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野阡陌间，与草木和嘉禾同时流动着这

样一群人——他们熟悉乡间的气息，也了解生

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无论寒冬酷暑，他们

千里奔行在路上，克服种种困难，也要把文艺

演出送到乡村去、送到老乡的家门前。

他们就是山西省曲艺团的演员们。

曲艺与戏曲同源。在戏曲大省山西，道

情、莲花落、鼓书、相声、小品、快板、数来宝等

曲艺活跃在乡间，与山西众多戏曲剧种一样，

有着巨大的文化空间和肥沃的生存土壤。山

西省曲艺团成立于 1959 年 6 月，包含有相声、

小品、快板、二人台、太原莲花落、快书、大同数

来宝、潞安鼓书等 10 余个曲种，在全国性的曲

艺比赛中多次获奖。

山西省曲艺团的“家底”来自上世纪 80 年

代的一轮创业。现任团长王兆麟 1984 年进入

曲艺团。他说：“从那时起，我们经常下基层，

自己打行李卷铺盖，自己做饭，住旅店。人们

爱听爱看，我们的演出有了市场，打下了群众

基础。”

这 10 年来，他们一方面积极寻求市场，一

方面承担“送戏下乡”的任务。曲艺在三晋大

地的乡村田野找到了自己的天空。

只要有观众的地方，他们
就要去演出。只要羊能上去，
他们就能走到

有人开玩笑说，曲艺演员下乡，带一张嘴

就行。确实，对于山西省曲艺团来说，下乡演

出可大可小，可化整为零，机动性极强，能走到

大型团体走不到的山庄窝铺去。

只要有观众的地方，他们就要去演出。只

要羊能上去，他们就能走到。

2017 年冬，他们到山西临汾大宁县仪里村

演出。走在路上，雪越下越大，路越来越难行，

大巴车陷在泥里，所有演员只能下去推车，在

陡峭的山路上辗转 3 个多小时后，才赶到仪里

村。一进村口，他们的眼睛就湿润了，数百名

乡亲站成两排，女人手里捧着大枣、煮鸡蛋、山

核桃，男人手里提着热水，走近了，乡亲们热情

地往演员手里塞着这些“好吃的”。所有路途

上的辛劳瞬间都被融化了。

在乡下演出，是没有舞台的，找到一块空

地，有观众，就可以演。他们不需要漂亮的服

装，冬天穿着军大衣，夏天来不及换衣服，就穿

着自己的服装上场。

“扶贫攻坚曲艺老区行”活动来到吕梁市

兴县郭家峁村。这一年，风雪特别大。他们

一到达，先帮村民们打扫开一块场地。村干

部说：“天太冷了，雪又大，你们穿得这么少，

要不少演一点吧！”演员说：“只要村民喜欢，

我 们 就 演 。 你 们 在 台 下 一 个 多 小 时 都 不 怕

冷，我们就更不怕了！”一位 93 岁的老奶奶坐

着轮椅、冒着大雪看演出，一边看一边鼓掌。

主持人杨帆赶忙将老奶奶请到舞台侧面，让

老人避开大雪。演出结束后，乡亲们又把他

们送了很远很远。

有时候，演员们一天要到 3 个村子演出，

不是为了赶场，而是要抢时间，怕那些望眼欲

穿的村民白白期待。能争取多演一点，就多演

一点，即便是人少的村庄、高温中施工的工地，

也能听到他们的声音，看到他们的身影。

几个月连续演出的情况很常见，经常是

在上午演出的村里吃碗面或者烩菜馒头，紧

接 着 就 出 发 去 下 一 个 村 。 这 样 高 强 度 的 演

出，只能吃住睡都在车上，大巴车就成了他们

最温暖的家。

最近这 5 年，他们演遍了深山里的 700 个

村子，行程几万公里。哪怕受疫情影响的这三

年，他们也走过了 200 多个村子。今年山西省

总工会的“三送三进”慰问中，他们的足迹遍布

11 个市、60 个县，为 3 万多工人演出，让欢笑播

洒在城乡。

在节目上花心思，用曲艺
最擅长的方式，弘扬正能量，
倡导移风易俗

走得远，还要让观众觉得节目舒心好看，

山西省曲艺团没少花心思。

到乡下去，常演的有 10 多个节目。数来

宝《卖土豆》、长子鼓书《小米县长》、快板歌舞

《打响脱贫攻坚战》、二人台《南瓜情》……都是

用曲艺最擅长的方式，弘扬正能量，讽刺陈规

陋习，倡导移风易俗。

相声《懒汉刘二狗》最受村民欢迎。“刘二

狗”是一个不愿自己努力、只想依靠政府救济

的懒汉。节目以搞笑逗乐的对白，传递了扶贫

先扶志的理念。当裹着军绿色旧棉袄、两只手

插在袖筒里、缩着脖子吸溜着鼻涕的“刘二狗”

出现在台上，大笑不止的村民们说：“好，演得

好！我们就是要不等不靠、自力更生，不能像

那个懒人刘二狗，就是国家再帮你，自己不努

力，那也是白费哇！”

舞台剧《枣花》既适合乡村也适合城市，组

合起来就是一个舞台剧，拆开就是几个小品，

演的是吕梁护工枣花走进城市，依靠政府支

持、社会关爱和勤劳的双手改变了自己的生

活。此剧由曲艺团自编自导自演，一口气

演进了北京。

舞台剧《初心之路》真实鲜活地

再现了一个个高尚的灵魂。从第

一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王

荷波，到山西早期工人运动和农

民运动的杰出领导人邓国栋，再

到太行英雄左权将军、解放战争

中的人民英雄霍桂花……很多观

众 流 着 泪 看 完《初 心 之 路》，感 慨

说 ：“ 这 是 真 正 的 震 撼 人 心 和 精 神

洗礼。”

王 兆 麟 和 马 晓 红 用 山 西 方 言 朗 诵

的《再 别 康 桥》雅 俗 共 赏 ，成 了 金 牌 节 目 。

山 西 方 言 多 而 繁 杂 ，晋 西 北 的 人 爱 听 晋 北

话 ，晋 东 南 的 人 爱 听 晋 东 南 话 ，这 个 节 目 里

什么都有，几乎演遍了全省。他们的数来宝

日 日 更 新 、鼓 书 与 时 俱 进 ；与 同 路 人 合 作 的

“好悦来”相声小剧场，在市民中也有不错口

碑，城市的口碑又反哺了乡村的需求。多角

度 的 尝 试 ，让 他 们 越 来 越 找 得 准 观 众 的

喜好。

“网红”姚崇善，是太原莲花落传承人。太

原莲花落起源于清道光年间，用太原方言说唱

故事，流行于太原、晋中、吕梁地区，一个人打

着竹板即可以说唱。这个 90 后小伙子从小学

晋剧，并得到了晋剧名家的指点，却在某一天

迷上了莲花落。这一迷，小姚就把已故莲花落

艺术家曹强的段子全学会了，又被团长王兆麟

一 眼 看 中 ，调 入 山 西 省 曲 艺 团 ，专 攻 曲 艺 。

2020 年，小姚不想与喜欢他的乡亲们离得太

远，就开通了网络演出，并关掉了打赏功能。

这一举动，为小姚赢得了几十万的粉丝，更为

莲花落赢得了更多的受众。

他们的故事和素材多来
自乡间，再经过艺术转化和加
工，就有了更加蓬勃的生命

耿 麟 在 山 西 省 曲 艺 团 供 职 15 年 。 2018
年，他参加东方卫视《相声有新人》节目，一路

过关斩将进入八强，在乡村也有了几分名气。

在长治武乡魏家窑村，找他拍照的乡亲排成了

长队。耿麟却一如既往、平平淡淡。他明白，

光环是暂时的，相声就是民间艺术，只有植根

生活，才能有蓬勃的生命力。

池银寿是二人台演员。二人台是流行于

晋陕蒙冀等地区的戏曲小剧种。60 岁的池银

寿从 14 岁开始唱二人台，从内蒙古唱到山西，

直到在山西省曲艺团扎下根来。他坚守着二

人台的原汁原味，并将乡亲们的方言俚语融

进表演。《南瓜情》《土豆开花》《幸福全覆盖》

等节目演下来，村民们见了他，就像见到了自

己喜爱的明星。如今，池银寿最操心的是二

人台的传承。除了团里的两个年轻人，他还

有几十个徒弟在演二人台。他说，只有这样，

有一天他老了，演不动了，才能有人把二人台

传下去。

走到晋西北，必看二人台。走到晋东南，

必听大鼓书。为适应观众口味，山西省曲艺团

培养出自己的编剧和导演：王永刚是编剧，也

是相声演员；王兆麟既是团长，也是导演；张畯

是导演，又是主持，也演小品……他们每个人

都是一专多能。他们的故事和素材多来自乡

间，再经过艺术转化和加工，就有了更加蓬勃

的生命。《懒汉刘二狗》《土豆开花》《枣花》等节

目，都是这样取材并打磨出来的。

只要多日不见面，就有村民给王兆麟打电

话：“老王啊，多会儿来我们村哪？”“快了，快

了。”曲艺团的演职人员常接到这样的电话，也

都会这样回答。

田野阡陌和寻常巷陌间，曲艺的芬芳就这

样流动着。

走进乡村走进乡村，，曲艺演员的大舞台曲艺演员的大舞台
王 芳

一位作家朋友对我讲过，很

难有一个编剧无所不能。每个

作者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和不

熟悉的短板，最好的创作办法是

扬长避短，找准自己的优势，然

后深耕。接到创作《县委大院》

任 务 的 时 候 ，我 刚 写 完 电 视 剧

《功勋》的《无名英雄于敏》单元，

正对长剧集跃跃欲试。

但《县委大院》不是我的创

作优势。我对基层党员干部群

体不太熟悉，他们的悲欢离合，

我 隐 约 看 得 见 但 总 也 摸 不 准 。

怎么破题？怎么创新？怎么走

出主旋律题材常有的创作困境，

都是摆在我面前的一道道难题。

要 到 基 层 党 员 干 部 的 身 边

去。譬如写好一个驻守岛礁的

海军战士，要见过惊涛骇浪。面

对着一杯水，想象出汪洋大海，

是不可能的事情。要写当下，写

现实，写每天发生在观众身边的

事情。

经由国家广电总局协调，我

到江西省大余县体验了半年生

活，见到了真实的县乡村三级干

部。了解防汛要看见汛，了解防

火要看到火。了解干群关系，得

搬个马扎板凳，坐在他们中间，踩

着满地的瓜子皮，握着烫手的旧

茶杯，透过缭绕的烟雾，要看得见

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真 实 细 节 对 于 创 作 至 关 重

要。我与时任大余县县长朝夕

相处，他幽默、乐观，亲和力强，

有一种让人愿意亲近的人格魅

力。他的身上，折射出一些平时

看不到的县主官身上的特点，点

点滴滴都带着真实质感。我像

一个渔夫，把大海里的贝壳一一

打捞上岸，再串起一串人物和故

事的珠子。

现 实 题 材 应 该 写 真 实 的 生

活，是沉淀和积累，不是短平快

的东西。故事和人物也许是虚

构 的 ，但 背 后 的 细 节 、质 感 、温

度，都是从真实生活里来的。《县

委大院》里，老邱数落被他医治

过的乔胜利、梅晓歌开会时和下

属“ 讨 价 还 价 ”，这 些 鲜 活 的 例

子，就生长在生活这棵长青的大

树上，踮着脚“摘”下来就可以放

入剧情。

见过大海，你就不能说大海

是一湾小溪。我不太想写那种

简单、套路、堆砌，事件一惊一乍

而人物千篇一律的故事。任何

一个角色，他首先是一个活生生

的人，上有老下有小，仿佛就在

我们身边。我希望这个故事里

每个人的行为、动机和思想都有合理的心理依据。无论

身份，不分年龄，希望每个人物写出来都是复杂的、丰富

的。不管他们是艾鲜枝、梅晓歌，还是三宝、宝根，或是曹

立新、老邱，不应该只有一面和一个身份，除了是村民是

群众是基层干部，他们还是母亲、妻子、儿子、父亲。不拔

高，不矮化，故事里的每个人都应该是立体而丰富的。事

实上，无论所塑造的人物身份有多特殊，他们首先是有着

普遍情感的普通人。平凡人的故事最能打动人。

“换位思考”“将心比心”“破釜沉舟”，这些台词也是

从生活里打捞出来的。

剧中的县委书记梅晓歌有信仰、有理想、有坚守、有

追求。他在体育场的跑步没有终点。现实和理想难免有

落差，但人心应该向着温暖和光明的方向去走。故事的

结尾，梅晓歌对于环保的决策，传递出对生命的尊重。

我也写小说，手法上看，小说创作更个人化，可以用

一万字去描写一朵花，戏剧本质是团体协作，编剧需要和

很多人合作完成一部作品。我们这个剧组团结融洽，像

一个大家庭，每个工作人员都希望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展

现出来，各个部门真正拧成了一股绳。导演孔笙质朴、敏

锐而谦逊，在剧组期间，我能感受到演员很尊敬他，他也

呵护每一位演员。演员们相互间的激励让人过目难忘。

他们用不可思议的速度，将角色和自己迅速融为一体，密

不可分。有几个瞬间，我觉得自己不是在片场，而是置身

于真的县委大院之中。

作品的成色是否饱满，需要观众来检验。播出是可

贵的反馈，反馈的声音多了，创作者能明白下一次该种什

么样的粮食，该怎么种。回头看，这一次的创作历程既艰

难又愉悦。稍事休息，静待下一次的播种。

（作者为电视剧《县委大院》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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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有时候，演员们一天要到
3个村子演出，不是为了赶场，
而是要抢时间，怕那些望眼欲
穿的村民白白期待。

走到晋西北，必看二人
台。走到晋东南，必听大鼓
书。为适应观众口味，山西省
曲艺团培养出自己的编剧和
导演，每个人都是一专多能。

他们的节目与时俱进，在
市民中也有不错口碑，城市的
口碑又反哺了乡村的需求。
多角度的尝试，让他们越来越
找得准观众的喜好。

“把最好的艺术献给观众”，是相声大

师侯宝林的名言。曲艺的土壤在民间，生

命力也在民间。无论大江南北流行的相

声、小品，还是拥有上百年历史的山东大

鼓、苏州评弹、河南坠子，一方水土一种形

式，曲艺从诞生起就离不开观众的欣赏。

地气一直“编织”在曲艺的生命里，接地

气的曲艺总能聚拢人气儿。每一种具体的

曲艺门类，其生成与生长、创作与传播、素材

与舞台都来自于万千百姓的火热生活。在

对日常的提炼与表达、和观众的对话与交流

中，不同的曲艺门类确立了自己的气质和风

格。正因为如此，曲艺人才会打起铺盖卷，

经年累月，日夜兼程，把广阔天地当作舞

台。因为他们知道观众是自己的“衣食父

母”，他们把来自生活的笑声回赠给观众，赓

续传承艺术，也成就了自己的人生。

也许有人会问：如今，网络传播方式便

捷又高效、文化娱乐形式多样又多元，面对

面的演出还有必要吗？的确，我国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已达 64.72%，网民规模超过 10 亿，

互联网普及率超过 74%。但在这个万物互联

的时代，依然有互联网上找不到的段子，依

然有大量值得发掘的情感和故事，当然，还

有最专心的观众和最真挚的掌声。更重要

的是，现场演出的艺术魅力是无可替代的。

从演员与观众面对面的一幅幅热烈画面里，

从观众绽放的一张张笑脸里，从风雪里的等

待与守候、相迎与相送里，我们看到村民对

曲艺的渴求与期盼，也看到村民给艺术家带

来的成就感和归属感。这是双向的馈赠。

下乡，亦是回家。乡村的沃野，是曲艺

扎根的田野，只有在这里才听得到生长的

节律。

双向的馈赠
任姗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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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山西省曲艺团在山西太原清徐

县东辽西村演出。

图②：太原“好悦来”相声小剧场的表演。

图③：曲艺团演员与村民合唱。

图④：曲艺团在乡村文化站演出。

以上图片均由山西省曲艺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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