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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独具特色的创作和表演，武汉
著名相声演员陆鸣先后3次亮相央视春
晚舞台：1993年央视春晚，陆鸣和孙仲
江演出的小品《多多关照》不仅让武汉
曲艺受到全国关注，也让陆鸣“一鸣惊
人”；2002年央视春晚，他受邀与著名相
声表演艺术家冯巩、郭冬临合作演出相
声《台上台下》，再度受到好评；2021年
央视春晚，陆鸣和田克兢、尹北琛以及
武汉人艺的演员一道表演了小品《阳
台》及合唱《明天会更好》。

随着官宣武汉为2025年春晚分会
场，陆鸣向记者回顾了三上春晚的幕后
故事，也表达了对武汉作为分会场即将
亮相春晚的激动之情，“期待武汉在春
晚这个大舞台上向全球观众展示城市
特色”。

初登春晚
难忘“救场”惊险时刻

1993年，陆鸣和孙仲江登上中央
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演出了夏雨田的
杰作《多多关照》，将相声、歌唱、器乐巧
妙结合融为一体，充分施展说、学、逗、
唱、演的多种艺术才能，让武汉曲艺受
到全国关注，也让陆鸣“一鸣惊人”。

“那时觉得上春晚是很难的事情。”
陆鸣回忆，央视春晚导演组当时全国选
节目，看了武汉说唱团的一台曲艺晚会
后，觉得充满了生活气息，娱乐性很强，
最终选了《多多关照》进京审查。

陆鸣和孙仲江在北京待了一个多
月，经过多次修改审定后，节目《多多关

照》安排在深夜0时26分上，计划是12
分钟的表演。快到深夜0时，陆鸣和孙
仲江躺在演播厅休息。导演进来对他
们说，“前面表演节目比预定时间延迟
了三分钟，现在台上是毛阿敏唱，她唱
完后离倒计时就剩7分钟，排在她后面
的小品在倒计时前没演完不好掐。你
们的节目能不能7分钟演完，主持人直
接上台倒计时，这样晚会就显得完整一
些”。紧急救场！陆鸣和孙仲江直接上
舞台，倒计时的钟就挂在正对面的墙
上，两人一边看钟一边表演，“当时没时
间商量，就只能在表演节奏加快一点，
然后删减了一些台词”。现场观众互动
非常好，当两人演完最后一句“我的心
在等待……”时，电子钟离零点差了15
秒，主持人赵忠祥上台开启倒计时。此
时，陆鸣从紧张的情绪中放松下来，感
觉整个人被汗水湿透了，“感觉自己走
不动路，还是工作人员扶着我们往外
走”。两人一出演出通道，所有的演员
都站在那里夹道鼓掌，连称“武汉的这
两个小伙子太棒了”。

这次经历，对陆鸣的个人发展产生
了很大影响。同年，他拜姜昆为师，姜
昆表示，“我看了你在春晚的表现，艺术
上非常有特色”。著名相声演员冯巩也
通过这次春晚，认识和记住了武汉相声
演员陆鸣，并说：“当时我没想到曲艺界
还有这么棒的人，我一定要跟他合作一
次。”

二上春晚
冯巩带着“压场子”

八年后，陆鸣接到冯巩的邀请电
话，请他参与和郭冬临冲刺2002年春
晚的相声《台上台下》。

“相声队伍强手如林，作为一个地
方演员，能上春晚，就要保证有特点，不
能被别人取代。既然冯巩能看上我，就
说明我是能胜任的。当时表演里的手
风琴、合成器，都是我自己提出来的，排
练以后效果也非常好。”陆鸣回忆，《台
上台下》在舞台上表演只有10分钟，但
是准备的时间花了大半年，“那年我住
在广电部的招待所，冯巩将他的饭票给
我买饭吃，经常半夜两三点给我打电
话，说又想了一个个包袱，和我交流”。
冯巩还带着他们，找各种机会演出“压
场子”（指演员在正式演出前进行多次
排练或试演，以调整状态，确保正式演
出的顺利进行）、看观众的互动表现。
有一天北京下大雪，冯巩带着他们开车
去北京一所大学“压场子”，3公里的路
开了3个小时，到了后大家马上投入演
出。“像冯巩这样的大腕，春晚是必上
的，但是他对相声艺术还是抱有敬畏之
心，为了节目费尽心血。一场场的节目
表演下来，才能在春晚给大家最美的享
受。”陆鸣说。

三上央视春晚的经历也让陆鸣认
识到，新是曲艺的特色，也是曲艺的生
命。只有跟紧了时代的发展趋势，才能
被大家记住，才能更好地传播曲艺。

见证旅游热度提升
期待武汉更出圈

每年的春晚，陆鸣都必看。蛇年武
汉成为春晚分会场，官宣后，武汉文旅
热度迅速提升，陆鸣非常期待武汉的春
晚表现，“分会场不仅仅是为大家展示
热闹，或者一个歌舞节目的表演，更多
的是通过春晚的全球影响力，展示城市
的特色和风采”。

近年来，武汉影响力不断扩展，成
为网红城市。陆鸣也是亲历者，“我就
住在胜利街，现在周边的兰陵路、黎黄
陂路，到了周末全是年轻人，逢年过节
去买早点，每个摊子都在排队，全是外
地口音，武汉旅游真是做起来了”。

最近，武汉说唱团都市茶座推出新
戏沉浸式喜剧《风声鹤“立”》，陆鸣注意
到，年轻的创作团队在宣传时,将巴公
房子、黎黄陂路、兰陵路串起来做成一
条打卡线路，都市茶座就是最后一个必
打卡点，《风声鹤“立”》也吸引了众多年
轻游客的关注，“演出现在一票难求、站
票加座”。他认为，城市旅游热度提升
后，文旅融合引爆了新的消费增长点，
局面就打开了，“期待春晚上武汉的精
彩亮相，也期待全国游客在过年期间来
武汉，领略烟火气十足的年味”。

文/记者黄丽娟

武汉晚报讯（记者万建辉）位于汉
口民权路的“邹协盛”金号旧址是一栋
三层西式建筑，建于20世纪30年代。
随着城市更新，这栋百年建筑“修旧如
旧”，外立面保持历史原貌，旋转门廊的
上方标出“东棠书局”四字。

1月14日，记者出地铁6号线，沿
三民路、铜人像，步行来到民权路中段
的东棠书局，书局外墙为典型的西式风
格，立柱、山花、悬挑阳台、宝瓶栏杆等
装饰细节丰富。店内书台、吧台、室内
装饰艺术感十足，深木色调营造静谧氛
围，错落有致的书架将空间分为不同层
次；书架上点缀着与武汉相关的古诗
词，从二层顶部悬挂而下的诗词牌装
饰，更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气息；临窗隔
成半独立空间，已有读者展开笔记本电
脑，喝着咖啡看书或办公。

记者求教汉口近代建筑研究专家、
武汉文史学者王汗吾，获知“邹协盛”金
号是近现代武汉著名金号“邹协和”的
联号之一，来自江西的邹氏兄弟1908
年在汉口前花楼正街开“邹协和”银匠
铺，随着业务的扩展，1913年改开银
楼。到抗战前后，邹氏5兄弟在汉口交
通路、江汉路、中山大道伟英里，和武昌
曹祥泰对面开了多家金号，业务一度扩
展到襄樊、汉川、洪湖新堤和广西桂
林。1946年，邹氏家族存在上海大德
成金号的800两黄金，被指倒卖没收，

“邹协和”打了整整两年官司，虽然胜诉，
但发还折合的法币仅值8两黄金。1949
年武汉解放前夕，“邹协和”已是空招牌，
邹家各店分别改营副食品或茶叶。

为何要在武汉老字号旧址里开书

店？东棠书局负责人吴江告诉记者，他
所在的武汉东棠文化是一家文旅企业，
走的就是城市更新这个赛道，此前他们
已在解放公园开发“东方美学空间”东
棠书院，开发了昙华林徐源泉故居和巡
司河公园改造项目，有经验丰富的团
队。改造前，“邹协盛”金号旧址已多年
空置，里面破败不堪，他们完整保留了
旧址外形原貌，对室内空间和背面墙体
做了精细化改造，于今年元旦试营业，
春节后将正式开业。

“一年前江汉区和嘉里集团从5家文
化公司选择了我们，来‘邹协盛’金号旧址

运营一家书店，看重的就是我们善于从建
筑与环境空间中汲取灵感，打造独具文化
特色的‘小而美’前卫业态这个优势！”

吴江说，书店采用的是融合业态，
店内三层共2000余平方米空间，1.3万
册书中，突出艺术、设计类的书籍，其次
是少儿、科技、文学、社科类的书籍。二
楼既有书架，也有半开放的小隔间，读
者既可以在隔间里看书，也可以预定喝
茶聚会。还有一大特点，书店摆设桌椅
沙发的读者空间，共设有约100个阅读
座位，不强制消费，读者可以舒适安稳
地看书休闲。二楼10米长的阳台，在

晴天甚至可以懒洋洋地喝咖啡、看书、
晒太阳。还有作为活动区域的长桌，读
书会、作家签售会等活动会在这里举
办。今年2月起，各类文艺活动将在东
棠书局陆续登场。

值得一提的是，经著名作家池莉同
意，在书店二楼特设“池莉书房”，陈设池莉
老师的作品和个人用品，池莉老师不时将
前来书店作小型文学与写作方面的分享。

“去年3月，东棠文化和中信建筑设
计研究总院参与了东棠书局的前期设计
筹备，通过历史与现代碰撞、交融，让这
座建筑焕发出第二次生命！”吴江说。

陆鸣：惊险7分钟“救场”一鸣惊人

陆鸣。 记者许魏巍 摄

汉口百年金号旧址“变身”特色书店

书店墙壁上摆满书籍。

书店二楼一角。 记者万建辉 摄

春晚的武汉时刻

书店读者看书区域静谧优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