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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老本行，
黄宏哭了

3月6日上午，黄宏在八一厂做了
简短的离职陈述后，就没在媒体和公
开场合露过面。

4月3日，几经联系，本报记者终
于打通了黄宏的电话，只是那个曾经
在小品中高亢而充满喜感的声音，如
今听来有些沙哑、迟缓。在记者提出
一些疑问后，黄宏沉吟了一会儿：“最
近确实比较忙，等有机会你来北京时，
咱们面谈吧。”

记者又问：“不做厂长后，您是否
会考虑重返春晚，或者投入更多精力
在小品创作上呢？”

黄宏再次沉默。
做厂长之前，这对于黄宏来说绝

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1960年，黄宏出生于一个曲艺世

家。父亲黄枫是知名山东快书表演艺
术家，后来到黑龙江发展，凭借自身能
力，很快让曲艺在当地“开花结果”。他
的两个哥哥也是才华出众。大哥黄恺
是黑龙江电视台国家一级导演、黑龙江
省曲艺家协会主席，二哥黄小枫是黑龙
江省歌舞剧院国家一级舞蹈演员。

家庭熏陶下，黄宏在13岁时以第一
名的成绩考入沈阳军区文工团，14岁便
下部队表演自己的处女作。16岁时，他
为唐山大地震所写的《雨夜茶棚》被人
民文学出版社的《抗震凯歌》刊载。26
岁时，黄宏凭借《六号包厢》获得全国山
东快书大赛表演、创作双金奖。

真正让观众熟悉黄宏的，还是春
晚舞台：《超生游击队》里的丈夫，《手
拉手》里贩卖假冒伪劣商品的“倒爷”，
《打扑克》中讽刺过不正之风的乘客，
《鞋钉》里替小人物说出心里话的修鞋
老大爷。

中华曲艺学会一位黄宏的好友这
样评价他，“黄宏是一位艺术家型的演
员，既能写，也能演。”这成了舞台上黄
宏留给人们最深也是最后的公开印象。

直到最近，在黄宏突然卸任的消
息公布后，许多网友才惊呼，著名笑星
黄宏何时从一名演员升任少将领导的？

其实，黄宏一路升迁之快，可能连
他自己也没想到。

2010年，时任总政歌舞团小品喜
剧艺术团团长的黄宏，赴任八一电影
制片厂副厂长。当时，明星、文艺大腕
从政或者走上部队文艺团体领导岗位
已经蔚然成风。在黄宏从政之前，军
旅歌唱家刘斌已是战友文工团团长，
同为歌唱家的宋祖英、吕继宏相继担
任海政文工团正副团长，歌星陈红出
任海军电视艺术中心副主任，沈阳军
区前进文工团的黄晓娟从副团长升任
团长。30多岁的二炮文工团著名歌唱
家陈思思几乎与黄宏同时期被委以重

任，担任二炮文工团副团长。
在离开总政歌舞团时，黄宏哭

了。他后来在一次座谈会上说：“记得
我离开总政歌舞团时团领导跟我谈
话，说如果是调你去做演员我们肯定
不放，总政歌舞团的大门永远为你敞
开。那天我流泪了，因为毕竟20年最
好的年华、最好的青春都是在这个团
里度过的，我无悔。”

厂庆让他
和徐才厚搭上了线

赴任八一厂后，黄宏的仕途开始
顺风顺水。黄宏的一位戏曲界好友
说，“黄宏一向有能力，而且这小子也
很有福气。在这几年的仕途上，他沾
了不少‘运气’与‘福气’。”

八一厂原厂长明振江曾公开介
绍，2010年10月，黄宏“空降”八一厂
任副厂长，分管该厂重头工作军教
片。不过，他的到来属于“超配额”，位
置排在三位副厂长之后。

“如果算上政委的话，他应该算是
‘第六副厂长’。”这位友人调侃说。

但刚调过来的黄宏，却幸运地赶
上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六十周年厂庆筹
备活动。

“快厂庆的时候，老厂长已经准备
退休了，不太爱管这个事，黄宏就来抓
厂庆工作。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厂庆
与舞台有关，跟电影无关，黄宏对这个
比较熟悉。”这位友人说。

黄宏有二三十年的舞台经验，黄
宏的一位友人透露，黄宏抓厂庆还有
一个“权力”，便是直接与高层联系，将
厂庆的全部方案向总政领导汇报。那
时，分管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有两位领
导，一位是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徐才厚，
另一位则是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

坊间传闻，正是利用筹备厂庆活
动的“一来二去”的汇报，黄宏把握住
了人生中为数不多的接近高层并展现
才能的机遇。

黄宏的才能与喜感很快获得了认
可。在2012年八一厂六十周年厂庆前
后，来到八一厂次数最多的高层领导之
一便是徐才厚。他曾在2012年7月6
日与8月13日两次来到八一电影制片
厂，探望厂领导与官兵，并发表讲话。

在此期间，接待徐才厚等高层领
导的已是厂庆前高升为八一厂厂长的
黄宏了。

据报道，八一电影制片厂六十周
年厂庆晚会上群星璀璨，其场面大大
超过了五十周年厂庆。这一年，黄宏
刚52岁，年富力强，升任厂长的他从
专业技术三级文职干部转为现役军
官，被授予少将军衔。

这一任命，在八一厂内部引起了
不小的“震动”。“厂里的五个‘副厂
长’，听到结果都傻了眼。”一位知情
人士透露。不过，黄宏的“官运”还
未结束，2012年底，在中国曲艺家协
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黄宏当选
为副主席。

筹拍两部军事电影，豆
瓣评分不足3分

初到八一厂时，黄宏非常低调。
在担任副厂长时，黄宏曾说：“在

八一厂众多艺术家面前，我就像一个

学生一样开始学习电影。”
其实，黄宏对电影并不陌生。

2001年，他曾自编、自导、自演电影《二
十五个孩子一个爹》，并获得第二十二
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伊朗
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金蝴蝶奖”，此后
他还参演过多部影片。

不过，业余拍电影与做八一厂厂
长绝对不是一回事。明振江在接受采
访时曾说，不管什么体制、体制怎样转
型，作为文艺单位，出作品是第一位
的，文艺工作者也是拿作品说事。“我
做厂长期间，也是紧紧抓作品，每年必
须有一个拳头性的作品。”

在作品即是政绩的文艺界，黄宏
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做客《鲁豫有约》
时，黄宏曾对做八一厂领导吐过苦水，
“我说让鸡打鸣儿还得让鸡下蛋很难。”
但黄宏真的很希望在他的任上，“一定
会很快有更多军事电影佳作出现。”

2012年10月，刚结束厂庆的黄宏
来到江苏淮阴周恩来的老家，筹拍《刘
老庄八十二壮士》，目标是把军事题材
电影“推向全国，推向世界”。为了赶
上第二年毛泽东题写“向雷锋同志学
习”50周年，黄宏又筹拍了八一厂第十
七部雷锋题材的电影《雷锋的微笑》。

不过，2013年初的两部作品反响
平平，不仅在豆瓣中的评分均低于3
分，而且很难找到这两部电影的票房
成绩。

在票房即是政绩的商业电影时
代，有评论说，黄宏率领的八一厂没有
深耕“院线”，而是急于求成。

与山西煤商合作拍的电影
至今没上映

熟悉黄宏的一位曲艺界人士告诉
记者，指责黄宏没有下工夫认真对待
今天的院线市场，其实有些偏颇。因
为一向敬业的黄宏为了市场，已开了
许多次“小差”，甚至告别了老本行。

2013年初，黄宏与兄弟单位共同
推出被称作电影春晚、明星班底堪比
《建国大业》的贺岁片《越来越好之村
晚》。为了电影《越来越好》的档期，黄
宏缺席了蛇年春晚小品《越来越好》，
这成了他连续参加23届央视春晚后，
第一次开了“小差”。

这部堪称大制作的影片，首周全
国票房成绩仅有800多万，仅仅是同
档期周星驰《西游�降魔篇》票房8540
万的十分之一。在当年贺岁档云集了
《一九四二》、《一代宗师》、《十二生
肖》、《人再囧途之泰囧》、《致我们终将
逝去的青春》等影片中，《越来越好》甚
至在电影市场统计中消失。

2014年，黄宏又婉拒了哈文的邀
请，还是没有出现在春晚舞台上。为黄
宏创作小品的“御用”编剧张振彬也闲
了下来，忙着为其他表演艺术家创作作
品。

“他一直很纠结，如果他是一个演
员，他当然还是特别想上春晚，但是作
为一个厂长，他应该把重点放在如何
提高厂里的工作、创作上，厂里方方面
面的事情上。”郁钧剑曾这样评价。

但黄宏的一位朋友透露，因为连
连出不了好作品，黄宏干厂长干得很
焦虑，心思早已不在小品上了。

“艺术是张扬自我，而领导需要牺
牲个性，包容共性。”中华曲艺学会副
会长孙立生说。

2013年3月14日，全国两会期间，
由山西省委宣传部出面，晋煤集团公
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全国人大代表刘
建中，与全国政协委员黄宏在两会外
坐到了一起，商讨晋商电影《风雨日昇
昌》的合作事宜。

对于商业片、宣传片的“鸡蛋”，黄
宏没有拒绝，甚至非常高兴。他当场表
示，一定会组织精兵强将，把这部作品
拍成一部精品，为山西的文化产业发展
尽心尽力。参与单位之一的北京司麦
奥公司知情人士尹先生告诉记者，这一
影片前期投资约在5000万元以上。但
黄宏争取来的并不是整部影片的拍摄，
而仅仅是使用八一厂的编剧。

在黄宏卸任前，反腐风暴先刮向
了山西，刘建中被罢免了第十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同时配合相关
部门调查。这部电影也至今没有公映。

据统计，黄宏来到八一厂后，陆续
出品过十一部电影，但大多数电影都
没有他以前演的小品出名。

有一次，黄宏曾激动地说，他一直
喜欢八一厂，喜欢这个品牌，这个团
队。后来，他最害怕听到的一句话是，
“我是看着八一厂的电影长大的”。

“好像戴上了面具，
干得很累”

在有关黄宏去向的各种传言疯传
期间，歌手韩红也被传出申请辞去空
军政治部文工团副团长一职的消息，
但随后被证实“不属实”。

专栏作家阎兆伟发现，曾经与黄
宏大约同时期从政的军队演员们，如
今已有多人受军中“文艺新风”和“打
虎”的牵连。但“这些传闻，现在已经
真假难辨了”。

对于好友刘斌被查的传闻，黄宏
曾向一位友人提及，“听口气，黄宏的
情绪很低落，只说了一句：‘刘斌不干
了’。”这位友人说。

如今，传闻轮到了黄宏，许多与他
熟识的朋友只能是猜测和担心。

孙立生对此十分惋惜，他说，黄宏
在台下是一个很矜持的人，在台上却
能放开自己。但如今感觉他像是戴上
了“面具”，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
干得很累。

而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认
为，文化圈内有些艺术家当了干部，
忘了业务，离开群众越来越远。“习
总书记说，要我们‘回归自然，要接
地气’，就是要我们记住，别忘了本
职！”刘兰芳说。

对于这些，黄宏在卸任前似乎已
有所悟。

在赵本山声称“我就是一个演
员”后不久，3月5日，黄宏最后一
次公开受访时曾坦言，他当兵 43
年，现在还在唱，还在写，还在演。
他双眼含泪时并非当上厂长的瞬间，
而是1998年站在决口堤坝的前线。

黄宏承认，宣扬主旋律也有不好
的作品，征服不了人的。“从艺术上
谈，不能用生硬的概念化的东西代替
主旋律，而是要‘润物细无声’。”

或许只有那时，钉鞋的大爷、擦
皮鞋的保姆、拿着奥运门票的老农、
背着“海南岛”和“少林寺”的孩他
爹等角色，才能胜过“打鸣下蛋”的
院线大片。

（据《齐鲁晚报》）

齐鲁晚报专访
卸任八一电影制片厂
厂长后的黄宏

3月初，著名笑
星黄宏突然卸任八
一电影制片厂厂长。

进入 4月，“黄
宏被抓”的消息满天
飞。

4月3日，本报
记者打通黄宏的电
话，但对方委婉拒
绝：“等有时间面谈
吧。”

停留在人们记
忆中的，依旧是那个
在春晚上逗得大家
哈哈笑的笑星、影视
剧里略带滑稽的小
人物，现实中的他早
已是获得过金杯银
杯的少将厂长，是与
山西煤老板谈生意，
能够调动军队拍电
影 的 文 化 圈 大 人
物。在观众的记忆
和现实生活中，黄宏
的形象已经“分叉”，
犹如他所选择的人
生。

升任少将的黄宏和1998年抗洪
慰问演出时的样子已经差了很多。

1998年抗洪期间黄宏在决口大堤上为堵口官
兵表演节目。（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