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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录上的梦想

“90后”初中毕业那会，互写同学录依
然流行，册子上写得最多的就是祝福和梦
想。彭顺在自己的同学录上写下梦想：我
要成为一名动作演员。

以初中毕业为时间分割线，向左是他
习武的故事，向右是他入行的故事。

彭顺从小就喜欢看武打片，每次播放
成龙、甄子丹等演员的打戏时，他就看得特
别入神。刚过6岁，他被家人送到湘潭市体
育运动学校学习摔跤，调皮又灵活的彭顺
哪里闲得住，他又学了武术、散打、跆拳道、
格斗等。

习武的日子比想象中艰难。跑步、对
摔、仰卧起坐、力量训练等轮番上演，每天
训练不下5小时。刚去学校一个星期，彭顺
就打电话喊妈妈接他回家，“我不练了！”可
等妈妈赶来时，他又不走了。或许，就在那
一瞬间，小小的彭顺知道了什么是“坚持”，
学会了不向困难低头。

初中毕业后，彭顺真的去追梦了，他来
到当时的四川艺术学院学习专业知识。
2011年，他来到了梦寐以求的片场“横店”，
并辗转认识了湘潭籍动作导演李珩。

此时的彭顺只是一名“箱车管理
员”——动作戏所需的护具、威亚等都存放
在箱车里，他就负责保管、递送这些道具。
即便如此，彭顺勤快、认真，大家都记住了
剧组里年龄最小的这个小伙子。

走进剧组之前，彭顺吃了不少苦。在
横店期间，彭顺和伙伴们很长时间都没有
收入，大家把钱凑在一起也买不起肉，每天
就吃水煮青菜。

“无名”不代表平凡

湘潭老乡李珩给了彭顺不少帮助。慢
慢地，彭顺从箱车管理员变成了武术替
身。他和彭于晏、樊少皇、于荣光、张晋等
明星一起合作过，更重要的是，有机会在镜
头前展示自己的武打表演了。

“你们看到的武打片段，演员被拳打脚
踢都是真实的，只不过有一定的保护措
施。”彭顺展示了一段自己当武替的视频集
锦，被人用脚踢脸、用棍棒重击、从高处摔
到桌椅上……每一幕都看得令人心疼。

拍摄电视剧《兄弟们上》时，彭顺担任
演员魏春光的替身，与樊少皇对打，樊少皇
要将彭顺举起来往桌子上砸。彭顺穿好了
护具，还提前将桌子腿锯了一下，这样就容
易断。实拍时桌子却没有碎，彭顺的腰扛
在了桌子主梁上。导演第一时间询问有无
大碍，他咬牙坚持道：“没事，我还可以来！”
这场戏拍第二条就通过了，彭顺这才脱衣
查看伤情，发现腰肿了个大包，他已经站不
起来了。

那次，彭顺休息了一天又“出工”了，因
为，他还要赶往下一个片场。也就是从那
以后，每次下雨，他的腰都会隐隐作痛。

还有些伤成了彭顺的“勋章”。2014年
给演员张一山当武替时，有场爆炸的戏
份。由于爆破提前了，彭顺左上臂被大面
积烧伤，至今还留有清晰的疤痕。不过，这
也让彭顺长了经验，以后遇到类似的戏，他
都会和爆破师提前沟通好，以确保万无一
失。

彭顺参演了今年国庆档热映的电影
《长津湖》，他为易烊千玺饰演的“伍万里”
设计武打动作，还演了很多志愿军战斗的
镜头。国庆期间，彭顺特意买了一张《长津
湖》的票。灯光暗淡，巨幕亮起，全场寂静，
像往常那样，他没有在电影画面里找到自
己，工作人员名单中也没有他的名字。但
他听到了观众的好评，他的嘴角不自觉地
上扬起来。

从来没有观众留意幕后的他们，但每
一部戏的成功，都离不开他们。像暗夜里
开放的月见草，不为人所熟知，却阻挡不住
芬芳。

还是那个少年

这些年，彭顺演了 30多部片子。为了
让自己呈现最好的状态，他从来没有松懈
过。就拿《长津湖》拍摄过程来说，收工回
酒店的路上，彭顺会请司机提前把自己放
下车，在离酒店还有大约 3公里时跑回酒
店，然后打打拳，练习基本功。像现在没有
拍戏的时段，他依然每天坚持花一个半小
时进行影视武打训练。

在片场，彭顺还是那个勤快的小伙
子。工作之余，他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
慢慢地，这名“武术替身”又成了现场执行
导演，发挥着导演和演员之间的“桥梁”作
用。

彭顺在《长津湖》片场的拍摄工作只持
续了40多天，还没等到影片杀青，他又去了
另一个城市拍片。这次，他的身份变成了

“导演”，动作戏份的导演。
原来，从2016年开始，彭顺就尝试着做

导演，承接戏中的某一个武打场景，自己带
团队拍摄。拍摄《关公战长沙》时，彭顺首
次试水就得到了认可，他拍摄的画面在影
片中呈现了 3分多钟。2017年初，他参与
《搏击少年》执导，也受到了广泛好评。

十年磨一剑。十年间，那个在同学录
上写下梦想的少年，已然实现了自己的动
作演员梦。

过往的很多个清晨或黄昏，他也曾想
成为成龙那样被人记住的武打明星。现在
呢？他还是那个追梦的少年，只是，相对于
享受当动作演员的过程来说，是否能够被
观众记住，他觉得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湖南人只听方言相声？

舞台之上，刘德驻站桌外，李
博藏桌后，说的却是书桌之事：一
人是学霸，一人是学渣，既是同
窗，却有天南地北之分别。

刘德驻是湖南湘潭人，李博
是辽宁铁岭人。一南一北，何以
站上一个舞台？还得感谢学校。
彼时的二人未满二十，已在舞台
之上“口吐莲花”。

学校有晚会，二人是搭档。
彼时的搭档尚未有捧逗之分，练
的是一样的本领。北方人对语言
有着天然的喜欢和悟性，南方人
要靠嘴皮子说出一番天地，得摸
出些别的路子？这是个问题。

上世纪 90年代末，南方的奇
志、大兵火遍湖湘，直通《春晚》，
靠的却是一口方言。相声界沸腾
了。北方人的普通话传统在观众
这里，原来可以颠覆。这种火爆
的持续带来一个论断：湖南人，只
爱听方言相声。

这个论断，北方人李博不信，
南方人刘德驻更不信。在学校期
间，两人以普通话为切入口，在语
言类节目上有了小成绩——全国
推广普通话形象大使、全国相声
表演一等奖、全省朗诵比赛一等
奖……

两人下定决心，要靠说话这
门艺术养活自己。背贯口、练形
体、调节奏……一张纸条放在嘴
前，话得说得溜，纸条不能湿。再
就是频繁跑场，也跑出些名堂
来。2009年，两人认识了芦克宁
先生。

芦克宁，何人也？湖南著名
相声、快板演员，湖南“笑工场”青
年相声俱乐部负责人，师从王双
福，再往上翻，承的是马三立老先
生一脉。

两人正式拜师学艺，在笑工
场青年相声俱乐部得到了舞台锻
炼的好机会，一边工作，一边研习
相声艺术。

直到 2012年，刘德驻的相声
已说得十分成熟。他大胆辞去工
作,组建了自己的“啟樂坊”，这就
是要破釜沉舟，以此营生了。而
营生的地点呢？湘潭人刘德驻想
好了——回家。

“那条鱼没了，我就知道了”

那年春节，刘德驻回到老家
湘潭，闲来无事，逛逛老城。雨湖
之畔，关圣殿内，藏有一处春秋茶
馆。年节之后，刘德驻带回了“啟
樂坊”。

“啟樂坊”的演出，在湘潭是
件罕见事。彼时歌厅演艺盛行，
湘潭人爱听相声吗？传统艺术遇
冷，是心碎且无奈的。

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演员们
不计较，他们陪着刘德驻“玩相
声”，有时台下只有几位顾客，也
是一样地演。台上风度翩翩、长衫

席地？台下几人心酸，几人抹泪？
相声还能说多久，刘德驻回答不
了。唯一能保证大家的，是每次演
出时的晚餐，必有一条鱼。湘潭人
爱吃鱼，既是靠水而生使然，也有

“年年有余”之美好寄托。
可悲，美好寄托只是寄托。

那天的餐里没有鱼，“那条鱼没
了，我就知道了。”刘德驻率众人
拜过关二爷，念了含香诀，在春秋
茶馆竖起告示牌，封箱演出，王双
福老先生亦来捧场。

那一日，星光璀璨，黯然离
场。刘德驻走在湘江边，江底的
涛声，他听不见了。

迟来的桂花香

2021年，再回老家，要十足
勇气，亦需十分运气。

负责打造窑湾历史文化旅游
街区的城发文旅集团，全面改造
原湘潭窑湾非遗展馆，想到了这
位操着一口纯正普通话的湘潭相
声演员。

这时的刘德驻已在长沙立住
脚跟，在半趣斋里说相声、讲评
书。见识过高朋满座，体会过空
无一人，刘德驻明白了一个道理：
做人切忌满，以半趣心态，淡看人
生波澜。

再回老家，刘德驻已人至中
年。一同回来的，还有功底深厚
的相声艺人肖湘杰、洪奇、胡杰等
人，以及一众小徒弟。徒弟年轻，
脚步显然更轻快一些。

蒋浩、朱玺霖还是湖南科技
大学的学生，一个来自曲艺之乡
天津，一个长得酷似卡通人物“熊
二”，憨态可掬。“熊二”的外号，是
长沙半趣斋的观众胡涵睿取的。
那次听完相声回湘潭的城铁上，
胡涵睿的好友给她发微信：“快
看，熊二坐在你前排。”那一次奇
遇，助胡涵睿一路跟来了伴趣社。

没错，当有了人，半趣斋就成
了伴趣社。

老艺人来撑场，“00后”新演
员们正“养成”,刘德驻带着伴趣
社昂扬归来。那久违的涛声，又
在窑湾翻滚起来。胡涵睿自信登
台，开始报幕:“下一个节目：《学
生时代》。表演者：刘德驻 李博”

老戏台上，二人登场，长衫大
褂，君子翩翩；戏台之下，八仙桌、
盖碗茶，伙计跑堂，客官打赏。其
中景象已与春秋茶馆大为不同。
经典段子有了全新演绎，年轻演
员带来独特视角，台下坐的也不
再是老人居多，只见大批年轻看
客摇着折扇，嗑着瓜子，和台上演
员互动起来毫不怯场。高朋满座
的感觉又回来了。

出了园子，重阳夜寒。看客
们裹紧秋装，一路欢笑着消失在
黑夜深处。从他们消失之处，有
桂香传来。今秋的桂花姗姗来
迟，终归是来了。中秋的桂香留
待重阳，该香还是香。

幕
后

在文化底蕴极为厚

重的湘潭，有很多热爱

艺术、向往舞台的文艺

工作者。舞台之上，炫

目的聚光灯将他们照

亮，鲜花和掌声装点着

他们的世界。可人们只

看到了他们的光鲜，很

少会去关注他们背后的

辛酸。每一个站上舞台

的“他”，都经历了千锤

百炼，幸好有那份炽热

的爱，牵引着他们不惧

沉浮，朝着梦想前进。

还有一些“他”只能屈居

幕后，即使是没有属于

自己的那份荣光，依旧

尽最大努力把舞台点

亮。

其实，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舞台。不论你在

台前还是幕后，坚持着、

热爱着，你就能闪耀出

自己的一片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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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湘潭县易俗河的一家武术馆里，彭顺每天都坚持练功。弄枪、

耍棍、舞剑、打拳，他样样精通。听刀枪棍棒“劈开”空气的声音，再瞧

小伙子稳健如磐的动作和凌厉坚定的眼神，就知道他是个“练家子”。

这个出生于1995年的湘潭伢子，是这家武术馆的老板，也是湘

潭县志愿者协会会长，还和母亲一起经营着养蜂事业。但鲜少有人

知道，他还是一名有着十年从业经历的武术替身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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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有窑湾，窑湾逾千年。重阳寻古意，不如去窑

湾。可千年啊，如何留住古韵商华？古街亦未幸免，混入

今时模样。倒有一处，是全新招牌，却装作旧时风貌。

“各位客官，里边儿有请。”一方舞台，说学逗唱；几碟

茶点，任君品尝。捧逗之间，评说人间乐趣；欢笑一堂，戏

看世上情缘。

不妨留在此处。且听——

“下一个节目——《学生时代》。表演者：刘德驻 李博”
编者按

刘德驻、李博演
出现场。

（本报记者 罗韬 摄）

相声表演惹得现
场观众哈哈大笑。

（本报记者 罗韬 摄）

参演《长津湖》。

彭顺和演员于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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