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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阜 王声：

从同班同学到“铁杆搭档”

“我最近也开始看书了，现在可以说我
是达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各种中外名著，
好家伙天天拿着看，《名侦探柯南》《海贼
王》，我都拿在手里。”

“如果您再拿一套《七龙珠》，一套《圣
斗士》，就能凑够四大名著了。”

2013 年，苗阜和王声携相声《满腹经
纶》参加北京喜剧幽默大赛，喜获季军，并
获得了进军北京卫视春晚的机会。2014年

春节，《满腹经纶》在北京卫视春晚上亮相，
精彩演出受到观众的欢迎和好评，同时还
被央视新闻、新周刊等媒体转发，评价他们
为“中国好相声”。

2014年，他们在央视元宵晚会上表演
相声《学富五车》，同年3月成为中国曲艺
家协会会员，10 月以相声《满腹经纶》在
CCTV相声大赛获头奖。2015年参加央视
春晚，表演相声《这不是我的》。

《这不是我的》是一个反腐题材作品，
在央视春晚舞台上，相声作品讽刺“领导”
这一群体的屈指可数，这一大“尺度”选材
让他们一鸣惊人。

第一次上春晚，第一次接触反腐题
材，两人 10 月份到北京开始筹备。闭关
苦思，修改数月，这好似一场挑战极限的
拉力赛，苗阜为此整日熬夜，一月就瘦了
十斤。“压力太大，当时真想放弃。”回忆

起当初的情形，苗阜说，这个本子他们付
出了前所未有的心血和努力，改动之大，
跟一开始的本子相比，简直不是同一个
本子。

节目播出后，有媒体给出高度评价：
“这次登上春晚的陕派相声讽刺尺度之大，
涉及题材之‘敏感’，堪称30年来之最。”从
此，苗阜和王声一夜爆红，他们在哪里演出
都座无虚席。

□本报记者 杨岸萌

昨天晚上，在第十届中国曲艺节开
幕演出上，观众欣赏到了陕派青年相声
演员苗阜、王声表演的相声节目《欢声
笑语》。

苗阜、王声都是80后，2007年，两
人牵头创立陕西青年曲艺社（后更名
为“青曲社”）。2015年，陕派相声登陆
央视春晚，苗阜和王声表演的相声《这
不是我的》，以大尺度“反腐题材”一鸣
惊人。

曾有人这样评价：苗阜，脸黑外向，说
起话来表情丰富，喜欢热闹，技能值：一本
正经胡说。王声，肤白内敛，平时一脸严
肃，喜欢清静，技能值：义正词严纠错。

苗阜和王声都是 1982 年出生的陕西
省铜川市人，前者相声师承曲艺名家郑小
山，后者是陕西相声名家郑文喜的徒弟。

两个人小学就是同班同学，也都爱好
文艺，曾一起登台表演诗朗诵。小学五年
级王声转学，此后 13年，两人没有任何联
系。苗阜在西安铁路局宝鸡职工培训基地
（原宝鸡铁路运输高级技工学校）毕业后，
被分到富平县梅家镇车站当了电力工，王

声则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
后来一次偶然机会两人重逢，发现成

了同行，之后很快成为“铁杆搭档”，共同钻
研相声艺术。

在 2015年北京卫视春晚，苗阜、王声
带来作品《同学会》，说的就是他们的同学
关系。“这个作品讲述了大学时期的故事，
您可以仔细听，凡是讲到好的，爱学习、爱
祖国的故事，都是我大学时期发生的故
事，凡是讲到不好的，都是他大学时期发
生的故事。”王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开玩
笑说。

苗阜在相声表演中是逗哏演员，别看

他现在口若悬河，上小学时，同学们却不爱
跟不喜欢说话的苗阜玩。二年级时，他从
收音机中第一次听到相声节目《反正话》，
觉得有趣，改了词到学校里说，逗笑了小伙
伴，大家才愿意跟他玩，从此，说相声就成
了他的梦想。

苗阜的爸爸是厨师，人很严肃，不希望
他去说相声。他妈妈也反对他搞文艺，希
望他能在铁路上当个工长。不过，热爱让
苗阜想尽一切办法拉近与文艺的距离。

从2002年起，只要单位有文艺活动，
苗阜就请假去搬道具，借机学习表演，没钱
住旅馆，晚上就睡在彩排厅里。苗阜持之

以恒的“打杂精神”最终打动了艺术团领
导，团里渐渐给了他一些龙套角色，最后被
抽调到了艺术团。

从2003年开始，苗阜开始在陕西省大
型活动中担任舞台总监、编导、导演、总策
划、总导演。2010年，他与王声参加陕西首
届喜剧幽默电视展，与王声表演对口相声
《学外语》。之后，他们在这条道路上越走
越远，也把陕派相声带上了更大的舞台。

“天对地，雨对风，苗阜对王声；捧对
逗，汪对喵，呆萌对傲娇。”苗阜、王声的粉
丝改编的《笠翁对韵》，充满了对他俩的祝
福和希望。

中兴西北相声，成就陕派相声是苗阜
的一个梦想。

2007年，苗阜、王声和几位志同道合
的朋友共同创立青曲社，提出“中兴西北相
声”的口号。不少前辈、同行认为青曲社是

“业余”人员创立，瞧不上这个“草台班子”。
门可罗雀，少人光顾，是青曲社创立之

初演出时的状况。曾因交不起场地租金，
青曲社面临关门，包袱不响也曾是他们的
噩梦……

顶着压力，一路摸爬滚打，苗阜、王声
结合经典传统段子和现代流行语言创作的
相声作品逐渐被认可，在西安市拥有了一
批“铁杆粉丝”。

“记忆最深刻的是我们的第一场商演，
在西安，当天晚上大雨倾盆，我们都以为来

不了多少观众，没想到满坑满谷都是人，
我们心中备感激动，演出特别卖力。谁知
道相声大会进行到一半，剧场竟然停电
了，我们当时紧张坏了。”王声说，“没想到
观众没有慌乱，纷纷打开手机手电筒举起
来，我们就着这灯光把演出进行下去了，
到最后很多演员都感动哭了。演出结束
之后我们在剧场门口一位一位地鞠躬说抱
歉，后来又开了一个专场，算是给大家补回
来了。”

《笑谈经典》《八里巴黎》《大话西游》
《手机漫谈》《文身趣谈》《看电影》《环保大
使》这些都是苗阜和王声脍炙人口的作品，
文化底蕴深厚。

凤凰网曾评价他们的作品：“在苗阜与
搭档王声合说的相声段子里，陕西文化的

厚重底蕴总是信手拈来。”
“苗阜的相声段子中频频使用网络语

言，包袱笑点的抖落超过了相声本身的表
演形式。在短短十多分钟相声里，更注重
人物性格、角色，更像一幕小剧，从语言内
容，回归到人物的表达与塑造。”西安晚报
如此评价苗阜。

“有人说我是小电工创造大奇迹，其实
能坚持相声梦想就是幸福、快乐。不忘初
心，方得始终。”苗阜笑着说，“能让西北相
声走出去，我从未感到酸楚，反而感到幸
福、高兴。我希望将来有一天提起相声，不
光有北京、天津，还有西安。”

在第十届中国曲艺节上，苗阜、王声再
次见到中国曲协主席、国家一级演员、著名
相声大家姜昆，他们不会忘记姜老师曾经

对他们作品的肯定：“我特别希望年轻人快
点出来，结束目前相声表演不算青黄不接，
但也供不应求的局面。”

“相声现在很火，但其实是表面繁荣，
未来的发展其实说起来很容易，多培养好
演员，多编写好作品，多见观众，但做起来
真的是困难重重，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尽
我们绵薄之力，让相声发展得越来越好。”
苗阜说，“开宗立派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我
们要走的路还很远。”

苗阜说，平顶山是曲艺爱好者必来之
地，他们曾参加过马街书会，来过很多次平
顶山：“咱们平顶山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尤
其是马街书会传承到现在已经有700多年
了，真正做到了守正创新，在这里祝愿平顶
山的发展步步登高。”

春晚成事业新起点

从小学同学到相声“铁杆搭档”

让西北相声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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