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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说书大家一起走出去才是更好的。”这是熊竹英所

希望的美好愿景，现在似乎已经通过“熊竹英效应”提

前实现了。

对于陕北说书的传承与保护，更多深入年轻群体的

路子仍需探索。熊竹英认为，民间艺术进高校宣传是一

条直接且影响范围大的方式。

谈起民间艺术进高校的影响，他说，“我觉得民间

艺术能受到高校的邀请去现场分享，这样的传播影响力

甚至比上央视都快、都广，因为在你面前坐的是一帮年轻

的学生群体。在这样的传播氛围影响下，大家都会收获最

直接的感触和体验。他们是未来的一代人，只有他们接

受了，咱们传统的民间艺术才能更好地传承下去。”

8月28日，熊竹英受邀参加了榆林学院举办的特色课

程“当陕北说书遇上《黑神话：悟空》”讲座。讲座现

场，他给师生讲述了陕北说书文化的兴起，分享了其个

人成长经历，以及与游戏如何结缘的“前因后果”。现

场还通过观看游戏中陕北说书视频与表演教授，大大激

发了讲座现场师生对陕北说书的兴趣。讲座现场的反馈

和反响都很好，有的同学说“这是来榆林学院几年，最

想听的课！”

9月23日，熊竹英受邀参加了在上海音乐学院举办

的另一场讲座。在这场讲座中，西安石油大学的老师向

观众讲解了陕北说书的来源、发展等的内容，熊竹英在

现场表演了陕北说书代表作《刮大风》。一场“教”与

“演”相结合的活动下来，现场的气氛达到高潮，嘉宾

讲得精彩、学生听得满足，学校还为熊竹英颁发了特聘

证书，以加深曲艺交流和联系。

活 动 结 束 后 ， 西 安 石 油 大 学 的 老 师 还 向 他 发 出 邀

请，未来如果在西安举办类似的座谈分享会，一定和他

们联系，在学校举办讲座。

传承与创新

《黑神话：悟空》游戏爆火的流量带动了传统文化

宣传普及的同时，也给熊竹英带来了新的启发。

这类融合了大量的传统文化元素的游戏载体，能够

快速吸引年轻群体，让他们在玩游戏的同时，潜移默化

地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使得陕北说书等传统民间艺术

能够以更加生动、直观的方式展现在年轻人面前，使其

产生更多的兴趣，愿意主动去了解，甚至将关注度转变

为一波线下流量，是陕北说书乃至传统文化未来可以持

续发力谋发展的一个方向。

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于未来陕北说书的创新发展，

熊竹英有他自己的看法。

陕北说书的唱词可以创新，结合当下的时代变化与时

代主旋律写新内容、新故事展示新时代发展。陕北说书本

就是反映时代风貌和社会百姓生活的一门民间艺术，更应

随着时代进步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更新反映的主题

和内容，诉说当下时代发展新风貌更是题中之义。

正如在榆林市庆祝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七十周年

文艺汇演里呈现的节目《说唱人大七十年》就是围绕人

大制度建立七十周年专门创作的唱词，还有在第八届丝

绸之路国际博览会上用陕北说书的方式展示榆林元素，

说唱榆林的能源发展和变化……

但 在 说 书 的 作 曲 上 ， 他 不 建 议 有 过 多 的 创 新 ， 可

以在曲子里面加一点自己的想法，新的元素让曲子变得

更好，但要全部修改，重新写，那是不合适的。陕北说

书艺人大多有自己独特的唱腔唱法和曲风，艺人间大同

小异，但各有各的演唱风格。陕北说书作为民间艺术，

它的曲调大多是师父口授传承，应该坚持用原汁原味的

曲调说唱，用心不断打磨出好作品。陕北说书是陕北老

百姓的语言，必须唱到人们心里去，得老一辈品味的同

时，不断吸引年轻人的关注。

谈到陕北说书的未来传承，熊竹英表示，如果再有

类似的游戏、动画以及其他方式等的跨界合作，只要找

到他，不管有没有报酬，他都会义不容辞地参与，这是

他作为陕北说书传承人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

陕北说书和传统民间艺术都要大胆的尝试，与更多

的元素融合，不断地走出去，不局限于榆林、陕北，甚

至西北地区、中国，更应该往更远的地方、更大的舞台

去发展。

正如他在朋友圈里转发文章时所呼吁的那样，希望

有更多的人关注、支持陕北说书，当大家都有活干了，

这民间艺术才能走出去，才能真正地传承下来。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特别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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