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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相声
到德国参加中
国文化周

在 接 受 记
者采访时 ，范军
刚忙完“中部六
省曲艺大赛”，又
投入到“中国文
化周”德国演出站
的紧张准备工作
中，8 月中旬，范军

将带着相声在柏林、
慕尼黑等地演出。

以笑星成名的范
军，如今依然在舞台上

努力拓展着自己的表演
风格，由他主演的原创方

言话剧《老汤》让观众认识
了另一个范军——罗小船的

坚守和执着，也正如范军自己
对艺术表演热烈的渴望和执着的

追求。

“卖东卖西，有本管着；做人做事，
有心管着；行善行恶，有天管着；天生
二目，日出月落；诚实守信，千金一诺；
如有违背，天降大祸。”《老汤》的这句
经典台词，被范军认为是全剧的核心，
它以轻喜剧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关于诚
信的故事，向观众传达了河南人特有
的幽默和诚实守信的美德。

2014 年，《老汤》开启了北上巡演
之路，从邯郸大剧院到北京国家大剧
院，再到北大的百年讲堂，转战保定
直隶大剧院，最后在石家庄人民会堂
完美收官。总行程 1500 公里，实现了
一次大规模的中原文化传播之旅，让
观众通过《老汤》充分地认识河南人
的品质。

河南范儿 要打造方言三部曲

“如今，《老汤》这部戏已演出60余
场。荣获河南省委宣传部中原人文精
神精品工程，河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
个一’工程奖，河南省第十三届戏剧大

赛河南文华大奖金奖第一名，并入选
国家艺术基金2014年度舞台艺术创作
资助项目，在第八届中国曲艺节上，

《老汤》作为曲艺节唯一剧目精彩亮
相，还要参加今年 10 月在苏州举办的
中国戏曲节。我们曲艺人能做这样一
部话剧，还能得到这么多认可，我非常
欣慰，这是对我们的鼓励，也是对我们
的鞭策。下一部方言话剧《老街》的剧
本已创作完成，第三部方言话剧定名
为《老家》，这是我艺术生涯的三部曲，
也可以说是讲述河南人大仁大义的三
部史书。”回顾《老汤》，谈起艺术，范军
心里尽是感激，更是充满自豪。

现在，《老汤》成功了，范军在多元
化发展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但他
对自己的期望远不止这些，他给自己
定了个十年计划，十年之内，打造好这
方言三部曲，让更多的观众通过他的
戏，认识河南，喜欢中原，为“豫”文化
的传播做出自己的努力，感恩这些百
姓和这方土地对他的养育和滋养。

小时候家离二七塔50米，常和小伙伴在二七广场嬉戏

范军：童年的回忆，大多留在二七
从曲艺到相声再到话剧，“河南范儿”是品牌也是责任

【回忆往昔】【回忆往昔】

根在二七，出
生时家离二七塔

50米

70 后的范军，是地地
道道的郑州人。

他回忆说，上世纪50年代，
父亲从外地来这里上学、工作，从

此在郑州扎下了根。父亲曾是二
七区文教干事，后来从医，在二七区
德化街工农兵医院当书记。“我家离
二七纪念塔50米远，就在德化街、二
七塔、西大街的交叉口，一栋二层小
楼。这个小楼的一层是艳芳照相馆，
很多老郑州人都非常熟悉，我就出生
在二楼的小阁楼里。”

那个时候，父亲喜欢养花，二层
的天台种满各种花花草草，仙人

掌、君子兰、栀子花、茉莉花……
“每天晚上闻着幽幽花香入

眠，早上伴着二七纪念塔上
东方红乐曲的钟声醒来。在
我的童年记忆中，有很多和

二七纪念塔相关的故事。”范
军说起小时候，增加了手势，一
贯的笑容也多了份童真。

因为当时的高层建筑还
不多，在范家楼上，每天都
能听到各种叫卖的声音，

卖烧鸡的、卖五香花生
米的、卖羊头肉的。站

在天台上，能清楚地
看到郑州老字号

合记烩面。
“当时的

很 多 老 字
号 都 在

百年

德化街上，亨得利修表店、妇女儿童
商店、葛记焖饼、蔡记蒸饺、刘胡兰副
食品商店等等。那时候的蔡记蒸饺
笼屉下垫的是松枝，有一股清香，能
吃上一顿别提有多高兴了。”追忆童
年，范军的脸上流露出幸福的表情。

烂漫童年，和老爸去二七纪念堂看电影

上世纪 70 年代初，二七广场虽
不似现在繁华，但也不乏小贩的叫卖
声、车辆的轰鸣声、孩子的嬉闹声。

每到盛夏时节，周边居民就会带
着蒲扇、凉席、毛毯，在二七塔前的松
柏树、合欢树下纳凉休息，孩子们也
不例外，玩够了，就伴着二七塔的钟
声、车辆的轰鸣声甜甜地睡去。

在这群小孩儿中，有一位小男孩
儿能说会道、聪明伶俐，深得街坊邻
居们的喜爱。

“当时二七塔已经是郑州有名的
景点了，不少外国人来郑州都要在此
合影留念。”范军笑着说，小时候因为
嘴儿甜、特别可爱，一个来照相的老
外还送给他一个稀罕的小礼物——
拉丝儿的打火机。

他还记得，那个时候，摄影师脖子
里挂着的，还是老式海鸥胶卷相机。
爸爸的朋友开着“偏三”带着他在二七
塔前照相，在当时是相当风光的事儿，
用老郑州的话说，就是“特牙”。

上世纪 70 年代末，古装戏刚开
放，戏曲电影《白蛇传》上映时，郑州
电影院里人头攒动。记忆中接触的
第一部外国电影叫《桥》，就是和爸爸
在二七纪念堂看的。

如今，这个小男孩已成为了“豫”
文化的传播者、“河南的名片”。他心
中那颗艺术的种子，在幼时已经萌
芽，并在这片土地上得到滋养。

艺术人生，源于“胎教”和老艺
术家熏陶

范军是家里的

幼子，上有四个姐姐，很受宠爱。他笑
说：“我身上的艺术基因，要归功于母亲
的胎教，还在妈妈肚子里时，我就和她一
块儿登台演出了。”

母亲怀他时已经40多岁，当时在
郑州百货大楼上班，是郑州市第一代营
业员，而且母亲喜欢文艺，能歌善舞，也
是河南省财贸文工团的文艺骨干。

当年著名的省人民剧院，是省会
郑州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重要场
所，就在他家附近。上世纪 70 年代，
物资还比较匮乏，老艺术家们演出
时，只能喝糖水、吃点心沫儿补充体
力、增加抵抗力。母亲有艺术情结，
只要看到有演员来买东西，就给人家
多加二两白糖，有好的点心沫儿赶紧
给演员留着。

谈及母亲，范军语气中多的是钦
佩之情。“一来二去，将心比心，我们
家就和老艺术家们成了朋友，每次剧
团有演出就会给我们送票，母亲也会
打几个荷包蛋给演员送去，有时候还
在家里做饭款待他们。”

地位优势，二七是郑州的缩影

10 岁以后，随着爸爸工作的调
动，范军生活的轨迹转到了西郊，但
童年的美好记忆，永远珍藏在心底。

随着城市进程的发展，现在的二
七塔不仅仅是旅游名片，也是城市商
业的中心，虽然早已找不到记忆中的
模样，但范军还是对此满怀深情。

“二七区有它典型的特色，既有光
荣传统的一面，又有现代发展的一面，
郑州是河南的缩影，二七则是郑州的缩
影，在中原记忆中有它特殊的一笔。”

二七区是全国唯一一个以革命
历史事件命名的城区，百年德化的商
业传承不应该被遗忘。作为文艺工
作者，范军希望二七区发挥独特的爱
国主义传统优势和商业精神：“可以
寻找百年德化的叫卖声，重建工人艺
术，恢复老郑州的记忆。”

他，是“豫”文
化的传播者、豫剧大师常香玉
唯一男弟子，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
河南省曲艺家协会主席、河南省歌舞演
艺集团董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
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得主、国家文化部全
国相声大赛金狮奖得主……
他，是新时期的河南曲艺领军人物。从艺20年
来，《梨园春》、《曲苑杂坛》等节目上均留下了他熟
悉的身影，在中央电视台《谢天谢地你来了》中，他以
机智的反应、独特的河南式幽默给全国人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如今，进入不惑之年的他，仍然在艺术的道路上不断地
探索、突破、创新，一部部经典的艺术作品丰富着他的
舞台形象。
他，就是著名笑星范军。虽早已家喻户晓，但没有丝毫架
子，他很接地气儿，喜欢别人像邻居一样叫他“军儿”。
他说他生在河南，根在中原，是中原大地的这片热土把
他养育，是中原文化的这份厚重把他滋养。他说他有
一首歌，最能表达他的感恩之情：“我是河南娃，长在黄
河边，父老乡亲疼爱我，才有我今天。我是咱河南的
孩儿，根在嵩岳山，父老乡亲养育我，才有军儿今天。
心中有个小心愿，愿把歌声化为笑声，洒满大中原。”
这就是他的心声。
8月13日上午，他像邻家大哥聊天般，向记者讲述
他儿时的记忆，对二七塔和孕育滋养他的这片
土地的热爱。

记者 范光华 见习记者 宋文雅
图片由范军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