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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将花信报东风（总序）

郭兴文

崔凯先生的文集即将付梓，作为辽宁省文联主席，理当

写上几句话。

崔凯是中国曲协副主席，曾任多年的省文联副主席、党

组副书记，是享誉全国的著名作家。我认识他得追溯到2001

年。其时，他陪同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花淑兰先生到盘锦艺

术创作基地采风，我作为主管意识形态的市委副书记，有幸

陪同他们一道活动了一天。临别时，崔凯先生戏言“你早晚

也得到我们这个圈子里来”。当时只当调侃而已，不料被他所

言中。2003年，我奉调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任副部长主管文

艺，一见面双方都心领神会地大笑起来。以前交往不多，这

以后，除了我到省新闻出版局做了一年局长，工作少有接触

之外，应该说与他总是工作联系不断，民间交往增多，对他

的印象、感触也与日俱深。

崔凯在艺术上取得了令人钦慕的成就。他从1971年开始

从事文艺创作，先后发表戏剧、曲艺、戏剧小品、电影、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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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剧、文艺评论等作品 500 余篇 （部）。曾获得全国及省级

各类奖项 50 余次。特别是作为东北喜剧小品的开创者与奠

基人，在他的带动下，东北形成了以张超、张惠中、何庆

魁、徐正超、尹琪为代表的全国知名小品创作群体和以赵本

山、黄宏、巩汉林、范伟、潘长江、黄晓娟、高秀敏为代表

的小品表演群体，他们共同创造了“喜剧看东北”的神话，

共同催生了喜剧小品这一新艺术形态，共同迎来了当代艺术

发展史中一个喜剧小品时代的到来。这其中，崔凯起到了不

容置疑的领军者的作用。他本人也由此被誉为“东北文化的

活化石”。在这样一位与时代同步，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

的剧作家的作品中，我们不仅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各个

阶段的社会生活，人民群众特别是普通百姓在社会转型过程

中的精神变迁，看到蓬勃昂扬的时代精神，而且也能体悟到

作者寄寓其中的追求真善美的主题意蕴和对人民群众的深厚

情谊。

一个中医世家子弟成长为举国瞩目的文艺明星，是偶然

还是必然，是与生俱来的天分，还是上帝的垂青？人们提出

这些个问号或许都有些理由，但我以为注意力还是应放在他

创作道路的探究上，这不仅是对崔凯先生的个人评价，而且

将有益于文艺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为有源头活水来”

有人说，崔凯创作上“文思泉涌”、“妙笔生花”。岂知，

他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他始终把握着创作的“源头活水”。

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立足东北黑土地，向

生活要素材。用他自己的话说，“东北黑土地不仅肥沃，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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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快乐幽默。对我来说，黑土地不但给我很多营养，同时也

给了我非常丰富的创作资源。”这一点，他很像美国作家威

廉·福克纳。福克纳一生几乎没离开过生养他的故乡本土，没

离开过他的故乡小镇奥克斯福的杰夫生镇。在这个“邮票”

大小的故乡本土上，他倾注了全部情感与才能，同时也创作

出了大量世人瞩目的作品。崔凯也是同样，他的创作之根一

直扎在故乡铁岭，以他特有的“农民情结”和“平民化”创

作风格，去反映辽北地区农民的喜怒哀乐。为此，他走遍了

铁岭的六县三区和绝大部分乡镇、村落。他经常到辽北的农

村去采风，了解民情、体验生活，甚至盘腿坐在村支书的炕

头，一人一句地唱二人转，把基层群众的现实生活艺术化。

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写出戏曲 《摔三弦》，电影 《明天我爱

你》、《贵妃还乡》，电视剧《绿色的旋律》，喜剧小品《十三

香》、《牛大叔提干》、《过河》、《红高粱模特队》、《送水工》、

《不差钱》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作品；为什么他的作品总是受

到群众、特别是农民的欢迎，作品中的台词很多流行在群众

日常生活中，被大家当做幽默调侃化解矛盾、消解烦躁的

“良药”的根本原因。崔凯和福克纳的创作道路同时给出一个

明晰的结论：一个作家艺术家，在历史的时空中生活，很难

超越时代，但他却有可能利用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去拓展表现

空间，从而使自己的创作源泉不致枯竭，在带给受众艺术审

美的同时，还能够流淌出自己独特的深邃思想和哲学思考，

进而给受众带来启迪。

“听唱新翻杨柳枝”

俄国作家阿斯塔耶夫说过：我们的前辈在我们面前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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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座座不可企及的高峰，以至于稍有建树就得“另辟蹊

径”。这是说艺术成果的取之不易和创新的必要与必然。崔凯

的创作生涯已有几十年，按一般规律，很容易“江郎才尽”

了，但他却总能“花样翻新”，不断给人们以新的惊喜，原因

何在？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创新”。他是一位创新意识很强

的作家，这种创新意识来源于他的艺术清醒与自觉。“艺术只

有创新才有生命力”，这是崔凯于2010年9月14日获得第六届

中国曲艺牡丹奖理论奖后的“获奖感言”，也是他创作成功的

“道白”。

崔凯的艺术创新不是一般的“标新立异”，而是在理论

指导下，或者经过理性思维后的艺术实践活动。他的 《创

新曲艺理论，促进曲艺繁荣》 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独特的创

新观。崔凯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没有把曲艺创新局限于意

义层面，而是着力研究曲艺创新的“路径”问题。他指

出，曲艺创新首先要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不能完全脱离

传统说唱艺术的基本特征，另起炉灶，另搞一套。其次，

曲艺创新要从内容到形式全面实行。创新要改变简单叙

事浅、白、直的问题。作品要新、要美、要深刻，在表现

形式上要适应新的传播媒体和广大观众的审美需求。再

次，曲艺创新要实现杂交和新创的结合。让完成历史使命

的曲种在另一种方式下再生，以“杂交”的优势显现新的

生命力。比如网络说唱、电视说唱、评弹电视剧等。在崔

凯的创作生涯中，他是以创作拉场戏成名 （二人转中的群

活儿） 的，在此后的小品、影视剧创作中，又有许多二人

转元素的融入和浸润。大家所熟知的 《红高粱模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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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差钱》、《过河》 等小品都运用了大量的二人转元素。这

些二人转的说口、绝活、歌舞等元素，它们的喜剧性、鲜

活性、灵活性，为喜剧小品增加了艺术感染力和创造力，

使喜剧小品“打开了一片新天地”。正是由于崔凯的创作实

践和理论探索，如今小品已经从一个艺术院校表演专业学

生的作业，发展成今天有独立的艺术样式和理论体系的舞

台表演艺术形式。最值得称道的创新是，他以极大的勇气

实现了二人转与电影的有机结合。众所周知，自 1905 年

《定军山》 搬上银幕起，戏曲电影在我国已有百余年的历

史。其中，京剧、越剧、昆曲、豫剧、黄梅戏等，都曾利

用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得到更大空间的展现而扩大自身的

影响。但作为“草根艺术”的二人转，虽然也是我国现有

四百多个剧 （曲） 种中的一个，但多年来却始终是难登大

雅。近年来，虽然频频在电视剧中出现，也是仅仅为“东

北风”提供些点缀而已。尤其是近年来，二人转渐渐走入

困境，新编剧目水平不高，且许多剧目由于失去传统根基

而成了“四不像”、“百衲衣”。而一些传统老戏，则因不合

当代审美趣味，传播不广，几近销声匿迹。在这种情况

下，崔凯敏锐地发现了作为曲联体的二人转与其他“板腔

体”戏剧相比，更接近电影艺术要求的写实风格，更接近

人物的自然状态，可以与电影艺术“无缝对接”。他领衔创

作的二人转电影 《贵妃还乡》 成功地体现了他的艺术创新

理念，这一创举“弥补了中国戏曲电影的空白”，具有深远

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在二人转电影这一大胆尝试的基础上，崔凯探索了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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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展的更多可能性，如“交响乐形式的二人转或让二人转

在其他艺术形式中得到发挥”等，并创造性地提出二人转艺

术发展的方向应是“以二人转为母体，东北风格的音乐剧”。

他的这些创新思考和建议，打破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墨守成

规，不仅对二人转剧种的发扬光大，而且对打破整个曲坛低

迷的状态都具有高标起俗的作用。

“衣带渐宽终不悔”

人的思想和情感的最大张力是追求。没有追求便一事无

成。崔凯的艺术道路，再次诠释了这个观点。崔凯是一个有

着强烈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执着追求精神的作家，他始终

追求的是以自己的作品生动形象地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和社会主义荣辱观。关心社会、关爱人生，讴歌真善美，鞭

挞假恶丑，总是力争使自己的作品让人民大众获得心灵的净

化、情操的陶冶和思想的启迪。特别是在当下，一些文艺家

在唯美主义的旗帜下，不情愿涉足政治和道德领域，弱化乃

至完全丧失了对社会、人生的道德关怀和评价，甚至以展示

所谓人生的底色和原生态为标榜，不分善恶，泯灭美丑，以

迷茫、混乱甚至颠倒的价值取向来误导受众。与此成为鲜明

对照，崔凯更加注重了自己作品的时代内容和思想蕴涵，更

加注重葆有作品的人文深度和思想力度，更加注重自己作品

的道德承担。他的《摔三弦》、《看春花》等作品，即以鲜明

生动的地域特色和浓郁朴实的乡土气息，实现了对20世纪80

年代初期农村中崭新道德风貌的聚焦。他的喜剧小品《牛大

叔提干》，通过牛大叔冒名顶替马经理并以此换取为小学校解

决御寒玻璃而未果的“陪酒演习”过程，以“悲剧喜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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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表达了沉重的主题，让观众在捧腹大笑的同时，在与主

人公一道挥洒着嬉笑怒骂的宣泄中，鞭挞了“损不足以奉有

余”的腐败现象。而《对缝》对不正当竞争行径的抨击，对

欺骗、虚伪、贪婪、自私的嘲讽；《红高粱模特队》对广大劳

动者质朴美学观的揭示；《送水工》以更深邃的视角对现实的

审视等，都反映出了崔凯对营造新型的人际关系，形成全新

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关系，促进社会和谐而体现出的一种责任

担当和自觉追求。正是崔凯对现实的关注和对真善美的不懈

追求，使得他的作品的时代意义和人文关怀格外鲜明，构成

了他作品精神内涵的强大支撑点。

崔凯的“担当”意识，不仅体现在创作上，还体现在文

艺批评上。当下中国文艺批评存在着“游戏化”、“作秀化”

和“浅表化”的问题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不论文艺家还是

广大读者、观众，都纷纷呼唤、倡导真正客观的、科学的、

说理的、对文艺创作有真正帮助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崔

凯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对文艺批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和研究。他的《中国喜剧缺什么》、《关于文艺批评标准的再

思考》等文章，为当今的文艺批评界吹进了一缕新风，具有

振聋发聩的作用。他从为什么要研究社会主义文艺批评的标

准，自觉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文艺批评的基本标

准，努力遵循艺术规律，健全和完善文艺批评标准，着力创

新文艺理论开创文艺批评的新局面等方面，就加强和改进当

前文艺批评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切

中当前文艺批评的要害”的评价。他的几十篇文艺评论都可

以看做是他心系文艺发展繁荣，援疑质理、激浊扬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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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追求精神的写照。

古话说：人到中年万事休。但对崔凯而言，却是人到花

甲万事忙。而且忙而有乐、忙而有成、忙而有为。如今，他

已卸任省文联的领导职务，当会有更加充实的时间而专心于

艺术创作，而且，经过这么多年的砥砺，他一定会使自己的

创作更加精美老道。“庾信文章老更成”，我衷心地祝愿崔凯

先生在人生“第二个青春期”里，继续坚持正确的创作道

路，为时代、为人民，为文艺特别是中国曲艺的发展繁荣，

催马扬鞭，凯歌频奏！

是为序。

2011年3月31日 于沈阳

（郭兴文曾担任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新闻出版

局局长、省文化厅党组书记、省文化厅厅长，现为省文联主

席——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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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戏曲卷

黑土魂魄 大众情怀（代序）

孙 浩

崔凯这个名字，总是与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优秀舞台作品联系在

一起。不佞早在上山下乡时期，就经常读到他发表于省内各类文艺

刊物的戏剧曲艺类作品，那时的他，已经形成了广泛的艺术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辽宁大地一批明星级喜剧艺术家的崛起，

崔凯的作品进一步为广大观众所熟知，他成为这些艺术家身后的擎

天巨手，为其助力，为其掌舵，为其添彩，为其提供不竭的才思。

其艺术才情，直如春江之水，破冰决堰，奔流直泻，一发而不可

收，逐渐形成了他的作品直面现实、关心大众、晓易畅达、幽默风

趣的艺术特点。这些作品经由优秀艺术家的精彩演绎，尤其经过电

视媒介的广泛推演，其艺术影响力迅速达于全国。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崔凯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辽宁这块文化热土培养出来的一代最具

艺术影响力的剧作家。

纵观崔凯的全部作品，无不洋溢着鲜明的时代精神、浓郁的生

活气息、鲜活的民族民间文化色彩和独特的东北地域文化精神。在

文化、心理、情感和意识上，与东北黑土地上辛勤劳作的农民群体

有着天然的联系。他尊重、热爱、亲近这些质朴的劳动人民，他的

作品，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农民生活，农民的家庭琐事，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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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
凯

CUIKAI WENJI

文集

的酸甜苦辣。他以强烈的忧患意识为农民创作，表现他们的忧欣苦

乐，意欲奋争。这样一份执着与坚韧，不但是难能可贵的，更是坚

实崇高的。真正的艺术，真正的艺术美，就存在于广大劳动人民居

家过日子的日常生活中。在文艺的理论和实践中，这是一个说起来

容易做起来难的课题。在市场经济的环境里，人们面临着巨大的物

质诱惑和五彩缤纷的生活，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文化观都在发

生着深刻的改变。艺术和创作，也在这场历史巨变的洪流中涌动变

异，各种思潮和主张活跃发展。单纯地张扬艺术家自我，主张玩艺

术，关在象牙塔里，在狭小的哥们圈子里造艺术、侃艺术，成了不

少艺术人的时尚，并引以为傲。像崔凯这样不抄近路，不尚空谈，

扎扎实实地徜徉在生活的海洋里，为人民而创作，为大众而歌的作

家当真是多乎哉不多也。为此，崔凯对自己创作方向的坚守就不能

不令人油然生敬。作家、艺术家的主体心灵自由只有和社会责任、

接受群体结合起来，创作才有价值，作品才有生命。

作为一个现实生活的观察者和发现者，崔凯有一颗童心、善

心、爱心，善于把发生在普通百姓身上的矛盾冲突和生活际遇以鲜

活生动的喜剧形式幽默地表现出来，让观众在领悟内涵和精神的美

感后发出会心的笑声。像表现当代城乡爱情观变化的独幕喜剧《约

会继续》，以独特的人物性格，俏皮的戏剧语言，制造出令人捧腹

的戏剧冲突，把当代劳动人民变化了的价值观、婚恋观表现得灵动

幽默，饶有趣味，在笑声中给人以启迪。而表现党和政府棚户区改

造给人民群众生活带来崭新变化的短剧《会亲家》，把农村种粮大

户的幽默和城里工人的机智表现得相得益彰，几乎是一句一个彩，

令人忍俊不禁。在酣畅的笑声过后推出“为明天干杯”的主题，堪

称是“含笑谈真理，四两拨千斤”的精彩之作。

正是这种对广大劳动人民深厚的情感使然，崔凯的作品中，充

溢着一种其诚在心、其真在骨的大众情怀。这个从辽北黑土地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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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剧作家，几十年如一日，实实在在，心甘情愿，充满激情地为

普通百姓创作，大众口味、大众心理、大众情怀，是他艺术创作一

以贯之的文化自觉。这既体现在他作品的选材上，也体现在其风格

建设上；既体现在人物性格上，也体现在内涵开掘上。这种追求，

小而言之，是作家个人对创作取向的定位，个性化创作风格的确

定。而在根本上，则是对艺术创作正确方向的坚持，对先进文化前

进方向的遵循。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

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人民生活……是一切

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唯一的源泉。”这一观点，直到今

天对艺术创作仍然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其思想精髓永远也不会过

时。坚持“为人民大众”而创作，永远是当代中国广大作家、艺术

家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不必讳言，今天中国的文艺舞台，在精品迭现、百花盛开的同

时，各种文艺思想和艺术主张纷至沓来，多样化的艺术选择和艺术

个性的充分发展，免不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不少人忘记了自

我，迷失了方向。有方家公开撰文称，我的作品就是我个人玩的一

场游戏，观众爱看不爱看与我有什么关系。我的作品不是给现代人

看的，而是给五百年以后的人看的等等。在这样的艺术主张下形成

的作品，只能是云山雾罩、光怪陆离的主观呓语，没有社会价值，

没有对生活新的发现，没有对人的尊重。当一个作家陷入对他人、

对生活了无情感，对社会丧失了责任感的时候，他只能是一只迷途

的羔羊，他的作品只能被生活唾弃。

崔凯是那种尊人民为父母的作家，他把自己的作品视为社会之

公器。从踏入创作领域那一天起，就立志为大众而写作，他的创作

从未离开过农村、市民等最普通、最一般的寻常百姓。像拉场戏

《闹鱼塘》里泼辣、固执的胡二婶、田大妈，既充满个性，又诙谐

滑稽，心地善良，表现出普通劳动者的质朴可爱。大型秧歌剧《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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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花开》中一代新型农民马兰、憨直内敛的牛奔，性格本身就具有

喜剧性，表现了东北农民达观爽朗的性格特征。这种人民性的艺术

追求，体现在崔凯全部作品中，这就尤其令人肃然起敬。不禁令人

想起当年柳青、赵树理等前辈作家对农村生活的热爱，对广大农民

群众的深厚情感，终其一生为农民写作的文化追求。在这一点上，

崔凯与前辈作家达到了精神和文化价值观上的高度一致。

为大众创作，为大众服务，就要创造出人民群众喜爱的、适合

他们审美需要的作品。崔凯的创作，就是在自觉地实践着一条文艺

创作民族化、民间化、地域化的创作道路。毛泽东同志要求中国的

文艺家，要用自己的实践，“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建立和发展为

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是对中国文艺

发展的一个真理性要求。任何文艺创作，无论它的艺术思想何等耸

峙云天，无论它的内涵何等深不可测，无论它的外观何等缤纷绚

烂，它都应该而且必须在形、神、内、外等各方面特征上，与一定

的民族、一定的社会、一定的时代、一定的地域的文化特征相适

应。离开了这一点，艺术创作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艺创作

个性和风格的形成，必然要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必然要在民间文

化、地域文化的土壤里汲取营养，这是古今中外所有文艺家共同遵

循的艺术规律。就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继承了俄罗斯文艺的

现实主义传统，阿瑟·密勒的戏剧创作经受了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

的文化冲击一样。法国印象派美术大师莫奈曾这样表述自己的创

作：“塞纳河啊！我这一生都在画她，在任何时刻、任何季节……

我从来不会因此感到厌倦，她对我而言一直都是崭新的。”这是一

种对家乡、对土地、对特定人文历史的真挚情感，有了这种情感，

作家艺术家的激情才可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这种对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自觉开掘，是文艺创作形成个

性、走向大众的重要途径。崔凯注重从东北地域文化中汲取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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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创作素材，他的作品洋溢着令人着迷的东北味、农村味、人情

味。也许正是这种独特的“三味”，才使他的作品充满魅力，为全

国广大观众所接受和喜爱。东北民间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东北人

民性格深处那种豁达爽朗、乐观幽默的特点。东北二人转中丑角的

表演最能代表这一特点。崔凯的拉场戏《摔三弦》，把这一特点发

挥得淋漓尽致。拨弄三弦算命挣钱的盲人张志出于为儿子挣钱办婚

事的良好愿望，重操弃之多年的算命旧业，而且误打误撞地算到了

尚未谋面的亲家母头上，造成一连串的喜剧冲突。其幽默诙谐的唱

词，智计百出的对白，妙趣横生的情节，加上喜剧大师赵本山精彩

绝伦的表演，把拉场戏这一东北民间戏剧形式演绎得妙到巅毫。愚

以为，这部作品，堪称我国民间文艺喜剧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之一。

而表现摈弃农村陈旧婚恋观、青年男女自主恋爱、触动老年人

也改变生活观念的评剧《鸳鸯扣》，把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群众奋发

向上的精神风貌表现得生动传神。神话歌舞剧《取经路上》，虽然

取材于传统二人转《猪八戒背媳妇》，却能别开生面，旧曲新唱，

把东北民间艺术幽默喜兴的艺术特点表现得生动活泼。他还写过取

材于沈阳锡伯族西迁戍边的大型民族歌舞剧《雁叫长空》，反映东

北农村现实生活中社会问题的八场秧歌剧《新娘泪》等剧目，无一

不保持着他的作品民间化、地域化的特点。

选择什么样的创作方式，形成什么样的创作风格，从根本上来

说，源自作家的艺术观念和艺术追求。李渔主张戏剧要让观众喜

爱，要能消解观众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忧虑、愁闷，让他们发出源于

内心的笑声，达到愉悦身心，调整精神的作用。所以他说：“传奇

原为消愁设，一夫不笑是吾忧。”连“一夫不笑”都成为忧虑，可

见李渔对喜剧效果的重视。他在《闲情偶记》中把“重机趣”作为

重要篇章：“机者，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风致。少此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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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如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崔凯戏剧创作的突出成就是喜

剧色彩，他的作品机趣横生，赏心悦目，令观众心神为之一朗。正

是在这一点上，他的创作取向与先哲们达成了高度的一致。看他的

作品十分轻松，不会皱着眉头去分析猜测，不会被艰涩古奥的理念

折磨得费劲心机去揣摩，它会让你始终处于一种情不自禁的喜悦、

欢笑之中，看过之后更会为其中的幽默、诙谐的文化元素所感染，

进而对人生有所悟解。

在目前全国缺少优秀喜剧的大环境中，崔凯的喜剧创作显得独

树一帜。喜剧需要幽默，需要智慧，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需要扎

实的生活积累，更需要艺术创作澎湃的激情。喜剧产生于性格，它

的翅膀是冲突、情节和语言。有了喜剧化的性格，才可能有喜剧化

的人物和喜剧化的行动，进而形成喜剧冲突和喜剧语言。这些，无

论在《摔三弦》的张志身上，还是在闹鱼塘的胡二婶、田大妈身

上，抑或是在《马兰花开》中的马兰、牛奔身上，都有着充分的

体现。

在戏剧舞台上耕耘了四十余载的崔凯以自己独特的创作道路，

成为辽宁乃至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剧作家之一。他为社会创造的欢

乐，他为人民生活添加的色彩，他为中国戏剧百花园奉献的人物和

艺术个性，必将对中国戏剧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并长久地为广大观

众所铭记。愿他在今后的创作道路上继续为社会、为生活、为他时

刻铭记在心的广大观众奉献出更多的优秀作品，更多的欢笑之声。

祝崔凯先生身康、心娱、笔健。

2011年5月6日于盛京少帅府

（孙浩现任辽宁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辽宁省文化厅艺术处处

长，戏剧评论家——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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