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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本山作为演员，他是当仁不让的
公众人物，一个铁岭农民的形象深入人
心，在娱乐圈摸爬滚打20余年，曾经或现
在都备受大众喜欢；作为商人，他有令人
仇富的冲动，也有投机倒把的心理，一个
娱乐帝国、两架私人飞机、身价过百亿，
足以令他彻底脱去“农民”的外衣；作为
师傅，他有一群让人爱恨交加的徒弟，他
的徒弟们，爱的很爱，厌的很厌，呈两极
分化态势；作为总裁，他是娱乐产业的

“先驱”，他的二人转，就像当年的傻子瓜
子一样，早已脱离了艺术范畴，仿佛在传
达出某种人群渴求的政治信号。

赵本山如热锅上的蚂蚁，为争得圣
眷一瞥疲于奔命

稍早之前，曾与薄熙来、王立军关系
较近的赵本山被排斥在习近平主持的文
艺座谈会外，而随后辽宁省举办的省级
文艺座谈会也将赵本山排斥在外。两次
被晾，赵本山称感到压力很大，与薄熙来
传出的千丝万缕联系，不光让赵本山在
演艺路上寸步难行，更错失春晚和一系
列曝光机会，赵本山在政治的夹缝之中
艰难喘息着。

赵本山政治受遇冷，徘徊于自我艺
术和倾斜政治之间

当作为演员、富商的赵本山接连缺
席中央文艺座谈会和辽宁座谈会后，嗅
觉敏锐的公众从中读出了非同寻常的政
治味道。作为主角，赵本山近乎“狗急跳
墙”的异常表现，也似乎在自我陶醉式地
演绎着一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戏码。缺
席中央文艺座谈会后，《华西都市报》送
来了本山大叔呼唤圣眷的行迹报道：10
月19日深夜，赵本山特意从铁岭《乡8》剧
组赶到沈阳，同时召回所有在外弟子，在
本山传媒总部组织召开演职人员大会，

学习习总书记在中央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的讲话精神。在会上，赵本山表态响应习
总书记讲话，抵制低俗，坚持‘绿色二人
转’，‘多出好作品来报答人民’。”好像一
个衣衫褴褛的老人，在光秃秃的山岗上
升起了一面自己曾经不屑的旗帜。

并且，《时代周刊》还在梳理赵本山
的数次危机，比如代言蚁力神风波、突传
病危、首次退出春晚。清华大学教授肖鹰
还在不遗余力地痛批被赵本山带着“跑
偏了的”二人转，“就像猪大肠，阉割了二
人转三百年艺术升华的发展史。”此前，
传媒大学教授曾庆瑞也曾毫无顾忌地当
面称其“境界低”，并指责本山作品是“伪
现实”。坊间流言里的赵本山，已经不再
仅仅是一个演员和商人，更多地是一个
跟错了主子的政治落难大户。2012年，新
华网转载了“平西王”薄熙来为赵本山撑
腰的文章，有意广而告之。待到薄熙来虎
落平阳，赵本山一度形同热锅上的蚂蚁，
为争得圣眷一瞥疲于奔命。

赵本山本质上是一个农民，只不过
对主流意识有些狡黠投机

其实，赵本山本质上是一个农民。说
赵本山是农民并非贬低，农民在发达国
家是一种职业，在中国是一种身份——
目前从废除户籍制的动议来看，中国农
民最终也会成为一种职业。何况中国的
农耕文化已经延续了好几千年，当前虽
然全国不断地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但是
城市化只是一个表象，骨子里要城市起
来至少还得等几代人。农民住进了高楼，
不等于就习惯了喝咖啡；农民用上了热

水器，未必就丢得下大澡盆。赵本山现在
自然是出有车食有鱼，但是，无论怎么折
腾，赵本山骨子里就是一个农民。

赵本山从唱二人转起家，二人转说
到底了就是东北农村农闲时候的一个乐
子。两个演员一台戏，男演员一般是丑
角，两人在台上互相损，损得越厉害越遭
人喜欢，说这显得有点贱，仿佛也不为
过。从艺术的角度看，二人转还真不如其
他地方剧种，其他地方剧种的排场、化
妆、唱腔，那都是有讲究的，没见过除二
人转之外的其他地方戏曲就两个人一唱
一晚上还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从语言
来说，其他地方戏曲的语言更偏向文学
化。要说土，要说农民，二人转肯定算得
上最土最农民。要让赵本山演城市市民
或者其他城市类的角色，估计这比赶鸭
子上架还难，赵本山骨子里就没有那基
因，所以一提到赵本山，让人想起的就是
那个戴破帽子穿棉袄的地道东北农民形
象。说赵本山本质上就是一个农民，这大
概不算冤枉了他。

不过，如果说赵本山本质上是一个
农民，因此就会十分的纯朴、厚道，那就
算看走眼了。农民身上固然有纯朴善良
的一面，有厚道老实的一面，但是不可否
认的是，农民身上的一些不那么好的品
质也客观存在，说得轻点，农民身上的一
些小狡黠，这是人所共知的。而赵本山在
整个发展过程中，其狡黠的一面显得十
分突出，狡黠的德性始终贯穿其间。

其次，赵本山知道如何讨好所谓的
主流意识。要说赵本山脑子里没有主流

概念那是小看了他。虽然他只能把农民
拿来当笑料，但是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
未必不遭受某些“主流人士”的批评，至少
要被目为品味不高，而这些批评对赵本山
来说很可能是致命的。所以迎合少数人的
喜好，赵本山做起来从不手软。《红高粱模
特队》也是如此，最后那一句：“我认为劳
动的人就是最美丽的人”虽然显得生硬，
但很是让主流们称赞。为主流意识讨好的
心理，是赵本山特有的农民式狡黠，这样
获得政治倾斜也是不言之中的。

赵本山无法脱离的悲哀“江郎才尽
而见钱眼开”，从而丢失“风骨”

农民因为穷怕了，很多时候对于钱财
的爱好是超过了人的想象的。赵本山在演
《心病》的时候，已经在无意识中把这个事
情说得很清楚了。而《心病》中的下课村长
见钱迈不开腿的心理也有意无意暗合了
赵本山本人的心态。正是这种心理，使赵
本山的“风骨”一点一点被蚕食掉。

赵本山现在当然“不差钱”——弄得
起剧团，打得了广告，炒得起房地产，甚
至还在足球圈里趟过一回混水，这样的
人怎么会差钱？不过不差钱不等于就不
爱钱，赵本山自己大概也清楚，要想在艺
术上再上台阶，恐怕有点难度了，换句话
说，煤矿总有挖尽的时候，资源不可能周
而复始循环再生，赵本山自己要挖自身
资源是比较难的了。所以，一种紧张感、
恐惧感迫使他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也是
更直接的、更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方式。最
为网友病诟的自然是小品《捐助》了。自
从赵本山演了《捐助》之后，很多中国人

都明白了一个比较专业的术语叫“植入
广告”，对于这种情形，之前多数人只在
地方小台拍的方言剧里看到过。不过那
还可以理解，因为地方小台拍个剧不容
易，人家出资方想打点广告，也算是相互
借力，无伤大雅。但是借央视这个公共资
源植入广告，钱却流入自己腰包里，就很
是不把观众当回事了，这固然有种霸道
在里边，但可能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老
百姓说的越有钱越想钱的人性弱点使
然。既然艺术走到了末路，在“钱途”上再
不狂奔一下，恐怕就真的没机会没希望
了。

江郎才尽而见钱眼开，这固然是赵本
山的悲哀，但是个人的悲哀不应该成为群
体的悲哀，不能把个人的悲哀转嫁给整个
群体。不过，现实经常和我们的期望背道
而驰，很多时候我们的悲哀不来自于自
己，而来自于某一个人或某些极少数人，
因为他们个人或少数人的悲哀把我们强
拉进一种悲哀中。所以，对于他们来说那
是悲哀，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悲剧了。

赵本山的“风骨”在钱途上不堪一
击，他以一个小市民的心态似乎觉得这
一切无所谓，但是他面对政治，赵本山还
是显露出和对“钱途”一样的心态，一种
害怕失去的焦急心理，政治倾斜和艺人

“风骨”历来是一个万古不变的矛盾体，
而赵本山选择了政治倾斜，“风骨”次之，
他的选择是出于对现状的无奈，并且出
于自我保护的一种原始性反应，想“活
着”，迫不得已丢“风骨”。

赵本山犹如一个农民的狡黠末路狂
奔，人们自然无法拉住，只能望着赵本山
离人们越来越远，这个曾被人所爱的大
师一骑绝尘，留下的是人们对农村艺术
再无“风骨”的叹惋。 (墨旋 撰写)

离别在即，作为她的友人，总想写
点啥。但当坐定下来，端坐着在电脑前，
却总觉得有些忐忑，甚至惶恐。月色透
来了窗内，月光白了的素纸仿佛生出了
灵气。放下了笔，闭上眼睛，当我不再考
虑如何书写时，她走近了我的内心。多
日来的记忆，闪影在了眼前，如一幅幅
流动的画卷，似乎自己找到了如何书
写，便是和此刻一样，自然而然着，将自
己感触到了的，她的寻常和与众不同，
皆悉记录下来。

初识梓涵是在北京的一个文学研讨
会上，给人初步的印象她漂亮、优雅、平
和。我们坐在一起听课，她每堂课都听得
很认真，记录也做得很全面，我没有记上
的常常问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
次空闲时间学友们互留电话，有个穿着
破烂衣服的文友也跑过来要求留她的电
话，她很认真地给了那文友电话号码，又
把对方的电话记了下来。当有人问起她
这样的人电话你也记呀？她平缓地说，人
活着不容易，有需要时能够帮就帮一把。
让我难忘的是，她还将出版的个人新闻
报道文集送我留念，还有一条漂亮的丝
巾——因为他的夫君也是江苏同乡。

此后，在北京散文研讨会上又与她
经常见面，每次都如初见时的那般美好
感受……她的真诚和强烈的求知欲、上
进心，时时感染着我。

梓涵写过许多精彩的新闻报道，出
版了专辑《聚焦中国高层名流》、《聚焦
中国基层万象》、《言为民生》、《盛世观
察》等400余万字，并于今年初出版了诗、
书、画一体的个人诗集《梓涵行吟集》。多
年来，她作为《人民政协报》特派采访“人
代会”的唯一记者，以一个新闻工作者的
良知，走过万水千山，上访高层领导，下
近平民百姓。从人民大会堂走向贫脊的
黄土窑，从万里海疆走到高原雪域……
寒冬酷夏，风雨兼程。一篇篇沉甸甸的深
度新闻报道，道出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和人民群众关注民生问题的心声。她热
衷于公益事业，极力为贫困地区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帮助。她的《梓涵行呤集》首
发时，即向宁夏西海固、河南信阳大别山
捐赠了五十万码洋的图书，建立了10多
个“民盟爱心书屋”。

作为将门之后的媳妇，她孝顺公婆，
相夫教子。在家庭的角色她只是一位妻
子、一个母亲，不专横跋扈、颐指气使。
她在《做个完美的女人》——写在婆婆
八十岁华诞之日的散文题记中写道：

“做个完美的女人，是每个女人的梦想。
拥有一个徳才兼备的女人，也是每个男
人的追求。然而，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
事，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只有勤思温
故，善学进取，领悟生活的真谛与其中
的奥妙，才可将十全十美的距离拉到最
小值。成为自信自立，干练而不失温柔、

聪明而不失优雅，被人们欣赏、被社会
悦纳、深赋人格魅力的优秀女性。”这些
从心底流淌出的思绪让我慢慢读懂了
她，和她走得更拢，靠得更近。

今年8月第二届夏季青年奥林匹克
运动会期间，梓涵作为《人民政协报》新闻
评论部的首席记者被报社派往南京参与
报道，带领实习生写下了近7万字、有价
值的新闻报道，内容涉及南京市的科技、
交通、环保、卫生、旅游等诸多领域。她认
为，青年奥运会是中国的青运会，写好每
一篇新闻稿，让全世界都看看我们中国的
强大，看看发展中的南京，让中国梦腾飞
得更高、更远，是她作为一名新闻人义不
容辞的责任。每每为了采访第一手的报道
资料，她经常早出晚归、挑灯夜战，南京很
多街道留下了她辛勤采撷的身影：出租车
上和司机亲切交谈，步行街头与人们热心
交流……为采访江苏省、南京市的全国政
协委员、有关领导和青奥会运动员等，她
不遗余力，不惧辛劳……

她爱江苏！说自己是江苏人的媳
妇，岂能不热爱这片热土地！

我去宾馆看望她，相邀得闲时陪她
出去转转。那天，她电话说周末有点空
闲，想到梅花山走走。我带上儿子伟巍
来到她下榻的宾馆，因为道路拥堵没有
自驾车。早餐后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从
凤凰台饭店出发，往梅花山方向驶去。
司机是刚干出租行业的新手，因对道路
不熟悉，载着我们绕了半个城，然后把
我们甩在一个没什么人走的山路边。我
很不高兴！梓涵却还微笑着对司机说
声：“谢谢。”伟巍走在前面探路，我和梓
涵跟在后面。当走进一片树荫地，踏着
落叶铺满的幽径，我心里暗暗懊悔：“怎
么把梓涵带到这里来了？”不知是不是
为了安慰我，她说这里也挺美的，是一
种古朴的美。随后拿出手机和像机咔嚓
咔嚓拍照起来。我们三人一边走，一边
照，不知不觉很快走出了这片树林。

来到梅花山径，初秋的梅花山郁郁
葱葱，一片翠绿。干净的路旁，美丽的太
阳花开得非常艳丽。梓涵说，这里如此
漂亮整洁，环卫工人一定付出了很多的
辛苦。梅花山收费门口处一座小桥下

边，满塘绿荷红花，煞是动人。梓涵面带
喜悦，依着桥栏稍加沉思，即兴赋诗：

“花溪碧荷满坡翠，蝶恋彩蕊柳数双 。梅
花三弄桂送香，神道兰君孤雅芳。”（《感
梅花谷景》）

走走停停，伟巍成了此行的专职摄
影师。梓涵停停写写，记录下了游览时
的点点滴滴。身处万株梅树中我们仍在
四处寻觅：只知道梅花开时的芳容，却
不识梅花树的真面目。仨人一路走，一
路找寻，跟着路标走进了梅园，惊讶地
发现：原来那些普普通通的翠叶压枝、
树干粗壮的就是梅花树。梓涵站在梅树
旁掏出手机，很快又敲出一首诗与我们
分赏：“ 秋游孝陵寻芳踪，谁遣芳桂送香
风？疏影满坡写狂意，不识身在梅山
中。”（《游孝陵寻梅》）

蓦地，她停住了脚步，在树旁蹲下
来。顺着她的目光，一朵红色的小花，在
碧绿的草坪里初绽开来。看她探出了手
指，又止住了，不知为何。在她的身后站
着的我，也似乎有这种感觉，想要去触
碰一下这自然里的一份美好，可又怕惊
扰了花儿。但又很想要记录下，这时光
里远离喧嚣城市的生命在泥土上绽开
的华美。她拿出了手机，半蹲在草丛里，
一时仿佛忘记这身衣裳的干净与否，还
有头发，是否会沾了点泥尘。可我觉得，
此时的她，着实折射了内心的美好，是
她快乐的时分。树荫下的一行蚂蚁，拦
在了路上，大摇大摆着，仿佛它们才是
这儿的主人。

行走中谈笑风生，时停时写，我被
梓涵的执著所感动。在她的身上由内而
发的散透着一种从容、优雅 、淡定的气
息。虽然很累，但也快乐着。她说要站在
最高处看梅林，我们随着路标走进山顶
庭园。登高处极目远眺，把梅园尽揽眼
底。看着眼前的景色，我们快乐得像孩
子似地欢呼着。很多人见过梅花花开时
的灿烂，却不曾在意过它繁花散尽的落
寂，静静安安地等待着来年再一次的怒
绽。梓涵多想踏遍整座梅园，走在石块
谱就如音阶的梅园路，坐在梅花树下的
木条椅下，听鸟儿鸣唱，观梅园景色，流
连其间。高昂的情趣就像开了闸的渠

水，一泻而出。在梅花山顶观梅轩一棵
粗壮的梅王树干前，她又即兴赋诗一
首：“天阙仰品梅王骨，博爱阁轩忆古
都。六代浮华摇橹去，金陵今邑歌满
秋。”（《梅花山观梅轩有感》）

一路上我们情同手足，她没有半
点大牌记者的架子。她说，人人都是平
等的，她的梦想是做一个“福慧双修”
的女子。她对我们说自己年幼时随母亲
下放到乡村，政府只给了几百元的安家
费用，两间土坯房是母亲独自披星戴月
地做泥砖坯子、在乡邻的帮助下修建起
来的。因家里子女多，父亲在外工作收
入微薄，家境温饱艰难。作为家中的长
女，为减轻父母的生活压力，她14岁时
就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被录取到湖南长
沙一所军工院校读完大中专，不满16岁
时即毕业分配至一家军工厂当了车工。
一次，在操作精密车床制作飞机零配件
时，她的右手食指差一点被旋转的车刀
切掉，锥疼万分……至今，手上的工伤痕
迹清晰可见。但军工厂艰苦、严谨的工
作、生活环境，却磨炼、培养了她一丝不
苟、知难而进的执著品格，成就了今天业
绩不凡的她。

读书、求知一直是梓涵的梦。小时
因买不起诸多书籍，就想法设法地借
阅、作读书笔记。有时，捡到一张有价值
的碎纸片，她都会翻来覆去地看，收藏
起来作为资料使用。成就来自坚持不懈
的努力。她告诉巍伟，学习与充实是一
生的行动。年轻人要懂得感恩，要记住
父母的含辛茹苦；要有大爱之心，帮助
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面对困难，要树立
自信，树立前行的目标……

我们边走边谈。远远望着疏影中的
梓涵，品味着与她相识相知后的点点滴
滴，生发出一种由衷的感佩与喜悦——

喜欢她顶着烈日一步一驻的神韵。
阳光下看着她的侧影，柔美中的那份挚
诚，能感受到她的那份真纯。看到她如此
地投入，让自己意象里的李清照，苏醒在
了梦里的窗下。无论走到哪里，梓涵都用
手中的笔，描述着身处的大千世界。

喜欢她在阳光下舒展的笑容。一颦
一笑，在原野上，就像是回归山谷间的

梅花仙子，下到了凡尘世间，流连忘返。
喜欢读她的诗。很多同行只知道她

是一位资深、笔锋老道的传媒人，却不
知她的诗也写得很美：不仅有古风女子
的柔情婉约，也有男儿般的豪迈气势。
她是才女记者，兼美女诗人。作为拥有
众多媒体资源的无冕之王，她的诗歌却
从未拿出去发表过。她谦虚地说，诗歌，
是用自己的情绪当作火柴，来照亮起眼
眸里七彩缤纷的大千世界。写出自己的
即兴感赋，主要是记载一种人生前行的
轨迹，与亲朋好友进行分享。

在南京青奥会采访期间，奔波中她
右膝盖处不慎扭伤了。她却默默无声地
干工作、照顾别人。据她带的实习生介
绍，刚开始几天，伤处疼得厉害医嘱不
让行动。她就用电话约稿、采访，审稿、
协调发稿，一个星期几乎都呆在宾馆内
……来南京10多天了，踏访思慕已久的
梅花山是她第一次出来放松紧绷的神
经。尽管伤处还在涂着药，但在下阶梯、
斜坡时她还伸出手来搀扶着我，问我是
不是走累了。我紧紧地握着她的手，也
多想给她一个支点，眼泪在眼圈里打
转，默默地感动着。这细微的举动给予
了我，仿佛姐姐一样的温暖。

阳光下，梓涵手持着蓝花伞、蓝花
扇，拎着一只绣花包，穿着一双麻缎绣
花鞋，很江南的味道，行走在这江南的
山水间，就如这梅花山的梅花，任何时
节都展现出独特的美，让人感受到生命
的张力。勤奋、仁爱、博学，慈悲、珍视、
惜缘，她在这块土地上传播着爱的种
子，她是大地的女儿，回应就有了一种
契合。她一直渴望着的，从内心里认定
着某种特质，在这自然间得以绽放开
来，浮起在了江南的风韵里，用她特殊
的情感与江南对话；让自身呈现出来，
生命该有的华美。她把自身比作无，安
放在自然界中；而自然给予她的，会是
最大的馈赠。仿佛兰花，在幽深的山谷
中，闻到了天空阳光的味道。然后，屏障
一样的山消失了，视线里，是大片大片
的原野。就如同，唐时明月、画中的仕
女，走进了古风厚重的南京城。

她的且行且停，停下是为了疾
书。眼中画卷，陪伴着她。走近她，一路
都感受到她的这份对生命对自然的深
深热爱。她认为存在于这时空的真实，
就是美。在她深遂的明眸里，我读到了
照拂大地的温柔……

2014-8-29
注：梓涵，原名张春莉，曾用笔名冷

月，主任记者。《人民政协报》新闻评论
部首席记者，民盟中央妇委会委员、首
都女记协理事 ，资深传媒人。多年来从
事高端访谈和社会热点聚焦，关注留守
儿童、贫困母亲等弱势群体，热心于慈
善公益事业、文化扶贫活动等。

走 近 梓 涵

作为一位现代社会中的女性，承接家庭、事业、社会等多种责任，

一直以来我努力兼顾并使之完满，梦想做一个“福慧双修”的女子，诚

敬谦和，仁慈博爱，既有福德，又有智慧，通向至善之境。——梓 涵

著名画家秦百兰绘赠梓涵小像著名画家秦百兰绘赠梓涵小像

赵本山 一个狡黠农民的末路狂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