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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江苏卫视春晚的舞台上，75
岁的姜昆戴着喜庆的红围巾登场，与戴
志诚、高晓攀、刘钊、贾旭明共同表演了
群口相声《精准推送》，以辛辣幽默的讽
刺手法，揭露大数据时代诱导消费的网
络陷阱，戳中观众的笑点与痛点。观众
纷纷感叹：“那个味儿又回来了！”近日
记者走进了他位于北京东南五环的工
作室——昆园学堂，听姜昆聊相声、聊
生活。

台上捧出“带刺的花朵”

2024年7月，姜昆召集了一批年轻
曲艺创作者，希望以传统相声的创作方
法和艺术特色，创作一部有内容、有趣
且对生活有启发的新相声。团队最终
选定“大数据时代网络陷阱”这一全民
痛点为题材，姜昆在其中扮演一位被

“大数据套路”步步引诱的消费者，让观
众在笑声中感叹：“这不就是我爸我妈
我二大爷的经历嘛！”

姜昆带领年轻演员们重拾“针砭时
弊”的传统，巧妙平衡讽刺的尖锐与节
庆的欢乐，就是想用《精准推送》这样的
作品证明：扎根生活、直面时代的讽刺
相声从未离场，如同“带刺的花朵”，既
有批判的锋芒，又要绽放艺术的美感。

他坦言，年龄大了，体力精力不如
从前，但对于创作，他仍心有不甘：“翻
跟头是翻不动了，但脑子不能老。对艺
术的高度、表演的认知，随着年龄增长
越来越理性了，这方面我还是挺有信心
的。”

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

1950年出生于北京的姜昆，从小

酷爱艺术，多才多艺。在艰苦的北大
荒，他凭借对文艺的热爱，成为宣传队
骨干，并遇见了与其相伴一生的艺术形
式——相声。他和师胜杰一起表演创
作，被马季一眼相中，调入中国广播艺
术团说唱团。在侯宝林、马季、李文华
这些前辈艺术家的指导和带领下，姜昆
逐渐形成了自己别具特色的相声风格。

从1983年担任首届央视春晚节目
主持人并表演了若干节目，到72岁时
第22次登上春晚舞台，姜昆的相声承
包了太多人太多年的快乐记忆。20世
纪80年代，他凭借《虎口遐想》《电梯奇
遇》等一系列新颖的作品，开创了“新相
声”风潮。如今，他已是相声界的前辈，
指着昆园学堂满墙照片中的一张大合
影，他感慨道：“你看这一大群人，现在
只剩下了快90岁的郝爱民老师，还有

石富宽老师和我……”作为承上启下的
一代，姜昆从老一辈身上，学到的不仅
是如何翻抖包袱、创作的要领、表演的
技巧、上台的台缘，“更重要的是他们对
整个相声事业的责任心，他们在文化上
的自尊和自信，传给了我们这一代人，
永远不会忘”。

“他们这些前辈，从不嫌弃后辈，总
是带着年轻人一起进步。后来我也是
学着他们的样子，去发现和培养年轻
人。”姜昆说，“相声界流传着一句老话，
叫‘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老一辈
传给我们的，潜移默化中‘熏’出来的，
我们也希望让下一代继续学到。”

笑声是最好的跨文化桥梁

在曲艺出海方面，姜昆也是先行

者。中国曲艺家协会的同事透露，他经
常早上6点多就起来学英语。在日本
演出时，他和搭档戴志诚临时创作，将
自己会的日语改编成相声段子。“这些
都需要平时有积累。人家说你是语言
艺术家，你不能只会逗个乐。”

在他看来，文化自信首先要有文化
自尊，要尊重和继承好老祖宗留下的文
化珍宝。“像游戏《黑神话：悟空》、电影
《哪吒》系列的火爆出圈，都让人拍手叫
好。在对外交流方面，如何向世界亮好
中国的文化名片是一门学问，需要顶层
设计和战略规划，我们还得花心思好好
研究。”姜昆说，“笑声是最好的跨文化
桥梁，我希望把中国的欢笑洒向世界，
把世界的欢乐引进中国。”

既有书卷气又有烟火气

生活中的姜昆既有书卷气，又有烟
火气。受父亲影响，姜昆自幼研习书法
字画，如今身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而且妙笔丹青，画
的侯宝林、马三立，生动传神。

音乐是姜昆的另一份热爱。在奔
赴北大荒的前一天，他和朋友们写下一
首旋律动人、饱含深情的歌曲。在宣传
队时，只要有机会接触乐器，他就如饥
似渴地学习，手风琴、扬琴、笛子都能演
奏。如今，他还经常与朋友们一起弹弹
琴、唱唱歌、作作曲，这是他最喜欢的放
松方式。

姜昆还喜欢下厨烹饪，曲艺界很多
人都吃过他拿手的炸酱面，他说：“烹饪
和艺术一样，都讲究火候和仪式感。”

“对同道心存平实，于艺术怀抱忠
诚。”七旬老将，依然坚定地走在带给观
众欢乐的相声之路上。 据北京晚报

“我一直对姜子牙的故事很感兴
趣，就想着来实地看看。”近期，来自南
京的游客张文君和朋友组团到安徽省
阜阳市临泉县姜寨镇，寻找姜子牙文化
元素。“没想到这里不仅有历史遗迹，还
有现代文化游园，可以详细了解姜子牙
的前世今生。”

随着《黑神话：悟空》等游戏上线以
及《哪吒之魔童闹海》《封神第二部：战
火西岐》等电影的热映，人们在中国各
地“搜神”的热度持续攀升。姜寨镇凭
借其姜尚文化的发展及历史遗迹，成为

“搜神”热潮中的重要旅行目的地。
姜尚又名望，字子牙，尊称太公望，

故民间俗称姜太公。其先祖伯夷（即伯
益）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吕，所以姜尚又
称吕尚、吕望。

关于姜子牙的出生地，历来说法不
一。临泉县姜子牙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左天云翻出多本历史文献向记者介绍
说，伯夷所封的吕原属（河南）新蔡县，
故《汝宁府志》说：“姜寨在新蔡北四十
里，姜子牙为吕侯后，故有姜寨。”

姜公冢、太公庙、姜子牙大殿、太公

钓鱼台、太公湖、封神魔幻游乐园……
走在临泉县街头，随处可见的是姜子牙
文化元素。

在姜寨镇还有座姜公冢，当地人口
耳相传是姜子牙先祖墓。记者看到，姜
公冢坐北朝南，由门楼、土冢、墓碑、广
场、院墙、守冢房等组成，古柏环绕土冢
四周。

王丙义是土生土长的姜寨人。他
不仅是姜公冢的守护者，还是讲解员。
有游客来参观时，他都会一遍又一遍地
讲解着姜子牙的传说。

“从小听说姜子牙的故事，对他很
崇拜。”王丙义说，每年来到姜公冢参观

的游客有上万人次。今年，受到相关电
影的影响，游客多了些，所以自己也变
得更忙碌。

在姜公冢不远处，有一座姜子牙大
殿。记者到此时，许多游客在祈福。

姜寨镇综合文化站站长杨晨光说，
每年姜寨都会举办姜尚文化节。同时，

“以姜太公钓鱼”典故为背景，还打造了
钓鱼小镇，举办多次国家级钓鱼比赛。

临泉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周乐
介绍，每年有许多来自海内外的姜氏、吕
氏后裔到姜寨寻根祭祖、旅游观光。

随着“搜神”热潮的持续升温，中国
各地的文旅市场迎来新发展机遇。《黑

神话：悟空》中还原了山西朔州崇福寺
和应县木塔，使其成为热门打卡地。四
川宜宾翠屏山景区的哪吒行宫在电影
《哪吒之魔童闹海》热映后，客流量显著
增加。因为拥有不少与“哪吒”相关的
场所，到访安徽省蚌埠市的游客也明显
增长。

业内人士称，游客从银幕到现实打
卡游玩，神话IP不仅引发传统文化热
潮，更带动相关地区的文旅产业发展。
未来，各地可进一步挖掘文化资源，推
进文旅深度融合，实现文旅产业的长期
繁荣。

据中新社电

75岁相声老将姜昆再登台
跟头翻不动了，脑子不能老

安徽姜寨：“搜神热”吸引游客寻找姜子牙文化

◁2月13日，游客在临泉县博物馆参
观“姜尚故里”展厅。 中新社发

△2月14日，坐落于安徽省临泉县姜
寨镇的姜子牙大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