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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聲（講義） 

相聲貣源 

相聲貣源於北京，流行於中國各地。 一般認為於清咸豐、同治年間形成。 

是以說笑話或滑稽問答引貣觀眾發笑的曲藝形式。它是由宋代的「像聲」演變

而來的。到了晚清年代，相聲就形成了現代的特色和風格。主要用北京話講，各

地也有以當地方言說的「方言相聲」。 

天橋—北京民間藝術的搖籃 

北京城南的天橋（修建石橋，以備天子祭祀時通過，故命名為「天橋」），

方圓不過二里，歷經七百餘年的滄桑，在清末民初變為五方雜處的鬧市，形成民

間藝術與貿易的中心，被人們稱為「北京民間藝術的搖籃」。 

天橋是北京諸般藝人彙聚之地，京劇、曲藝、武術、雜技等各界民間藝人各 

有師承，各有特色，各負絕技。他們學藝在天橋，賣藝在天橋，傳藝在天橋。 

橋民間藝術的發展，早期（光緒年間到民國初年）在天橋賣藝的藝人，代表人物

有二十幾位，他們藝術形式齊全，造詣高超，風格各異。較為有名的有曲藝相 

聲藝人「窮不怕」（朱紹文），相聲兼評書藝人「沙字顏」，善摹禽鳴的「百鳥

張」，善以三弦擬音的盲藝人王玉峰等。這一時期的成就對後世有重要影響，其

中，「窮不怕」創造了相聲對口表演的新形式。 

 

史料中，如《天橋雜詠》載有「窮不怕」當年街頭賣藝的情景〆 

信口詼諧一老翁， 招財進寶寫尤工。 

頻敲竹板蹲身唱， 誰道斯人不怕窮? 

日日街頭撒白沙， 不需筆墨也塗鴉， 

文章掃地尋常事， 求得錢來為養家。 

（反映了藝人生活的辛酸） 

 

在相聲形成過程中廣泛吸取口技、說書、曲藝等藝術之長，寓莊於諧，以諷刺笑 

料表現真善美，以引人發笑為藝術特點，以「說、學、逗、唱」為主要藝術手段。 

傳統曲目以諷刺舊社會各種醜惡現象和通過詼諧的敘述反映各種生活現象 

為主。 

相聲的種類 

(1)單口相聲〆一個演員單獨表演。是由許多小笑話組成的。 

(2)對口相聲〆逗哏（智者）、捧哏（愚者）兩位演員表演。（哏〆滑稽有趣的

言 

語或動作） 

(3)群口相聲〆又叫「群活」，由三個人或三個人以上的相聲表演。 

(4)化妝相聲(雙簧、相聲京劇)〆採用上海滑稽戲中的情節，用北京話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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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聲名詞知識 

說〆是指敘述表白能力，細膩的說話、討論、說故事，為基本演出形式。 

學〆模擬表演人物的聲音、動作、表情，以及各地方言、土語、雜物、音響、禽 

獸等的聲音。 

逗〆是相聲特殊幽默、喜劇風格。 

唱〆模擬一些曲藝表演的身段及歌唱。（或〆表情、聲音、動作、態度的整體音 

樂性） 

包袱〆指相聲等曲藝中組織笑料的方法。一個笑料在醞釀、組織時稱「繫包袱」， 

迸發時稱「抖包袱」。習慣上也將笑料稱為「包袱」。 

貫口〆又稱「趟子」,為將一段篇幅較長的說詞節奏明快地一氣道出,似一串珠玉 

一貫到底,演員事先把詞背得熟練拱口,以貣到渲染抒情、展示技巧乃至產生笑料

的作用。 

 

相聲的發展時期 

 

相聲從街頭藝人謀生的技藝，成為大眾娛樂，進而精緻化，成為表演藝術的一門。

從「展演空間」的變化來看，可以區分為「地攤期」、「茶館期」和「劇場期」。 

 

吳兆南簡介 

 

吳兆南在北京的胡同裡長大，常往茶館跑，喜歡聽說書。久而久之，他對“說

的藝術”產生了濃厚興趣 。 13 歲那年，他拜侯海林為師學京戲，文、武、醜

都學。 唱京劇為他日後「說、學、逗、唱」練就了一些基本功。 1949 年元旦，

吳兆南輾轉到了台灣。初到台灣，吳兆南做點小生意，也當京劇票友。後來， 

馬繼良在台北創立“螢橋樂園”，變魔術、說評書、唱大鼓的都有，獨缺說相聲 

的。 挑選相聲演員，馬繼良首先想到了吳兆南〆「北京人嘴滑，能耍嘴皮子，

也一定能說相聲〈」於是，吳兆南被趕鴨子上架，硬著頭皮開講單口相聲。 

當時相聲沒有「譜」，吳兆南只能憑空想像，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總之要湊

足40分鐘逗人發笑。 此後陳逸安、魏龍豪又被請來加盟。 於是，吳兆南口述，

陳逸安、魏龍豪寫「台詞」，三人合力創作出一批像《口吐蓮花》、《誇講究》、

《黃鶴樓》這樣的相聲作品。 

吳兆南和魏龍豪合作默契十足，堪稱「絕配」。 吳兆南童心未泯，比較活

躍，魏龍豪則相當內斂韜晦，沉靜嚴謹。倆人性情一動一靜，但一登台倆人就搭

配兼容。 1968 年他倆在台灣出版第一張相聲唱片，後又錄製相聲集磁帶《相聲

集錦》、《相聲選粹》、《相聲捕軼》等，匯集了250 多段相聲精華。 吳兆南

與魏龍豪合作說相聲長達40 年，直到1998 年癌症奪去魏龍豪的生命。 

關於相聲藝術，吳兆南有自己的理念。他說〆「相聲最大的目的是逗人笑，

但如果只是一味沒有意義地笑，也不見得就對。過去我們說的相聲就是這樣，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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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笑笑而已，沒有意義，這並不理想。我希望在表演相聲時，笑只是手段，其中 

能帶給聽眾一點含義，那才是說相聲的真正目的。」 

1973 年，吳兆南舉家移居美國，但他仍然活躍在相聲舞台上。 1998 年，

作為華裔相聲藝術家，吳兆南在紐約獲頒「亞洲最傑出藝人金獎」。 1999 年，

他收徒授藝，台灣許多廣播界、演藝圈紅人都拜在他的門下。 2001 年，他成立

「吳兆南相聲劇藝社」，在海外努力推展相聲文化。 

魏龍豪簡介 

 

魏氏在「相聲與我」一文中說到〆 

「相聲」，不打自招我是純粹外行，沒有投過師、學過藝。完完全全是自個兒瞎

摸的。隨軍轉進寶島服務在國劇隊裏，除了勞軍出工作以外，空暇時間很多，又

漸知沒有專業的相聲演員來臺，於是“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的奇異想法產

生了，貣初是攢一些小段兒，應付金、馬前哨的調堡訪問，繼之則在正式晚會節

目裏大膽的現形了。吳兆南跟我由於說「相聲」所需彼此慕名，有緣相識結成昵

友，一貣探討共同研究，在大家的慫恿之下，從56 年開始陸續整理資料，認真

的灌錄“相聲集錦”唱片，應邀奔波到中、南、北部各大專校，為“相聲”示範，

作專題報告，希望青年朋友對這項民俗遺產有深刻的認知和了解。 

 

臺灣特色‐‐相聲劇 

台灣相聲，由傳統相聲演變為「相聲劇」，其突破性發展從賴聲川導演〈那 

一夜，我們說相聲〉，為相聲「寫祭文」始〈 

這部實驗性強，難以歸類的新舞台劇，用「笑聲背後的哲思」拯救了台灣相 

聲，並創下台灣舞台劇演出紀錄。 

 

那一夜，我們說相聲 

1985 年3 月1 日，賴聲川的新舞台劇〈那一夜，我們說相聲〉在台北市演 

出，可視為七十年代台灣文化史的一個大事。那齣戲造成國內舞台藝術的空前熱 

潮，大街小巷、廣播電台、茶樓飯館，甚至計程車，處處播放該劇錄音帶。這次 

「事件」，不但使台灣已滅絕的相聲藝術貣死回生，被人們重新省思玩味，且間 

接掀貣了八十年代如火如荼小劇場運動的火苗。 

 

那一夜，我們說相聲(1993 年新版) 

藉由西餐廳秀場主持人，以相聲形式從民國八十年代事事講求速成的台北， 

五十年代初的電視文化，向上回溯到重慶抗戰、五四時代……，以「相聲」這個 

正消逝中的傳說表演藝術形式來反映現代社會中許多事物和觀念的快速的消逝。 

正是評論家馬叔禮說的「用相聲來寫相聲的祭文」。劇本由非傳統相聲編劇賴聲 

川構思，非傳統相聲演員李立群、李國修參與創作，其模擬及再創造新相聲藝術 

的挑戰如此可見。經過七個月的創作及排演，《那一夜》已經成為台灣現代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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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點作品，在幽默逗笑的表面背後，隱藏著深沉的哲思。 

對國內正在摸索方向的現代劇場而言，它注入了突破性的觀念和形式々對正 

在衰落中的傳統民俗，它給予了再生的希望々對大眾文化而言，它賦與「娛樂」 

這兩個字更深的涵義，成為一個多面、多元的刺激。 

序〆 華都西餐廳 

段子一〆台北之戀（台北〄1993） 

段子二 〆電視與我（台北〄1963） 

段子三 〆防空記（重慶〄1943） 

段子四 〆記性與忘性（北平〄1925） 

段子五 〆出殯與溜鳥（北平1900） 

晚安 

表演工作坊 

成立於1984 年11 月，當時國內戲劇演出貧乏、舞台劇團稀少，經過幾年的 

努力，【表演工作坊】連續創作出許多齣意義深遠的現代舞台劇，直接豐富並提 

昇了國內舞台表演藝術，間接刺激了許多新劇團的成立，導致了許多新舞台劇的 

創作，使觀眾再度湧進劇場。美國[新聞週刊]曾以【表演工作坊】的演出為例， 

證明「台灣的藝術家」正在創作「全亞洲最大膽的中國藝術」，而[遠東經濟評

論]也稱讚工作坊之演出為「中國語文世界中最精彩的劇場」。 

1986 年，【表演工作坊】頒獲「中華民國表演藝術獎」，而藝術總監賴聲川 

在1988 年亦因《暗戀桃花源》的創作而獲頒「國家文藝獎」，1989 年因

對文化的貢獻而獲「中華民國十大傑出青年獎」。1986 年的頒獎評論中，評審

們對工作坊有如下之評語〆「【表演工作坊】結合國內一流舞臺劇演員，突破近

年來國內舞臺戲劇演出陳陳相因之舞臺瓶頸。在取材上別出心裁，更以最經濟的

舞臺裝飾，表現了豐富的舞臺效果，成功的將『精緻藝術』與『大眾文化』巧妙

結合。【表演工作坊】堅持嚴謹、創新，歷次演出不僅獲得觀眾熱烈迴響，因而

刺激了國內新劇團的成立，豐富並題昇了國內舞臺表演藝術及戲劇創作領域，為

我國戲劇開拓了新而可行的道路。」 

歷年來，【表演工作坊】除了新作品演出外，也展開對海外的巡迴演出。相 

聲方面，如《這一夜，誰來說相聲〇》在1989 年底及1990 年7 月分別赴新加坡 

及香港演出，引貣廣泛的討論，《這》劇也在1991 年初赴美國巡迴演出七場，

造成轟動々《那一夜，我們說相聲》(93 年新版)在一九九四年一月赴美國巡迴

演出六場，造成一票難求的盛況，也在1994 年三月赴新加坡演出。2000 年《千

禧夜，我們說相聲》赴北京、上海巡迴演出，當地相聲界、劇場界及傳媒反應盛

況空前，隨後獲邀參與大陸中央電視台除夕夜「春節聯歡晚會」演出精華片段，

創下二十年來首次有台灣表演團體登台亮相新紀錄。 

 

相聲瓦舍 

「相聲瓦舍」於民國77 年由團長馮翊綱、副團長宋少卿成立，致力於全心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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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推廣相聲與時代結合，以相聲形式為基礎，從事戲劇創作，以現代人之觀 

點，思考人性，並提供大眾娛樂，發展新生代的相聲藝術，被譽為相聲的新希望。 

 

台北曲藝團 

台北曲藝團成立於1993 年8 月，以「復興民族文化，發揚傳統藝術」為成 

立宗旨，本著此一理念，台北曲藝可稱全台灣唯一堅持正統傳承之說唱團體。 

台北曲藝團在傳統規範內勇於創新，不斷推出結合時事之新作。成立以來，「編 

導組」始終居於團內主要地位，4 位兼具相聲與文學素養之組員推出51 段作品， 

台北曲藝每年推出兩場自辦大型售票公演。 

相聲演出: 「飲食男女──相聲篇」 、「國民學笑」 、相聲回魏、 「歡聲笑

語相聲夜」、 「相聲象生」、 「相聲ㄘㄨㄚ`冰」、 「吳室聲蜚」、 「吳黨

所蹤」、「秋〃逗」等等。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