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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触网点击上亿，湘派相声迎第二春？
湖南相声剧场突围记：把观众从线下带到线上，一大批年轻演员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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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1日，陈小锋乘
着呼啸的列车一路南下， 来到
长沙，开启他崭新的逐梦历程。
此前， 他已经在北京的相声窝
儿里浸淫了十数年， 从2003年
起， 他就一直在师父李金斗发
起成立的、 北京第一家专业相
声剧场———“北京周末相声俱
乐部”工作演出，期间积攒了大
量的经营理念与经验。2016年，
他应师兄大兵的邀请， 来到笑
工厂担任总经理。

在陈小锋看来， 湖南没有
相声的根基， 老百姓也没有欣
赏相声的习惯， 所以相声行业
并不十分景气。“湖南原本是相
声的不毛之地，直到1958年，郭
新、 吉马来到湖南支援相声事
业，湖南才有了相声。”陈小锋
告诉记者， 在上世纪末和新世
纪初， 湖南的相声在奇志大兵
的影响下， 曾达到鼎盛。“湖南
的相声是由湖南的歌厅文化捧
红的，那时候演员登台机会多，
可以慢慢磨。”然而，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湖南的相声随着歌
厅文化的一蹶不振而一度衰
落。“此外，奇志大兵的分手，以
及杨五六先生的过世也使湖南
的相声走向低谷。”

2009年， 为了给相声演员

提供一个登台表演的地方，大
兵先生成立了湖南第一家专业
的相声剧场———笑工厂。然而，
笑工厂成立后， 却并没有立刻
将湖南的相声事业推向新的高
峰。“因为之前没有做剧场的经
验，而且大兵老师也一度为‘到
底是艺术趋附于市场， 还是艺
术引领市场’的问题感到迷茫，
再加上湖南专业的相声演员数
量有限， 所以导致经营困难。”
据陈小锋透露，演员青黄不接、
找不到合适的经营方式， 使笑
工厂与观众间的纽带难以建
立。“现场的观众时满时不满，
更糟糕的是，由于缺少推广，大
多长沙市民根本就不知道笑工
厂的存在。”正是基于这样的背
景， 包括笑工厂在内的很多相
声演员不能以此为生， 纷纷找
寻其他工作贴补家用， 这更导
致人才的流失，陷入恶性循环。

开始经营笑工厂后， 陈小
锋发现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几
乎每一个来到现场的观众，都
会在节目开始前询问“有没有
大兵老师”。“这对于市场培育
而言，是非常可怕的现象，说明
观众对于相声的认知还基于单
个的演员， 对相声本身是缺乏
了解的。”

英雄一去豪华尽，惟有青山似洛中。从
上世纪末到新世纪初， 湖南相声曾随着奇
志大兵的爆红而迅速蹿红全国。彼时，歌厅
文化繁盛， 湖南相声也随着靡靡动听的歌
曲声名远播。而今，短短十余年的光景，湖
南的相声却突然在全国的曲艺界销声匿
迹。说相声的人还在，可听相声的人却已不
是同一拨。湖南的相声业，到底是不复昔日
光景了。

近年来， 随着一些专业的相声剧场如
笑工厂、红星社的成立和红火，似乎宣告着
湖南相声事业又一次春天的来临。

■记者 蔡旻旼

谈到湖南相声事业的
近况，原野表示，湖南目前
的两家相声剧场， 笑工厂
是南派相声和传统相声相
结合，红星社则是典型的
北派相声，两个社团都推
出了一大批颇具影响力
的演员。“比如笑工厂推
出了刁子 、熊壮 ，还有红
星社推出了讲评书的刘
德驻，都深受老百姓的喜
爱。” 除推出了一大批相
声界的新人外，去年推出
的“笑满三湘———送欢笑
下基层”系列演出还被央
视报道。

当谈到相声事业未来
的发展时，她表示，湖南的
相声需要紧跟时代的发展
和政策，一定要得到政府
部门的认可和支持。“湖
南相声的发展需要双管
齐下， 既要有商演作品，
也需要主题作品。” 原野
认为，只有紧扣时代脉搏
的艺术作品，才能够走向
更高更远的平台。“比如
周卫星老师的 《二孩政
策》、《精准扶贫》等作品，
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深
远的影响。”此外，她还提
出，希望相声事业能够得
到教育部门的支持， 让相
声走进校园。

陈小锋对此也深表赞
同， 他认为由于时代的变
迁， 相声也需要跟着时代
改变创作思路， 同时改变
主题、 立意和框架结构。
“艺术机构，作品才是生命
力。”他表示推广成功与否
关键不在于推广的方式，
而在于作品本身。“只要作
品好， 自然就会有主流媒
体和网络媒体争相播放。”

湖南曲艺家协会秘书长原野
是地道的哈尔滨人， 她师从姜昆，
用行话讲，是姜家门的。在她看来，
湖南相声的长期没落，与没有成熟
的梯队建设有关。“在北方，民间就
有相声培养机构，小学和大学也会
将其纳为课程，而湖南地区的教育
系统并不是很支持。”其次，相声在
湖南地区的发展也深受普通话的
限制。“平时大家习惯说方言，缺少
专业的培养， 即便想要学习相声，
在语感方面也不够成熟。”此外，原
野认为创作一直是湖南相声的短
板。“湖南相声的创作人才十分薄
弱，一方面是因为缺少熏陶，另一
方面则还是因为没有专业的团体，
以及没有硬性的指标评判。”

同时，长期不重视推广，也是
湖南相声一直处于只在圈内红火
状态的重要原因。 原野告诉记者，
此前，笑工厂一直未能真正实现很
好的盈利，直到2016年笑工厂从北
京请来专业的经纪人推广，才逐渐
有了起色。据笑工厂总经理陈小锋
介绍，来到长沙后，他与同事对相
声作品、经营模式和宣传策略进行

了大量改革。“我们开始创作有湖
南特色的喜剧作品，将许多传统相
声本土化。 将北方的相声进行改
编，融入本土内容，变成湖南人喜
欢的作品形式。”

“在宣传方面， 我们将和观众
的纽带从线下搬到了线上，我们把
作品发布在笑工厂的公众号上，发
现竟然有很多人非常喜欢，许多长
沙市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湖南还
有个笑工厂。”陈小锋告诉记者，经
过一年多的经营，笑工厂微信公众
号的粉丝已经从他接手时的不到
2000人增长到了如今的近600000
人。每一期推出的作品阅读量在一
个小时内就可以突破1000000+，
搞 笑 视 频 单 集 的 点 击 量 在
50000000+，最高一期点击量达到
1.2亿。”这足以证明大家是喜欢看
相声的。此外，陈小锋还尝试着在
公众号上发一些正能量的声音，吸
引社会各界主动关注。同时，笑工
厂在推广长沙弹词方面也做了许
多努力。“我们每一期都会用长沙
弹词开场，越来越多的观众喜欢上
了长沙弹词。”

【几经浮沉】
相声事业再次迎来繁盛

【英雄气短】
相声随歌厅文化没落

杜鹤影是长沙某高校的辅
导员， 平日里的他总是身着干
净的白衬衫、 腋下夹着厚厚的
文件夹， 行色匆匆地奔波在校
园里的每一个角落。 大到参加
一场会议， 小到为同学传达信
息， 他事无巨细地处理着学生
工作。然而，每周六的晚上，他
却又如同换了个人一般， 身着
一长褂、手执一快板，准时出现
在红星社的舞台上。“观众朋友
晚上好。”不需多言，只一开嗓
儿便尽是北派相声艺人的范
儿，身上再也不见“杜老师”的
影子。

“我从小就喜欢听相声，大

二就在学校成立了相声社团。”
杜鹤影告诉记者， 相声与所有
的曲艺艺术相同， 十分看重师
承。 为了能够真正融入相声圈
子， 他大二起便想方设法与圈
内的前辈建立起联系， 终于得
以拜入著名相声大师芦克宁门
下，“我师父师承王双福先生，
红星社第三代掌门人， 从艺四
十多年， 艺术修养很高的。”杜
鹤影的脸上洋溢着骄傲，“相声
这行讲究师父带徒弟， 也讲究
口传心授。除非本事奇高，否则
必须是师授、有门户，才能真正
得到行内认可。”

“红星社一周只有一场相

【兼职为主】
艺人收入主要靠商演

声演出，几乎每周六我都会来表演
节目。”对于杜鹤影来说，相声演员
是他辅导员外的第二重身份，也是
他在艺术道路上最执着的追求。据
他介绍，在湖南，拥有“双重身份”
的相声艺人占绝大多数。“很多艺
人本身就是电视台、 电台的主持
人，或者是老师。”据了解，笑工厂
演员规模在40人左右，常活跃在舞
台上的在20人上下。而红星社的演
员大约30人，经常登台表演的则约
15人左右。杜鹤影表示：“湖南的相
声演员是专业的， 不是职业的，说
相声更近似于兼职。”

说相声只能保证演员基本的
生活， 却无法让演员很好地生活。
记者从网上了解到， 以红星社为

例，红星社每周在画意江南有一场
演出，座位在200个上下，而每场的
门票在60到80元间不等。 记者粗
略算了一下，即便是在满场的情况
下，整晚的票务收入也只有一万多
元，再扣除场租和工作人员，所剩
无几。杜鹤影告诉记者，他们在剧
场的演出收入不多，作为相声艺人
更多的收入来源，还是要靠外面的
商演。“接商演基本上靠人脉，以及
圈内口耳相传。”杜鹤影透露，每年
年底的时候是相声表演的旺季，腊
月时几乎每天都有行程，小年那一
天就赶了3个场子，只那一段时间，
他就收入了几万元。“这都是看天
吃饭，一年也只有这么几天。”他无
奈地叹道。

【凤凰涅槃】
湖南相声需双管齐下

“

杜鹤影与其师哥王祖洪在红星社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