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访花絮】说起相声， 这是深受人们喜爱的一门语言艺术， 现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去小剧场听相声的热潮。 如今在京
城， 有一群青年相声演员接过老艺术家们手中的接力棒， 继续为观众们送去欢笑， 青年相声演员应宁就是其
中的一位。 登舞台、 录节目、 演电视剧、 讲课、 出书……作为一名相声演员， 应宁似乎有点 “不务正业”， 不
过他已经习惯了甚至享受于每天的忙忙碌碌， 如果闲下来还让他有些不适应。 虽然做的工作很多， 但是应宁
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点： 为传承发扬相声这门传统艺术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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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人不认可到成为专业演员
喜欢相声的初衷没有变

采访应宁这天， 正赶上他在石景山为敬老院的老
人们慰问演出。 由于与约定的时间晚了半个小时， 大
老远见到记者招呼， 应宁便一路小跑过来连声说着抱
歉。 应宁是真忙， 用他的话说就是 “一年能在家完整
吃三顿饭的概率都比较低”， 在电台录音、 在电视台录
《养生堂》、 演电视剧、 晚上登台演出、 讲课、 出国演
出……应宁掰着指头给记者介绍近期的工作安排。

“工作这么忙碌是怎么适应的 ？” 面对记者的问
题， 应宁笑着说： “其实我年年都在这种忙的过程中，
有时候我也特别渴望能够歇息一阵子， 但是真歇了就
会觉得没事干了， 还是觉得忙的状态比较适合。” 在这
么多的工作中， 应宁还是对自己的老本行———相声最
为热衷： “我在台上说着大家在台下乐着， 自己就觉
得挺享受的， 很好。” 看来， 相声对于应宁来说不仅是
自己的本行， 同时也成为了自己调整工作状态的一个
方式。

与很多艺术形式一样， 相声吃的也是 “奶功”。 能
说会道的应宁， 从幼年时期便展现出说相声的潜质。
在上幼儿园的时候， 老师问哪个小朋友会讲故事， 应
宁总会第一个举手， 把头天晚上看的动画片讲给全班
的小朋友听。 家里给买的老艺术家刘宝瑞先生和郭全
宝先生的磁带， 应宁更是反复地听， 《黄半仙》 《劝
架》 《三近视》， 三段相声听得多了也能讲， 六岁的他
就可以登台用稚嫩的嗓音娓娓道出这些故事。

有这样的才艺， 可以说得益于出身艺术世家。 应
宁的姥姥是中国评剧院退休的评剧演员， 与赵丽蓉是
要好的姐妹， 关系好到中央电视台找应宁的姥姥演电
视剧， 她把机会让给了赵丽蓉。 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应宁的姥姥对家里人从事传统艺术非常反对。 正所谓

冷暖自知， 艺术行业虽然表面光鲜， 但背后受的苦、
遭的罪， 只有真正从事这门行业的人才知道。 应宁的
姥姥不仅没让自己的女儿从事艺术， 就连外孙也是俩
字 “不行”。 应宁小时候住在南池子爷爷家里， 对门住
的就是中华戏校教旦角的赵德勋先生， 看着应宁能说
会道， 老爷子便想让他过来跟着学戏， 应宁的爷爷却
说： “那可不行。” 这也断了应宁学戏的念想。

虽然家里反对， 但这并没有阻止应宁学习相声，
“我自己就背着家里干。” 终于有机会了， 应宁转学到
崇文区上堂子小学读书。 这个时期， 崇文区学说相声
的氛围非常浓厚， 辖区内不仅有 “小花艺术团” “前
门少年之家” “金帆艺术团” 等三个专业辅导青少年
的艺术团体， 各个学校里面也是藏龙卧虎。 就在这个
时期 ， 应宁不仅与同学姜笑搭档演相声 ， 同时加入
“小花艺术团”， 开始接受专业相声演员张善曾先生的
指导， 正式推开了相声艺术的大门。 也正是在这个时
期， 他认识了相声班里的徐德亮以及到现在合作了20
多年的搭档王玥波。

应宁和王玥波两位相声演员， 是近年来深受观众
喜爱的一对相声组合， 这两个人能组合到一起， 还要
源于一位著名相声老艺术家马贵荣老师的撮合。 据应
宁介绍， 这位 “中国从事少儿相声教育最权威的老师”
最开始在 “前门少年之家” 教孩子们相声， 后来调到
了 “小花艺术团”， 马老师便带着王玥波 、 王磊、 孙
越、 李然等一批尖子生来到 “小花艺术团”。 正可谓名
师出高徒， “小花艺术团” 不管在区里还是市里的青
少年艺术比赛中屡获殊荣。 “当时只要是马老师带着
学生来， 其他地方参赛说相声的同学就努力争三等奖
了。 永远是这样， 一看到我们就说： ‘完了， 不用想
第一名了。’” 应宁得意地说。

除了屡获奖项， 应宁逗哏的潜质也被马贵荣发掘
出来， 马贵荣在百度贴吧的一篇文章里详述了这段经
历， “在对学生排练的时候， 我发现应宁更适合逗哏，

就问他： ‘你当初怎么不逗哏呢？’ 应宁告诉我， 这其
实也是他不想再说相声的一个原因， 他喜欢逗哏并愿
意尝试， 曾向原来的教师表达多次， 却都以爱抢戏、
不服从安排为理由被拒绝， 就那么一段 《地理图》， 越
说逗哏的越受赞扬， 而应宁老是觉 得无所事事， 自然
就减少了当初的热情。 而我的这段 《群星灿烂》 基本
上包袱都是翻自捧哏的， 内容又新鲜， 他演着就很有
意思， 随着演员的增多， 应宁也提出了一直想逗哏的
愿望， 我把他和王玥波、 王磊组成了金三角， 既可以
互逗互捧， 也可以排三人的群口， 应宁的逗哏优势逐
渐地得以展露。”

直到今天， 应宁仍然非常感谢马贵荣老师的栽培，
“1992年， 马老师生病住院了， 我们便停课了。 那时候
正好 《中国传统相声大全》 出版， 老师就让我们每个
人都买一套， 说对我们有帮助。 马老师告诉我们说，
你们的作业就是听相声、 看相声、 读相声。 这边马老
师也没闲着， 在医院治疗的这段过程中， 利用做手术
调养的时间跟我们赛着读 《中国传统相声大全》， 就连
病友都问马老师您这是干嘛啊 ？ 马老师就告诉说 ，
‘我的学生们学习进度非常快， 我要是不会我就没的教
这些孩子了。’ 都说我和王玥波的传统相声基础好， 其
实就是因为马老师给我们把关， 为我们打下一个很好
的基础。”

如今活跃在京城舞台的星夜相声会馆以 “发展中
国传统艺术、 发扬中国曲艺文化” 为主旨， 以 “继承
传统精髓、 弘扬传统经典” 为原则， 其运营理念和艺
术造诣深受业界和大众的认可与肯定， 而其创始人正
是李菁、 何云伟、 应宁、 王玥波、 王磊、 徐德亮等人。

作为相声圈中的老友， 应宁与李菁、 何云伟的结
识颇为有缘。

上中学后， 应宁加入西城区少年宫， 在那里他又
认识了高晓攀、 张伯鑫、 王惟、 连旭等一批活跃在现
今舞台上的相声演员。 在应宁高三那年， 团中央举行

了一次慰问灾区活动。 那时王磊由于有事去不了， 于
是就让应宁替他参加这次活动。 “参加那次活动的搭
档病了， 这个时候来了个替补演员就是李菁， 李菁当
时唱快板， 不说相声， 他的第一个相声搭档就是我，
没准儿要是没有我他就不会说相声了。” 应宁告诉记
者。 而认识何云伟的经历则更为有趣， 1999年应宁去
一个曲艺票房， 迎面碰上一个听单放机的人， “我当
时也正好听单放机呢， 他就问我听什么呢？ 我说我听
的是京韵大鼓 《子期听琴》， 他说， 嘿巧了， 我听 《伯
牙摔琴》。 这是前后故事啊， 真是有缘， 就这样我们俩
算认识了。”

北京相声圈里的这些年轻的相声演员， 虽然都互
相认识， 但都在各自的环境里说相声 。 直到2011年，
何云伟、 李菁牵头， 成立了星夜相声会馆， 应宁、 王
玥波便也加入进来， 几个北京孩子便凑在一起讲起了
相声。

说了这么多年的相声， 有没有心生厌倦？ 应宁用
自己的经历回答了这个问题， 大学刚毕业， 应宁便来
到姜昆开办的 “中国相声网” 工作， 在那里做商城主
管， 卖相声光盘。 对于自己在商城当主管的原因， 应
宁说当时自己抖了个机灵， 因为商城时常要进货， 你
就得出去啊， 出去了就可以去演出或者观摩， “还是
喜欢相声。”

从说相声到教相声
不想让这门艺术断了根

2016年应宁往返台湾五次， 不是旅游也不是演出，
而是专门教那里的小朋友们说相声。 “去台湾教书可
以说是我的一次转型。” 应宁告诉记者。

2011年， 应宁随同李伟建、 武宾、 何云伟、 李菁、
王磊这6位相声演员前往台湾与当地的同行一起进行巡
回演出， “那次反响非常好， 我们一共四场演出， 虽

然第一场只卖出八成票， 但在听完头一场后， 后三场
的票便早早都卖光了， 演出结束后的签名会手都签麻
了。” 这次经历让应宁认识到台湾的观众对相声是喜爱
的， 于是当时他定下一个希望， 以后每年都要来台湾
演出一场。

不过对于台湾同胞对相声的喜爱， 应宁当时显然
是低估的。 直到2015年的北京少儿曲艺比赛上， 来自
台湾的4个小朋友引起了身为评委应宁的注意。 后来，
在和他们的交流当中， 应宁才知道这4个小朋友都看过
他的演出， 而且应宁的老师马贵荣还教过他们几个。

当时， 这些孩子的家长就问应宁， 如果有机会的
话他能不能也去台湾授课。 “我说行啊， 我老师都去
了， 作为徒弟我怎么能不去呢？ 对方问您有什么条件
吗？ 我说没什么条件， 跟马老师待遇一样就行了。 那
次我们去了三个老师， 包括天津市曲艺团的三弦演奏
家郑力文老师、 北京大逗相声社的崔骏老师。 到了台
湾以后， 孩子和家长们别提多热情了， 而且我们上课
家长们也可以听， 一定让更多的朋友多多了解我们祖
国宝贵的传统文化。” 应宁说。

在新竹的这次授课， 吸引了台北、 新竹、 新北、
台中、 台南、 高雄、 台东等多地孩子家长， 40多个小
朋友和40多位随同家长把授课的教室占得满满当当。
在这次授课过程中， 三位老师从相声历史源头讲起，
除了学习相声， 还教孩子们快板、 学如何讲笑话、 做
解放天性练习， 尤其是特别安排了学唱岔曲儿的课程。
在应宁回到北京后， 他的手机和微信就 “疯” 了， 孩
子家长们纷纷问应宁： “您什么时候还来， 我们还要
听课。”

“台湾的孩子们这么爱学， 我们就觉得这个事很有
意义， 我这算替祖师爷传道， 不能让这文化遗产在台
湾断了根。” 应宁说： “2016年是第一年授课， 目前我
们去了5次， 以后我们还要坚持， 次数只会更多。”

除了到台湾授课， 为了把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化，
应宁也是想了不少办法， 出一部关于方便外国朋友学
习曲艺的教材， 帮助其他地区或国家喜欢中国传统文
化的朋友来学习， 这就是他正在进行的工作。

“我想把中国传统文化用听、 看、 聊、 玩全程参与
的方式推向全世界， 这部教材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写
的。” 应宁的这部教材以中外读者都喜欢的中国四大名
著为切入口， “你读原文也是读， 看我们这套丛书也
是读。 不过在我们的教材中读者可以阅读曲艺故事，
听曲艺唱段， 看唱词学汉字学语法， 此外我们还会附
上各种曲艺形式的相关知识， 比如曲种的发展历史、
艺术特色、 经典作品、 代表人物等等。 读一个故事能
有这么多的外延， 可以说能起到一举多得的效果。”

做这样一部教材， 应宁遇到的难题也不少， 最直
接的就是素材怎么找。 “四大名著中， 《三国》 《红
楼》 《水浒》 的曲艺唱段好找， 但 《西游记》 的就相
对少一些了， 你想 《西游记》 在曲艺中除了猴就是八
戒， 还有那么多故事呢， 总不能让读者看电视剧吧，
这就得靠我们平时的积累， 在烟波浩渺的曲词唱段作
品中去挖掘了。”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于于彧彧//文文 彭彭程程//摄摄

青青年年相相声声演演员员应应宁宁：：

想想把把相相声声艺艺术术推推向向世世界界

记者： 在您眼中星夜相声会馆的这些演员都是什
么性格？

应宁： 每个人性格都不一样。 和王玥波合作省
事， 他就爱张罗。 比如有一个演出， 他就会问清楚几
点集合、 到哪演、 给多少钱、 付钱的方式， 甚至走哪
条路线， 他都会考虑得特别清楚。

李菁是有什么不说， 心里极其明白， 到非说不可
的时候才会把事情跟你一点一点地说了。 但是他逻辑
思维能力特别强， 他平时不说， 一旦说了就是考虑得
很缜密了。

王磊是真真正正的爱玩的北京小孩， 什么最新的
电影、 游戏、 吃喝， 谁也别问， 问王磊。

何云伟只要投缘就有六车话， 要是看不上谁， 连
个 “哼” 都没有。 他就是高兴的话就怎么都成， 不高
兴的话怎么都不行， 很直的一个人。

徐德亮就是将就， 只要别让他牵头、 站两头， 怎
么都行， 随着谁都行。

我的性格和表演反差其实特别大， 我在电台有一
个节目， 与原来的主持人对接一年了， 有一天问我，
“您是相声演员啊？” 我说你才知道啊。 这还是他在电
视上看到我说相声才知道的。 生活中了解我的人都知
道我是一个特冷的人。 再有我还是挺负责的， 这事应
该我负责的， 不用别人操心。 我老师十几个徒弟， 最
让他省心的就是我， 从来没让他着过急。

跟表演反差特别大
谈性格

比女孩子都爱吃水果
说趣闻

记者： 说说您平时的休闲生活
应宁： 我其实挺忙的， 要是有业余时间的话， 肯

定是最爱看书。 看的都是跟我专业有关的书， 比如戏
曲曲艺历史什么的， 到哪儿都逛书店， 除此之外就是
爱喝茶。 我还养螃蟹， 我爱人买的红螯相手蟹我负责
养， 我给它换水、 洗木头、 喂食、 逗它玩， 玩一个小
时都不烦。 此外就是玩蛐蛐、 蝈蝈这些北京人都喜欢
的玩意儿。

不过我不像王玥波养的都是搁怀里。 有一次去韩
国演出， 上飞机的时候让人拦下来， 问王玥波怀里揣
的什么。 王玥波告诉人家是 “蝈蝈。” 那次常宝华老
师也在， 就给人解释， 说这是我们的动物道具， 真得
带过去。 海关告诉我们说， 蝈蝈没检疫真不能带过
去。 我就问王玥波说你怎么办啊， 王玥波就在机场找
一个卫生间， 把蝈蝈放暖气后头怕冻死。 那也不行
啊， 蝈蝈得叫啊， 谁听见那可不就谁带走了。

我养蝈蝈跟他不一样， 我买一个塑料笼子， 敷上
土， 种上草， 搁上小房子， 喷上水， 把笼子弄得跟生
态园似的， 虫子在里边待着， 我认为它会生活得很幸
福， 但我忘了蝈蝈吃草， 第二天种的草全都倒了。 我
就希望我生活安逸， 它们也能生活安逸。 不过我这人
不爱吃， 王玥波以前在微博里秀， “早点吃了一盘肘
子”， 这点肘子够我一周吃的了。 我爱吃水果， 比一
般女孩都要吃得多， 吃蔬菜水果喝茶， 我觉得我肯定
是碱性身体。

应宁和学生们在北京电视台录制《脱口而出》应宁和王玥波表演相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