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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晚，南京 “开心茶

馆”正式开张，首场演出就
是“相声大会”。有“南张
北侯” 美誉的相声泰斗张
永熙来了（!"#$%#&

'(!)*$+%*,-），
他的13位徒弟来了，几十
位非专业相声演员也来了。

100平方米的场地内，简单
地摆了几十张长条桌、椅
子，由于不是很透风，场地
内给人一种闷热的感觉。

但，这并没有影响到
“相声迷”的热情，他们早
早来到现场，100来个座位

都坐满了……演出开始了，
观众们眼睛、耳朵、嘴巴、手
都忙活起来。鼓掌、叫好，总
是不约而同。

舞台上，第一个节目是
山东琴书 《大瞎话》，3个
学生模样的演员，一上场就

弹唱开来，“太阳从西边升
起，东边落下……”“果然
是大瞎话！”台下观众窃窃
私语。接着，电台DJ大聪、
薛子上场了，胖胖的大聪和
瘦小的薛子还没开口，台下
的观众先笑了。看观众高

兴，二人对着台下鞠一躬，
“掌声不够，再鞠一躬”，
嘿，这架势和郭德纲还有得
一拼！很快，两位 DJ的幽
默感染了在场的观众，掌声
一下比一下响，笑声一浪比
一浪高。

姜还是老的辣。相声泰

斗张永熙出场了，86岁的
老人走路都颤悠悠的，但一

上台，“包袱” 就抖开了，
“我是个超级近视，这是我
太爱看书的缘故。年轻的时
候，我把书贴着鼻子看才能
看得见字，有一回，流了很
多鼻血在书上，我一看
‘咦，这是谁在我书上鬼画

符呀’……还有一次，我碰
上了一根电线杆，我连忙道
歉，‘对不起，我眼睛不好。
不过，这位先生，您好瘦呀，
个子也不矮’。”台下观众
笑倒一片。

所谓名师出高徒，张老
的两位弟子李国先、梁尚义
也不差，他们表演了《南京
十怪》。地道的南京话逗得
观众笑声不断，老的南京十
怪和新的南京十怪张口就
来。“里外三层看老外”，
“马子（./）满街晒”等
是旧十怪，“鸭子卖得比鸡

快”“南京人喜欢吃野菜”
等是新的十怪。南京人顾小
姐说：“梁尚义所说的新、
旧南京十怪很贴切，旧的反
映了过去老南京的市井百
态，而新的十怪表现了我们
现在的生活状态。”梁尚义

在节目最后还现场给观众
秀了一段前阵子很火爆的
南京话说唱《喝馄饨》。

�£v 

¤¥&'gh¦

“开心茶馆”只不过是

南京相声人的一次尝试，他
们真正想做的，就是和北京

的李金斗一样，开一个“周
末相声俱乐部”，市民只要

掏上 15～20元钱，就可以
看2小时的相声演出。南京

的相声俱乐部正在酝酿中，
发起人都是张永熙的弟子：

吕少明、李国先和倪明。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

难。早在年初，他们就注册

了相声俱乐部，原打算9月
份开张，但由于演出场地一
直没敲定，看来成立时间要
挪到10月份了。李国先说：
“我们计划在夫子庙大成
殿最后一进的民德堂内开
这个俱乐部。选这里，是因

为夫子庙一带曾经是曲艺
畅行的地方，当年，我师傅
张永熙和刘宝瑞等人，都在
夫子庙摆地摊说过相声。只
是场地至今没敲定。”

为什么要办相声俱乐
部呢？李国先无奈地笑笑
说，上世纪80年代，南京还

有很多书场供曲艺、相声艺
人发挥长处，但随着各种娱
乐方式的出现，“书场”消
失了，相声失去了土壤，观
众也渐渐流失了。“相声是

属于民间的，我们就是想让
相声回到小剧场，回到老百
姓中。”

为了能够 “一炮打

响”，李国先说，目前南京
的相声演员们都在找合适
的段子，每个人都必须准
备好 10～20个段子来备
用。而且这些段子必须好
玩，贴近老百姓，关注娱乐
生活，比如“超女”就没有

相声演员说过，他就准备
来一段呢。

南京相声人之所以乐
观，是因为他们不仅有泰斗
级相声演员张永熙的支持，
还得到了姜昆、李金斗等人
的支持。李国先信心满满地
说：“姜昆和李金斗已经答
应我了，南京的相声俱乐部

一开张，他们就过来客串；
不光是他俩，北京周末相声
俱乐部的名演员们，都来；
同时，把南京的相声演员请
到北京去演出，形成南北相
互客串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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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 60多岁的老人

说，南京的相声已经封尘了
很久；但相声人说，南京相
声一直没有消失，只是缺少
了表演的舞台而已，如今，
相声回归到人们的视线中，
肯定还会再成为人们生活
的一部分。

昨天，记者随机采访了
一些市民，一般中年人都对
相声有情结，他们认为有市
场。一位姓孙的先生说：
“我从小就喜欢相声，我们
家所有的带子，都和相声有
关。如果有相声俱乐部，只

要花10多元钱，就能看到
本土相声大师们的表演，还
是会激起人们对相声的好
奇以及热爱的。”

性格开朗的刘女士也
是一个相声迷，早在20多
年前，她就很喜欢听相声，

开始是在电视上看，后来有机
会就到现场看。而她与丈夫的

缘分也是因为相声，刘女士自
豪地说：“我老公可是当年张
永熙老先生门下的十三太保
之一哦！正是因为老公具有相
声演员所独有的幽默、风趣吸
引了我。虽然后来相声的市场
不好，很多相声演员都转行

了，但还是有机会现场听相声
的，逢年过节的时候，许多过
去的相声演员还是会登台演
出的，在单位、街道、小区等，
水西门广场就是他们常去的
地方。现在南京要开相声俱乐
部了，一定很有市场，因为像

我们这样的相声迷还是很多
的。”

不过，年轻人却不这么认
为。“南京有相声吗？我从来
没看过南京的相声。”二十多
岁的张小姐是在校大学生，她
说：“我小时候看春节晚会都

比较喜欢看相声的，喜欢的演
员是冯巩和牛群这对搭档。但
是对老一辈的相声演员就不
太了解了。”记者告诉她南京
要成立一个相声俱乐部，而且
还有表演相声的场所，张小姐
说：“我还是比较喜欢去时尚

的地方，相声电视看看就好
了，不会专门去现场听相声
的。”与她同行的葛小姐也说
不会去现场看的，有时间可能
逛逛街，看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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