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1月14日 本版编辑/李国红 美术编辑/刘晔

04
⑦

人物档案

赵德平：把小剧团打造成全国标杆

赵德平，1945年生，大
厂评剧歌舞团团长，著名剧
作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开始，他带领大厂评剧歌舞
团走上了改革之路，将一个
县级剧团逐步发展为享誉全
国的文化企业。他创作了
《嫁不出去的姑娘》《水墙》
《秋月》等关注农村、反映时
代主旋律的影视和舞台作
品，曾荣获“全国文化系统先
进工作者”“全国德艺双馨文
艺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11 月 8 日，时令已是

初冬，大厂回族自治县县

城街道两旁的树木仍满是

绿意，小城干净整洁。大

厂评剧歌舞团如今名声在

外，但它的标牌并不是很

显眼。在舞台后面的办公

区，工作人员为即将赴天

津演出忙碌着。团长赵德

平很忙，找他的人和电话

络绎不绝，谈的都是演出

业务上的事儿。在他的带

领下，昔日面临倒闭的地

方剧团，如今已成长为全

国文艺界标杆性的文化企

业。

从编剧到团长，时刻紧盯农村市场

大厂评剧歌舞团在1965年是县级文工团宣传

队，那时赵德平就入团并开始创作些小剧目了。

1982年，37岁的他出任大厂评剧团（大厂评剧歌舞团

前身）团长。热衷创作的赵德平认为，当团长能调动

全团的资源，自己写的本子能够顺利排演。这是他

最大的动力，也算一个编剧的“私心”。上任伊始，赵

德平提出“队伍以中小型为主，演出剧目以现代戏为

主，服务对象以农民为主”的“三为主”方略。之后，

大厂评剧歌舞团的腾飞道路证明，拥有一个金牌编

剧是如何的重要。

改革开放四十年了，赵德平带领着大厂评剧歌

舞团也快走过了四十年。他为自己作了一个梳理：

1981年，他创作出了《嫁不出去的姑娘》，自恃

貌美的农村姑娘李彩凤，物色对象时大要彩礼，先

后与本村小伙、合同工、青工谈恋爱，因为挑剔、要

高价彩礼，反倒嫁不出去了。这部作品开启了一个

新的社会主题，且主人公是一个被讽刺的形象，称

得上《小二黑结婚》的新时代版本。《嫁不出去的姑

娘》的成功可谓一波三折：因为创作上的新颖、犀

利，该剧起初在全省会演申报时未获通过。赵德平

心有不甘，设法到当时的北京市宣武区演出，大获

成功。之后，他大胆地邀请领导来大厂观看该剧，

领导看完了才明白为何该剧能赢得满场观众自发

的笑声与掌声。《嫁不出去的姑娘》得到了进省的机

会，几乎囊括了会演的所有奖项。

赵德平长期生活在基层，善于观察的他从身边

事物捕捉着时代的讯息。1989年，已经出任副县

长的他经历了一场大洪水：大旱之后天降暴雨，为

了农业蓄水灌溉，县长指示不许提闸。不料，洪水

泛滥损失惨重。县长闻过即改，直面百姓的怨愤，

诚挚请罪，最终得到谅解，大家投入抗洪救灾。《水

墙》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管理的矛盾，直

接切入化解干群矛盾的热点。多年过去了，讲到亲

历的动人之处，赵德平仍声音颤抖，“我当时就想：

一定要把这些感人的故事写出来。”《水墙》问世后，

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文华新剧目

奖”、全国戏曲现代戏演出优秀导演奖等大奖。

2003年，赵德平推出《当家的女人》，女主人公的

原型就是他的街坊。为了哥哥能结婚，姑娘主动找到

赵德平让他帮忙介绍对象，“大姑娘自己找媒人，相老

大、嫁老二，进门就当家。”这个姑娘把握了自己的命

运，最后带着全村人发家致富。赵德平把握住了“社

会在发展，女性的社会作用日益增强”这个时代主题。

时间进入又一个十年。2018 年，赵德平与他

的剧团推出现代大型评剧《秋月》，同样是农村女人

的传奇：秋月与富少相恋，因得不到真爱悲惨轻生，

获救后嫁入贫家，在新时期勤劳创业、报恩尽孝，最

后成为献身公益事业的成功女性。《秋月》的笔触深

入到“讲求传统美德，铸成向上、向善的力量”这一

社会精神层面，是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该

剧名列“国家艺术资金资助项目”，填补了廊坊市的

一项空白，一经首演便大获成功。

赵德平的成功不仅体现在他的

创作上，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今，他

在大厂评剧歌舞团工作已经50多年

了，从一开始“带粮上班”的宣传队

到国有院团，从市场萧条面临倒闭

的地方剧团到全员改制、探索市场，

进而在全国文艺界树立标杆的文化

企业，作为团长的他领导着自己的

团一直与时俱进、永葆活力。

赵德平忘不了1981 年春节，团

里发不出工资，大年初一全团都没

休息，在县礼堂演出评剧《花为媒》，

结果两块钱一张的票才卖出去 7

张。没钱与没市场互为因果。当上

团长的他就一个心思：必须改革，剧

团死活不能散。他全面推行“三为

主”方略，原创作品盯住农村喜剧，

为广大百姓提供营养丰富的精神食

粮，带着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扎根

到基层去，同时打破文化体制、演出

机制固有的条条框框，剧团改革第

一步便是要来财权、人权、剧目上演

权。体制活了，剧团也就活了。

赵德平告诉记者，当时大家都

还在挣死工资时，他就启动了绩效

考核，调动演职员工的积极性。上

世纪九十年代，剧团推行了每月“三

评一考”制度，按演出量、演出创新

等指标让大家投票决定收入，上不

封顶、下不保底。剧团经过改制有

了蓬勃生机，并实行营销经纪人制，

聘请全国7位知名经纪人，组建演出

营销部，主动出击，拓宽演出市场。

之前演出一场收入两三万元就不错

了，很快，一场演出收入15万元是常

事儿。另外，剧团推出了“私人订

制”，变“我有什么你看什么”为“你

看什么我有什么”，真正实现了出

人、出戏、出效益。截至2018年，该

剧团总资产过亿元，年演出 200 余

场，涉足舞台演出以及电影、电视剧

拍摄等多种文化业态。

大厂评剧歌舞团面向全国招聘

演员，开出“给一套住房，上劳动保

险”的条件，让演出人才真正流动起

来。剧团大胆使用这些人才，同时

创造各种发展的机会：演员李玉梅

拜著名表演艺术家赵丽蓉为师，演

出惟妙惟肖，被誉为“小赵丽蓉”；演

员付玉龙多才多艺，一路发展，成了

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

演员张军旗也被赵德平改变了

命运。他是河南驻马店人，1991年，

17岁的他来大厂打工，一时困顿街

头。赵德平在剧团门口看见了他，就

安排他到团里干搭棚等杂务。后来

他长成大个头儿，团里安排他上台跳

舞蹈，聪明好学的他跳到了领舞的角

色。他从小就喜欢口技，在演出过程

中又痴迷上了手影表演，赵德平就专

门从北京为他请来名师传授技能。

他没有让赵德平失望，苦练至今，已

成为国内优秀的口技手影表演艺术

家。他与妻子秦玉杰搭档，多次登上

央视大型晚会，并应邀出国举办专场

演出。谈起自己的从艺经历，他感慨

万千：“我就是一个穷困街头的苦孩

子，进团、介绍结婚、生子，到现在有

一些艺术成就，都是在团长关怀下获

得的。对于我们这些演员，无论舞台

技能还是个人发展，他（赵德平）真的

像一位关怀备至的父亲。”

打破固有条条框框，改革创新谋发展

采访过程中，不时有电话打进

来、有人进来，都是找赵德平谈演出

业务上的事儿，赵德平处理起来十

分干脆，又得心应手。虽然是七十

多岁的人了，他一点儿也不觉得累，

时刻不让自己懈怠下来。在戏曲方

面取得改革成功后，他又意识到有

传承还必须有变化，根据现代人的

艺术需求，剧团及时增强了歌舞成

分，在演出形式上借鉴电视、视频技

术手段，使舞美效果异彩纷呈。

一次进京办事，为了体验生活，

赵德平特地去坐了一次地铁。他发

现如今信息化迅猛发展，手机网络

已经成了现代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

道，他想：“舞台上的戏曲，怎样才能

走进手机这个平台，怎么插上网络

的翅膀？”回来后立即着手引进新媒

体人才、改进演出模式。他告诉记

者：“每一个时期剧团都面临着新的

挑战，要想做到不被淘汰，就必须与

时俱进，这个命题需要一代代艺术

从业者不惜青春、不惜热忱地去完

成。”

年逾古稀不停歇，紧跟时代潮流

2010年
上海世博会举行

中国上海世界博览会于
2010年5月1日至10月31日举
行。上海世博会是继北京奥运
会后中国举办的又一国际盛
会，是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
办的注册类世界博览会，主题
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在
184天的时间里，来自246个国
家、国际组织的参展方，通过展
示、论坛、表演等形式，共同谱
写了一曲人类文明和谐共生的
激情乐章。上海世博会参观人
数达到7308万人次，创造了世
博会历史上的新纪录。

◀赵德平在指导剧团演员。资料图

本报驻廊坊记者 庞永力

▲▲《《秋月秋月》》演出剧照演出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