集合了天津博物馆、天津美术馆、天津图书馆、
天津大剧院、天津自然博物馆等天津重点文化
场馆，及天津万象城和天津青少年活动中心等
休闲娱乐场所，成为天津市规模最大的公共文
化设施，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融，为“文化生
活+”场景带来更多可能性。

2022年11月5日，值天津文化中心建成十
周年之际，天津文化中心十周年庆典暨天津
XING·2022城市文化节正式启动。作为连接
大众与艺术文化的城市公共空间，天津万象
城携手天津博物馆、天津美术馆、天津图书
馆、天津大剧院及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天津美
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等文化学术机构推出系
列活动。

4座文化场馆，6场文化论坛，5场主题艺术
展，20件公共装置作品，1场海报展，4场文化夜
现场，“城市文化节”用多元文化照亮城市，激
活城市文化活力，为天津市民带来一场文化艺
术的消费盛宴。

据天津万象城企划主管，2022城市文化节
项目策划人金星介绍，“‘X’代表跨界，是持续
不断打造文化内容的基础；‘ING’代表拥抱变
化，是突破传统，不断创新的态度。2022年是
天津文化中心建成十周年，天津万象城作为文
化中心商圈核心商业综合体，希望能够发挥自
身优势，携手友邻，共同庆祝天津文化中心建
成十周年。”

记者了解到，此次《天津XING·2022城市
文化节》，天津万象城联合四大场馆，以各场馆
建筑为原型，结合场馆功能和定位，设计开发
了5套“城市X计划”十周年纪念款数字藏品，
以3D微视频的形式，展示每个建筑体的城市意
义，并于11月5日于迅雷·非同数艺及一点万象
App开始发售。

天津万象城还策划呈现了一系列的艺术
展览项目，与国际知名艺术家单晓明、宝珀文
学奖、迪品美术馆、天津美术学院及文化中心
各场馆联合打造5场公共艺术展，推出城市创
意论坛、文化夜现场等20余场文化类活动，来
表达城市更新、城市乐园的理念，为文化生活
注入无限的想象力。

同时，天津万象城还邀请了艺术家单晓明
围绕“共生symbiosis”的主题立意为十周年定制
大型公共艺术装置，同时结合天津万象城及文
化中心十周年节点落地大型影像展，创新性地
展出“六馆一城”的十年变迁，推动文化中心场
景升级，展现多元化艺术空间。该展览预计将
持续至2023年2月28日。
“城市文化论坛”则是由天津万象城打造

的原创城市论坛品牌，天津万象城联动周边四
大场馆（天津博物馆、天津美术馆、天津图书
馆、天津大剧院）合力打造了6场不同主题的城
市友好论坛，每期邀请城市规划师、城市运营
者、城市创想家参与分享，从咖啡、露营，到城
市规划、古籍修复，从多种角度为市民提供文
化艺术共享平台，积极探讨城市生活的无限想
象与可能。

天津博物馆宣传教育部副主任张堃参与
了此次论坛活动，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对天津
文化建设的期待：“我自2004年就在天津博物
馆工作，看着天津文化中心一步步走到今天，
也见证了天津这座城市文化建设的变迁。天
津拥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天津博物馆也
有着上百年的历史，里面的很多藏品都是十分
珍贵的，是先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现在我
们能够有如此便利的条件去欣赏到这样珍贵
的文物，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让更多
人走进博物馆，走进文化。同时，城市文化节

的举办也让我们这样的文化场馆与天津万象
城这样国际化的商业中心加强了合作，我希望
在未来天津文化中心可以将天津城市文化推
向全国，乃至世界。”

保护天津历史文化遗产

挖掘城市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

近年来，天津不断加强对城市文化的建
设，保护天津历史文化，挖掘城市文化遗产，打
造天津独特文化品牌，为城市文化发展提出更
多可能。

2022年11月2日，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对《天津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1—
2035年）》草案进行公示。《规划》提出，构建全
覆盖、更完善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探索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新模式、新机制，使
城乡历史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充分利用，
着力营造富有文化魅力与现代活力的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

为突出天津历史文化特色，《规划》确定构
建“一市双城一区，四带三片多节点”的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格局。新增大沽化工厂、大沽船坞
两个历史文化特色风貌片区，强调了对历史城

区风貌特色与空间环境的整体保护，突出历史
街区的保护与活化，多角度、多维度深挖各历
史街区的价值特色，以小规模、渐进式的方式，
持续提升街区活力。

同时《规划》指出要严格保护各类不可移
动文物。加强革命历史遗迹的挖掘与保护，积
极开展红色资源的整理与研究，不断拓展红色
资源的展示利用方式与宣传教育途径，充分发
挥红色资源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传承红色基
因、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
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爱惜城市历史文
化遗产，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天津
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1—2035年）》的
提出恰恰印证了天津在城市建设中，对历史文
化的尊重与保护。中国当代作家冯骥才曾说，
“海纳百川，包容并蓄，构成了天津城市文化的
特质。”也正是这份特质，让天津拥有了独属于
自己的最独特的城市文化标签。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鲍国华表示，城
市是人类的生活空间，城市文化更是一座城市
的命脉：“城市因人类的文化需求而形成，随着
一座城市的诞生和发展，会慢慢形成属于这座
城市的独特文化，进而形成这座城市独特的形
象。独特的城市文化和城市形象的确立，标志
着一座城市的独立品格的形成，使其区别于其
他城市，获得了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生命
力，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文
明史上的‘这一个’。”

在他看来，营造城市文化的关键之处在
于，实现文化“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有效融
合：“所谓‘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概念，由人类
学家雷德菲尔德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
率先提出，前者是由少数受到过高等教育的上
层人士创造出来的，而后者则由大多数知识水
平较低的农民在乡村生活中逐渐发展而成。
二者彼此依存，相互交流。而‘大传统’中不少
重要的观念，往往起源于‘小传统’，慢慢经过
选择提炼成为上层文化的组成部分。表面上

看，大小传统分别归属于城市和乡村，而从中国
城市从古至今的演变轨迹看，由乡村到城市是绝
大多数中国城市形成的必由之路。乡土性（乡村
性）是中国城市文化的重要属性，特别突出地呈
现在城市的底层生活之中。因此，营造城市文化
既要关注‘大传统’，更要关注‘小传统’，二者缺
一不可，实现二者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和相互
促进尤为重要。”

探索城市文化肌体

思考文化建设的创新性整合

天津自15世纪初期建卫以来，迄今已有600
余年的历史。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氛围使天
津成为一座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品格的城市，尤
其是在19世纪后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
“近代中国看天津”这一突出的历史现象，铸就了
天津独特的城市文化。究竟天津的城市文化从
何而来？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鲍国华向记者
娓娓道来。

明清两代，天津已形成一定的文化特质。作
为帝都北京的东大门和连接南北大运河的重要
渡口，天津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并逐渐形成居
民五方杂处、商贾云集的繁荣局面，使天津的城
市文化先天地具备多样性和包容性。同时，也有
不少文人聚会于此，虽不及北京人文气息之浓
厚，但以水西庄为代表，一丝文脉历百年仍不绝
如缕，成为天津整体的俗文化氛围中难得一见的
雅文化质素。这使早期的天津城市文化具有雅
俗并置的独特品格。

19世纪后期的天津，作为近代中国最早开埠
的通商口岸之一，先后有九个国家在此建立租
界。租界的出现赋予天津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
风貌与格局。作为拥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的“国中之国”，租界与普通市民聚居的天津老城
在文化环境上截然不同，其文化主体均来自占领
国，成为迥异于市井文化的“另一个天津”，构建
出天津的洋文化的样貌。

同时，作为晚清洋务运动的大本营，天津在近
代中国最早设立了报馆、邮局、铁路，以及新式学
堂、出版社、译书局等文化机构。许多外资或民营
的工商和金融企业也汇聚于此。加之寓居天津的
官僚政客和上层文人，接续古代天津的一缕文脉，
将传统的士大夫风习植入天津文化的肌体之中。
以上种种，共同构成天津的雅文化风貌。

而天津文化最本质的特征，却是以广大市民
为核心的市井文化。“九河下梢天津卫”本是水陆
码头，居民五方杂处，其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均体
现出明显的移民化特征。来自不同地域和文化群
落的移民，将形形色色的文化习俗和生存理念植
入天津文化的土壤之中，并在相互间的碰撞与磨
合中实现交融，从而形成天津文化的流动性与包
容性并存的基本形态。普通的天津市民大多生活
贫苦，与雅文化和洋文化相隔绝，却以自身的俗文
化品格与二者遥相呼应，形成天津的俗文化特质。

此外，作为雅文化来源之一的晚清北洋政客
也为天津的俗文化品格提供了独特的内涵。天津
特殊的文化氛围和地理位置，使之成为晚清民国
仕途失意的官僚们最理想的寄居之地。天津不
具有北京浓厚的官场气息，可以从尔虞我诈的环
境中脱身；天津距离北京又很近，便于观望时
局，伺机东山再起。下野政客的聚居，赋予天津
城市文化声色犬马的消费性特质，与原初的市井
文化形成合力，共同促使天津城市文化最突出的
特质表现在“俗”字之上：不甘寂寞的失意官僚
们或为重登仕途而苦心经营，或因心灰意冷而纵
情声色，体现的是官场与欢场的浮世之“俗”；码
头上讨生活的普通民众则为生存而奋斗，练就了
诸多令人叫绝的独特生存技能，诞生了不少身怀
绝技的奇人异士，体现的是市井细民的练达之
“俗”。可见，天津文化之“俗”，实际上代表着特
殊环境下的一种生存哲学。

总之，近代开埠以来，洋文化随殖民者进入天
津，与本土的雅文化与俗文化在相互碰撞与磨合
中实现交融，从而形成天津文化雅俗并置、土洋结
合这一流动性与包容性并存的基本形态，成为近
现代中国城市文化的一个范本。

天津在原有雅俗并置的基础上，成为近现代
中国最早接触西方文化并将其融入自身文化肌体
的城市之一。“雅文化”“俗文化”“洋文化”在天津
城市文化格局中各擅胜场，自成一格。表面上看，
天津城市文化可谓斑驳芜杂，但三种文化既各有
理路可循，又和谐共处，这正是天津城市文化最突
出的特点——包容性的体现。三种文化同时存在
于天津文化的肌体之中，缺少任何一种，天津城市
文化都是不完整的。

19世纪后期，天津城市文化基本形成，而这
一文化的形成，恰恰是建立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
化碰撞磨合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近现代的中
西文化碰撞所促成的国际视野恰恰是天津文化形
成的关键，是其先天性的品格。因此，天津文化的
发展必然与国际交流不可疏离，正是其文化本质
决定的。

此外，对于任何一座城市而言，在其文化肌体
中，雅、俗、洋三种文化能够和谐并置，均非易事。
而天津却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形成了这一局面，这
不仅源于天津文化的包容性，也源于其创新性。
在三种彼此矛盾的文化中左右逢源，能否各取所
长进行创新性的整合无疑是其关键。天津城市文
化的创新性正源于此。

当然，也应该看到天津城市文化建设的短
板。一方面，19世纪后期天津对西方文化的接受
具有明显的被动性。西方文化的侵略性和殖民色
彩使天津人在接受其影响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
排斥心理。这就使其对西方文化无法进行更有效
的审视和分析，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也存
在死角。另一方面，天津的雅文化和俗文化共存，
但似乎各有其发展轨辙，彼此并置但未能实现融
合。可见，天津城市文化的特质在于三种文化的
并置，劣势则在于并置却未能充分融合。这是天
津城市文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需要深入分
析与思考。

文化融入城市艺术走进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