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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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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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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崔凯小品剧的体式创造（代序）

王向峰

崔凯已经创作了百十个小品剧，在当前的中国艺术界，不论是

量与质，都已成了小品剧创作的领军人物。他的小品剧创作，不仅

丰富了广大民众的艺术生活，也推出了许多演员，有的走红于全

国，带动了其他相关艺术的繁荣与发展。因此，研究崔凯的创作经

验，不仅对于把握小品喜剧的审美特性大有益处，对于推动艺术与

生活现实结合，满足广大民众对于艺术审美的需要，也很有启示

意义。

1. 近十几年来，在舞台和电视中，出现了一种先被称之为

“小品”，后又被称之为“喜剧小品”的表演节目，由两三个演员化

装表演，有情节、有人物，完全是戏剧化了的表现，与相声之不同

在于“演”，表现为：演员与角色对应地出现在舞台限定的时空环

境之中；由角色的动作、语言直接表现情节；在限定的时间里导致

矛盾向特定意义方向的解决；一般都有幽默、讽谕的喜剧效果。上

述特点在崔凯的小品剧的创作和演出中，已经显示为比较成型的

体式。

对于这种既不同于二人转的“说口”，又不同于相声的“捧

逗”，既不同于独幕话剧，又不同于一般喜剧的艺术体式，应该怎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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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凯文集

样定名，直接关系其今后的发展，因此对体式定位就具有关键意

义。我认为定名为“小品剧”比较合适，而叫“小品”不确切，叫

“喜剧小品”则外延上不能涵盖“小品剧”的实际所有的全部剧目

及其内容实体的存在。

2.“小品”，原本不是戏剧的完成体，它仅是对生活中的某一

片段情境的定性模仿，虽有某种戏剧性，但一般情况下并不是为艺

术观赏而为，总是从属于一种直接的功利目的。这种片段表演在我

国古代即有。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记载的“优孟衣冠”即属

此类。楚国优孟受去世的楚相孙叔敖之子所托，在楚庄王面前着孙

叔敖衣冠出现，使庄王以为孙叔敖复生，欲以为相，优孟言孙叔敖

之子贫而且贱，即使孙叔敖再生，也不能再为楚相，于是感动了楚

王，便封孙叔敖之子于寝丘。这是中国戏剧史开创期的“小品”，

它通向戏剧，但却不是戏剧，因为是一个表演角色的演员，在实际

生活场合向非演员扮演的一个实际主体说着一个讽谕性的意思。尽

管它与一般弄臣的说事以讽上的情况已有不同，但仍不是真正的

戏剧。

如果小品指的是由特定演员以扮演方式说或做的一件事，这在

现代的戏剧学院招考测试或训练学生的技能时，也常常课以作用，

它的进行过程与完成体，因其片段性与实用性，都不能成为真正审

美艺术品。

唐末的高彦休著《唐阙史》，内有《李可及戏三教》的一段记

载，说的是伶人李可及，他“儒服险巾，褒衣博带，蹑齐以升讲

坐”、与身旁的另一伶人戏说儒、道、佛三教祖师皆为“女性”的

故事。这个记载中，属于“参军戏”的表演，比之于“优孟衣冠”

的小品性，更进了一步，已经类似“小品剧”了。我们可以称之为

“亚小品剧”。伶人李可及扮演儒生，为唐懿宗在宫中演出双角戏。

作为角色，他自称深知儒、道、佛三教历史典籍，这时另一伶人问

0 0
2



喜剧小品卷

X
IJU

X
IA

O
PIN

JU
A

N

他：“释迦如来是何人？”对曰：“是妇人。”问者惊曰：“何也？”对

曰：“《金刚经》曰‘敷坐而坐’，或非妇人，何烦‘夫’坐然后

‘儿’坐也？”又问他：“太上老君何人也？”对曰：“亦妇人也。”问

者特别不理解，他回答说：“《道德经》云：‘吾有大患，是吾有

身；及吾无身，吾复何患？’倘非妇人，何患乎有‘娠’乎？”又

问：“文宣王 （孔子） 何人也？对曰：“妇人也。”他的解释是：

“《论语》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向非妇人，待‘嫁’

奚为？”伶人李可及在这里是用消解权威的态度戏说三教，用话语

中的关键词同音（即敷与妇、娠与身、价与嫁）不同字的运用，造

成听觉上的语音能指同一而所指却有别义，这是用同音改义的现象

遮蔽了经文的本义，这种矛盾一旦通过观众对本义的明了，即形成

对于现象的自否定，幽默的喜剧效果就会产生出来。相当于歪批

《三国》的用“无事生非”以指“吴氏生飞”。在这个同音篡义中，

关键之处是“敷”、“而”被赋予“妇”、“儿”义，“身”被赋予

“娠”义，“价”被赋予“嫁”义，这种转换只要有同音字辨别能力

的人，都会听出效果来的，如果笑，是既荣耀自己的优越，也荣耀

表现者高妙的转换方法。

3. 比之于“小品”，“小品剧”则不然。因为“小品剧”已是

戏剧，其基本标志是在演进中已实现为演员与角色的一对一的表

演，有角色的规定性，并使角色实现戏剧的主题。因此，小品的作

品虽小，但却能使小成品，构成为真正的戏剧体式的存在。在实现

戏剧表现的演员装扮角色、在语言和动作中直接展现情节、由矛盾

冲突的解决而达致一种意义等几个方面，它都一一具备。而“小

品”，不论在古代的形态，在现代的课用，都不同于上述存在。所

以“小品剧”它是戏剧的一种，与戏剧外的任何邻近艺术体式都不

相同。

那么，为什么不把“小品剧”称之为戏剧中的“小剧”，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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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之为“小品剧”？这与小品剧的形成与发展历史，以及它的内容

侧重及审美形态的专注性有直接关系。以崔凯为代表的东北“小品

剧”的创作，其体式的由来，直接滥觞于东北二人转的喜剧性的

“说口”与“逗哏”，又吸收了相声与民间笑话的喜剧成分，而在演

出的环境和演员特长的条件上，如综艺晚会的喜庆性、现代生活的

氛围、二人转艺人扛台等，使“小品剧”很快形成了以喜剧题材和

审美形态为主调的笑剧，并有对邻近艺术的适度吸收，如《过河》

中的歌舞，《老伴儿》中的顺口溜，以及许多小品剧中或隐或显的

二人转因素，都使小品剧与一般的戏剧，不论是正剧、喜剧都有相

当区别，更不用说与悲剧的区别了。一般地说，戏剧中的独幕剧比

较而言可谓“小剧”了，但其中既有喜剧，又有正剧，也有悲剧，

而“小品剧”既可以写成喜剧式的，也可以写成正剧式的，但却难

以写成悲剧式的“小品剧”。所以小品剧不能叫独幕剧，这不仅表

明它比独幕剧还“小”，还难以实现表现悲剧的任务。

“小品剧”之所以难以演悲剧内容，而却更适合表现喜剧内

容，是因为悲剧有深刻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其情节冲突有深刻的生

活逻辑和人物性格逻辑，缺少这些就会失去客观可信性，而悲剧场

面的出现和悲剧的感人效果，必须在一个足够的情节过程中实现，

所以没有过程的积累爆发，就显不出收场的悲的意义。这如同祥林

嫂在舞台上出现，没有对她的遭受多重压迫的具体显现，没有对她

的淳厚善良本性的感性显现，而仅仅是看她在除夕之夜穷困无着地

死在舞台上，人们可能惊讶，但不一定悲悯惋叹。所以悲剧必须有

足够的造势，这不是“小品剧”所能完成的。而喜剧情节由演员以

语言、动作、形态叙述情节，可以随时造成喜剧效果，一个滑稽动

作，一句幽默台词，一身夸张的造型，能随处引人发笑。正是因为

喜剧效果可以这样被制造出来，所以，“小品剧”只用几分钟时间

内的情节表演，在演员少、情节短、矛盾小的建构中，就可以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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