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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第五幕 源于生活 工于技巧
王秀春的作品之所以广受观众和专家的青睐，最根

本的就是他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对曲艺技巧的娴熟把
握。著名编剧华而实对他的评价是：他基于对钢厂生活
的深入的、第一性的体验和关注，长期积累了独特的视
角和感性素材；同时倾全力摸索、掌握数来宝这一极难
把握但又优势甚大的形式，长期从事创作与表演，又随
时受到工人群众的检验，终于水到渠成，独步山西曲坛。

在数来宝《十里钢城尽朝晖》中，甲：这可不是跟你
夸，太钢就好比我的家。乙：就在太钢上班嘛？甲：我
峨口铁矿开过宝，我轧机旁边写过稿，我高炉跟前挨过
烤，我炼钢炉里洗过澡。乙：啊！能洗吗？甲：炼钢炉
里搞检修，头上的汗水往下流，顺着脖子流下去，你说
是不是洗淋浴？太钢职工的火热生产画面在幽默中展
示出来。

在《新炉长》中：甲：说他硬，赛钢锭，再大的困难也
敢碰，就连名字都硬邦邦，偏偏叫个何进刚。乙：何进
刚，合金钢，千锤百炼响当当……甲：只见他满脸热汗
往外冒，那汗珠为什么总不掉？乙：唔？甲：仔细一看
才知道，不是汗珠是水泡。乙：这真是熔炉烈火炼精
钢，一代新人在成长。炼钢工的光辉形象激动人心。

鞭挞社会上看不起工人的丑恶现象，在数来宝《美
“莉”的心灵》中：甲：咱那个行当你知道，泥里钻来水里
泡，再把它说得多重要，姑娘可不吃这一套。一提“工
种”就摊牌，当场就跟我“古得白”。乙：“古得白”？甲：

“古得白”还不算，临走还说你“下三滥”。乙：这是什么
说法？甲：有的说法更出奇，说我们是至高无上“肯尼
迪（啃泥的）”。嬉笑怒骂，入木三分。

描写交废钢的一段：（太原郊区方言）南大哥：进城
作甚呀？宋老弟：你往车上看。南大哥：日！日！拉的

“全还”哩！宋老弟：都是些废钢烂铁。南大哥：你看
这，零的、散的、破的、烂的、圪 的、断的，没啦一件子
能使唤的。宋老弟：各有各的一本经，我把它拉上进钢
城，到炉子里头一翻腾，炼出来又是簇崭新。

数来宝《该怨谁》讽刺偷拿工厂财物的陋习：“恶有

恶报该该该，大梁不正小梁歪。”“就算当家
的有错误，我也没叫他走邪路。”“家里变得
比较富，全靠厂里来帮助。”“天长日久成习
惯，不拿点东西吃不下饭。”“他捂着伤口咯
咯乐，咱爷俩都是一路货。”“图了眼前一点
利，把个亲生儿子贴进去。”“当爹的本人不
正派，子女们分不清好和坏。”在诙谐中发挥
着教育的功能。

第六幕 西行漫记 艺术心路
1982年7月到10月，王秀春与搭档田

宏明带着获奖数来宝《该怨谁》，随文化部全
国优秀曲艺节目赴西北、西南巡回演出近三
个月。从北京集合并在民族文化宫演出开
始，历经山西、内蒙、宁夏、甘肃、青海、新疆、
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同行的北方有苏文
茂、师胜杰、田连元等名家，南方带去的有苏
州评弹、扬州评话、绍兴莲花落、湖北小曲
等。几个月的同台演出，几个月的共同生
活，几个月的山水游历。令王秀春刻骨铭心
的不是名山大川，不是珍馐佳肴，而是近距
离体验著名艺术家们在曲艺创作表演上的
一招一式，学习交流曲艺心得。他把体会都
记下来，成了自己的《西行漫记》。

师胜杰的表演让他惊叹：奥！相声！由
师胜杰、冯永志合说的《爱优点》，王秀春也
演过，看了师胜杰的表演，他感觉到，我错
了！错就错在颠倒了相声的手段和目的关
系。“笑”究竟是目的？还是手段？过去不管
承认不承认，实际是当做目的了。同样是学
姑娘，忸怩作态、挤眉弄眼、拿腔捏调，也能
博得笑声，结果是作践了艺术。师胜杰也在
学，却是与众不同，是在创造人物，紧紧抓住
东北姑娘典型化的动作、语气、表情、情绪，
真实生动地展现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个完美
的艺术形象，格调高人一筹。

在西安人民剧场刚演完数来宝，陕西喜
剧名家石国庆（人们熟悉的王木犊儿）上来
祝贺，老朋友见面，都是亦编亦演的两栖行
家，一不留神就聊起艺术创作。“作品成败，
立意优先嘛。”王秀春开了个头。“对！不过
我立意可不是先立主题，而是先立‘喜核’”，
石国庆拉开话匣，“喜核就是喜剧因素，就是
一个使人发笑的故事或情节，是喜剧的基
础。找到了‘喜核’，理解它所寓含的哲理和

主题，我就可以借‘核’发挥，把它发展成一个曲艺作
品。”“比如，‘孩子要撒尿，爸让打报告，报告没写完，尿
湿一大摊’，这个‘喜核’被我抓住后，就写成独角戏‘打
报告’，得到观众认可。”王秀春大受启发，连称“精辟”
写进笔记。

王秀春对艺术的痴迷程度都融入了风景当中，路
过新疆的火焰山，他想到：“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的道理，佩服吴承恩的想象力；参观武侯祠，他想到“打
不倒的关云长”佩服《三国演义》对典型形象的塑造功
底，让一个古代将领成了武圣；在都江堰的二王庙中，
他敏锐地发现新塑的二郎神像是两只眼睛，想到了历
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幽默地想给二郎神提意见；
甚至在四川吃辣椒，他都想到地方曲艺品种能不能发
扬光大的问题，感叹：辣点，再辣点！

在云南的演出让王秀春揪心了一把。“胜败乃兵家
常事”，演出的偶然失败本不足为奇，可最近这几场演
出实在崴得让人寒心。是云南观众太冷吗？不是！这
里的相声热不亚于北京。是表演粗糙吗？也不是。演
了50多场还真没有糊弄过一次。那是什么原因呢？王
秀春从精神状态上分析后意识到：是表演失
真！动作失掉了真实的感情依据，成了死的
表演，固定的套路就成了艺术的“病态”。多
少次轰动返场在他的记忆中都是轻描淡写，
而一次冷场经历他却反思良久，这恐怕就是
他精益求精的具体注解吧。

第七幕 言传身教 桃李芬芳
去年10月28日，为纪念太钢老龄委成

立三十周年，公司举办了一场隆重精彩的文
艺晚会，晚会谢幕时我忽然发现，编导、主创
人员、主要演员里除了我这个门外汉，差不
多都是王秀春过去的“兵”，王老师退休17年
了，这些文艺骨干依然活跃在舞台上，师生
情谊溢于言表，令人羡慕。

主持人是太钢职工熟悉的门淑娟，她的
台风落落大方，人称太钢“倪萍”。说起王老

师，她总是满怀感激之情。“30年前，我报考文工团，王
老师是主考，我当了女中音歌唱演员。后来改做主持，
是他一手把我培养出来的，从吐字发音，面部表情，衣
着打扮，到走站姿态，都是他一点一点抠出来的。他写
的主持词我最上口，记得1989年冶金系统在北京汇
演，太钢请了一位省歌的独唱演员，人家不参加排练，
临上场才决定要唱《老乡》，急得我不知如何是好。只
见王老师拿起一张烟盒纸，略加思索，写下四句：钢和
铁，铁和钢，钢铁情谊连四方。铁流犹如血脉涌，全国
冶金是老乡。词一出口，全场掌声雷动，老乡和钢铁巧
妙地融为一体，我至今难忘。”

曾任太钢文工团团长的王建生是舞台音乐总监，
他内退后当了老年大学二胡教师，他领衔的百人二胡
演奏在太钢和太原市多次震撼出场。说起王老师，他
眼含泪花：“没有王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本是一个
乐器爱好者，王老师推荐我上了音乐学院，系统掌握了
音乐知识，真正进入这个行当。”

王秀春的徒弟不乏省市曲艺名家。山西曲艺团著
名曲艺表演艺术家蔡石基1978年拜师，30年追寻师傅
的创作表演风格，并将师父的作品经师父指导排练传
授，参加国家级曲艺调演，多次获得金奖、一等奖。现
在还活跃在曲艺舞台上。

安建军、马方，1978年拜王秀春为师，二人现为山
西省著名相声演员，代表作《家常便饭》、《山西方言》等
作品脍炙人口，广受欢迎。

李晋平在曲艺事业发展上，取得了很大成绩。曾
担任山西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太原理工大学资深英语语言文学教授赵安源言
道：“ 1976年我投师王老师门下学说快板书，四十年
来，师父的才华和为人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虽说最
终未能如师父之愿走上从事快板书、数来宝的专业创
作表演之路，但师父传授的快板书表演基本功为我后
来从事英语教学工作奠定了良好的语音基础，为我现
在的专业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

第八幕 老骥伏枥 不言结束
确实是隔行如隔山。我对演艺更是知之甚少。最

近亲眼目睹了王秀春编导《矿山一家人》和《欢歌劲舞
颂辉煌》的过程，才领略了舞台上光鲜背后的千辛万
苦。给演员说戏的王秀春很快把你带进剧情之中，绘
声绘色，循循善诱，引导演员入戏。而他对演员的发音
吐字、声调高低、情绪掌控等要求非常苛刻，一句台词
往往重复多遍，直到他认为满意为止。《矿山一家人》彩
排前，他还在认真指导演员注意什么。这时的王秀春
浑身充满青春活力，根本不像一个年近八秩的老者。

王秀春是一个名副其实退而不休的人，太钢的每
次大型文艺活动上都活跃着他的身影。省、市曲艺界
也不时请他参加一些活动。我在他旧式的书桌上看见
他从省图书馆借的严歌苓的小说。还有他借书后高兴
的打油诗“白发满头志未穷，博览群书觅真经，无时无
日不恶补，饕餮二字可形容，明白未曾明白事，参透难
了不了情，权当自享余生乐，登山不误砍柴工。”他的精
神生活是相当充实的。

他在生活中也是一个幽默的人，三首自嘲诗很是
令人深思。

一曰：热爱艺术痴迷戏，苦苦求索虑心力，获得成
果一二三，回头一看已过气。

二曰：一生追随数来宝，数来数去数到老，数尽来
宝不来宝，只好撵着韵脚跑。

三曰：名谓一级甚惭愧，自觉学识不相配，好在有
名无待遇，高低贵贱无所谓。

他对曲艺的理解更是到位：曲艺是爷我是孙，孙伴
爷爷度此生，此生熬到爷爷辈，方知曲艺分量沉。

有如此胸襟，我相信王秀春的舞台人生不会结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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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二）王秀春与马季、唐杰忠等

王秀春与刘兰芳王秀春与刘兰芳

王秀春与马三立王秀春与马三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