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德

让您

精神健康身体愉快

2018年1月7日 星期日

编辑：张向阳 美编：牛长婧 组版：继红A11-16

记者1月4日采访相声表演艺术家唐爱国时，他正在参加山东省第五批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评审会。作为
评审专家的唐爱国在评审会驻地酒店大堂刚一露面，几位路过的外地人看到他都略一迟疑，随后异口同声地
喊：“糖葫芦！”唐爱国告诉本报记者，自己的相声作品《懒汉糖葫芦》是1995年首演的，“观众现在还能记得住，可
见相声的魅力。”

表演艺术家唐爱国：

相相声声不不是是耍耍贫贫嘴嘴闹闹着着玩玩儿儿
本报记者 倪自放

蹲下身子
演“糖葫芦”

让全国观众都认识唐爱
国的作品，是相声《懒汉糖葫
芦》。

1995年，唐爱国与搭档
齐立强携他们与王宏共同创
作的相声《懒汉糖葫芦》甫一
亮相，就引发了轰动，“此后
的数年，这个作品在全国都
是最火的相声作品之一，央
视还邀请我们拍了糖葫芦系
列。”唐爱国说，“1999年，我
去呼和浩特参加中国曲艺
节，当时有一个段子，说是牧
民们骑着马奔走相告，糖葫
芦来了，糖葫芦来了。”

时隔22年，“糖葫芦”形
象早已成为相声史上塑造典
型人物的标杆之一，曲艺理
论家孙立生曾总结说，在马
三立塑造了“马大哈”“逗你
玩”，杨振华塑造了“大裤衩
子”，高英培塑造了“万能胶”
等经典相声人物形象之后，
唐爱国塑造了“糖葫芦”，唐
爱国的名字亦因人们的“爱
屋及乌”，逐步由“糖葫芦”取
而代之。

唐爱国认可“相声塑造人
物”这一说法，“所有令人印象
深刻的相声作品，都是有人
物、有事件的作品，泛泛地靠
耍嘴皮子的作品留不下来。”

为了塑造人物，唐爱国
几十年来坚持做的就是“蹲
下身子”，唐爱国说：“在《懒
汉糖葫芦》表演中，我一亮相
就蹲在了舞台上，这成功引
起了观众的注意；我是穿着
破棉袄上场的，这也很不一
样。这些改变，都是为了塑造
人物，懒汉糖葫芦懒得甚至
不愿意站起来，蹲下来实际
更接近了这个人物。”

“蹲下身子”的另一层含
义，是艺术家永远不要脱离
基层，“靠在宾馆里凭空想
象，是憋不出好剧本的。”唐
爱国说，糖葫芦这个人物形
象的塑造，最初来自自己在
报纸上看到的一个类似的人
物消息，“但这只是一个创
意，还形成不了完整的人物
形象。在此后的基层演出中，
我有意地观察类似的人物，
经过一两年的观察积累后，
才和合作伙伴创作出了这个
作品。”

即将迎来61岁生日的唐
爱国，其实是一位老兵：小学
时候因为在济南铁路系统扮
演“小李玉和”而引起关注，

13岁便被原济南军区特招当
兵，在师战士业余演出队呆
到第八个年头时，被战友邵
速的母亲探亲时偶然发现，
经这位战友的妈妈推荐，考
到原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曲
艺队，从此从事了近40年的
军旅文艺职业。观众们看到
的，是荧屏上那个面带笑容、
幽默诙谐的相声演员。而大
家不知道的是，当年，唐爱国
曾两次奔赴云南、广西前线，
每天为战士演出15场，三次
去抗洪救灾或抗震救灾第一
线。

“踮起脚来”
提高眼界

作为全国知名的曲艺名
家之一，唐爱国所到之处，大
多数时候被人当成了“明
星”。“在非演出的场合，经常
有人喊着，糖葫芦，来一段。
这种情况下，我一般是拒绝
的。不是我耍大牌，而是大家
对相声、对曲艺、对艺术的认
知，实在是太不同了。”唐爱
国说，“在很多人的眼里，相
声就是耍贫嘴，闹着玩儿，这
样的认识，甚至存在于不少
相声表演者心中，这不仅是
一个误读，也是一个眼界问
题。”

在与唐爱国两个多小时
的交流中，成名已久的唐爱
国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

“眼界”。“即使是那些最看重
相声功夫技巧的人也明白，

‘贯口活’也好，‘柳活’也罢，
大凡具备做演员的天赋，经
名家指点都是能够训练出来
的。唯独‘不见技巧’之技巧，
只能靠演员自身心平气和地
耐住寂寞去学、去思、去悟，
因为它是文化、是修养、是素
质，是一种水到渠成、瓜熟蒂
落。”唐爱国说，相声不是绕
口令，相声也不是耍嘴皮子，
相声甚至不能只靠曲艺本身
的技艺，“对于我而言，1987
年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一年的
学习，大大提高了我的眼界，
那个学习班四十多人，都是
全军艺术骨干，甚至算是明
星了，但大家封闭一年甘于
寂寞认真学习，学习的课程
不仅仅是表演和创作，还包
括美学、音乐、芭蕾甚至电影
艺术。”

唐爱国认为，解放军艺
术学院一年的学习，不仅区
分了“明星”和“艺术家”，更
提高了这些军旅文艺工作者
的审美水准，这在上世纪80
年代中期唐爱国与搭档齐立
强创作的相声《游乐梦》中已

经有所体现，“这个相声反映
了当时人们已经隐隐感觉到
但尚未说出口的‘超前投资、
超前消费’的社会问题。《游
乐梦》的文学价值和超前眼
界受到肯定，这部作品，其实
是在‘糖葫芦’之前尝试在相
声中塑造人物。”

舞台下做一个
安静的人

在很多人看来，唐爱国
是“大腕儿”，不过唐爱国称
自己是一个安静的人，“不管
是什么场合的表演，上舞台
前，我都要安静地独处二三
十分钟，抛开一切私心杂念
去做准备，我知道，我只是一
个小演员，而戏比天大。”

观众在舞台上看到的那
个满脸微笑的相声演员唐爱
国，更愿意称自己是一个诚
惶诚恐的人，“我有十几个弟
子，但我更愿意与年轻人互
相交流，我不太愿意为人师，
我自己还不敢说对艺术有多
么明白呢！”

唐爱国最知名的弟子，
是原名张勇的小么哥，现在
是山东知名的相声演员和主
持人，说到传承，唐爱国说，
自己对小么哥最好的教育是

“不教育”，而是做给他看，
“我对德艺双馨的‘德’最朴
素的理解，首先是知老知少。
张勇是我的入室弟子，14岁
开始跟着我一起生活学习，
艺术上的传授很重要，品德
上我觉得是身教胜于言传。
有一年我们拍电视剧《么都
管》，张勇有一些其他工作，
还要在电视台主持节目，确
实比较累，到《么都管》剧组
他愿意先找个小床睡一会
儿，但这影响了剧组的拍摄
进度。我没有说他，我只是坚
持每天提前半个小时化好妆
等着开工。张勇看到我每天
早早等他，就自觉地严格要
求自己了，从此也是每天早
早赶到剧组做准备。”

本报记者多年前听到这
样一个说法，当年唐爱国接
到老母亲逝世的消息时，正
在基层部队后台候场演出，
是他主动坚持给大家演出
完，之后才含着眼泪回家奔
丧。记者问及此事时，他回答
的声音很低，像是自言自语：

“相信老娘能读懂我、理解
我，相声演员在台上给大家
逗乐是职业，儿子为部队为
战士服务就是坚守阵地。从
职业道德和军人责任担当的
视角审视自己，我心底无愧、
无怨无悔。”

唐爱国，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原
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艺术指导，文职
三级，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山东省文
联副主席，首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得
主，首届“泰山文艺奖·突出贡献奖”得
主。唐爱国多次参加央视春晚，主演或
参演电视连续剧多部，曾随“中国当代
相声红星演出团”出访。唐爱国的相声
作品获40余次（项）全国、全军奖励。他
与搭档齐立强携他们与王宏共同创作
的《懒汉糖葫芦》，曾作为有代表意义
的3场“示范演出”之一，获“2003年
CCTV相声大赛特别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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