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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年年有，今年特不同”，几乎每年春节前，各种媒体都会提前告

诉我们这样的讯息，而每次看完春晚，网友的说法却是这样的：春晚年年有，

今年没不同。但是，不管如何吐槽，有一点年年相同：相声小品等语言类节

目广受欢迎。

相声和小品似乎从一诞生就是男人们的表演场。当然，到了今天，宋丹丹、

蔡明、高秀敏、牛莉、贾玲、马丽等一批优秀的喜剧演员已无形中形成了

强大的女性阵营。但是在三十年前，相声小品领域里的女性却是凤毛麟角，

毕竟，那年头，搞笑搞怪于女孩来说多多少少有失端庄。

那么，谁是春晚舞台上第一个女相声演员，谁又是这个舞台上第一个

女小品演员呢？也许，她们的名字大众早已变得很陌生，但是她们的确不能

被忘记。

单联丽，因与单田芳女儿单慧莉名字相似，曾被误认为是单田芳之女。

她是中国第一位登上央视春晚的女相声演员，著名相声演员侯耀文唯一的

女弟子，郭德纲的师姐。1988 年，单联丽凭相声《劝架》在春晚舞台被广

大观众所熟知。作为铁路文工团的相声演员，单联丽曾骄傲地说：“铁路文

工团的相声是中国相声的航空母舰。”然而，话虽如此，单联丽并没有在这

艘航母上的相声领域里停留多久。出乎意料，靠相声起家的她悄悄离开了

相声舞台转向了热闹的影视圈。

时隔十年，观众看到了她出演的电影《丑汉和他的俊媳妇》。可以说，

在这部电影里，她成功塑造了秋霞一角。此后又先后出演了《西游记后传》、《申

奥有我一个》等影视剧，但是都没能引起广泛关注。2007年，师傅侯耀文

突发心脏病去世，单联丽似乎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慢慢淡出了观众的视

野。即便是在师弟郭德纲大红大紫的今天，人们似乎也想不起来，郭德纲

还有一个十分厉害的被淡忘了的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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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事业发展几乎一马平川。她本人也从西安话剧院调到了北京，此后又七

次登上春晚，可以说，在这个舞台上，她一度火过如今的宋丹丹。跟她合

作的小品演员几乎都是大咖——郭达、魏积安、赵本山、黄宏、石富宽、

潘长江……即便我们记不起杨蕾的名字，但是她的经典作品依然记忆犹新。

比如，1994 年春晚她和魏积安合作表演的小品《拆迁变奏曲》，1995年春

晚她和黄宏表演的小品《找焦点》等等。而最能勾起时代记忆的是她和郭

达推出的《换大米》以及和赵本山合作的《小九老乐》。

除了春晚舞台，杨蕾在当年央视的《综艺大观》中先后表演的《笑比哭

难》《半夜鸡叫》《更年之妻》《招聘》《一条红纱巾》《旅游奇遇》等几十

个小品也个个都是精品。

然而，2004 年，就在杨蕾与郭达演完她春晚舞台上最后一个小品《好

人不打折》后，却突然接到了丈夫的离婚协议书。丈夫提出离婚毫无征兆，

但硬气的杨蕾没有掉一滴眼泪，而是默默接受了一切。关于这场婚变，网

上有各种狗血的说法，但可以肯定的是，杨蕾因此消沉了十年，再也没有在

舞台上亮过相。

十年之后，杨蕾重返荧屏。她说，这十年她完全找不到自信，更无法

拿出好的作品回报观众，在很长的时间里，她只能靠吃安定片和喝红葡萄

酒入睡。看起来，这段经历对杨蕾的创伤无异于是砸了饭碗。好在经历十

年磨难的杨蕾依然相信爱情，并称自己无论是阅历、心态，还是一个演员的

表现力，都是最好的时候。

单联丽和杨蕾作为新中国第一代荧屏女笑星，虽然因为各种原因她们没

能“笑”到今天，甚至她们的名字都鲜有人记住，但是，当我们看到越来

越多年轻的女笑星出现在春晚的舞台，我们知道，她们从未离开！正是因为

她们昔日的大胆尝试与不断探索，她们的引领与开创，才使得这个原本“很

男人”的领域里，涌现出一个又一个优秀的女艺术家，她们让新年充满欢笑，

更使这个领域变得丰富多彩、魅力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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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两个爱画画的孩子，都颇有天资。其中一个孩

子每画一张就要母亲将画贴在家里的墙上，好给客人们看，

以获取别人的称赞。另一个孩子则将所画的每一张扔进废

纸篓，不管是满意还是不满意。三年之后，第一个孩子举办

了画展：满墙的画，色彩鲜亮，构图完整，人人称扬。第

二个孩子没法展览，所有人都只看到他手头尚未画完的那一

张。但在三十年以后，第二个孩子的画却横空出世，震惊了

画坛。到了这个时候，人们对第一个孩子的画已是慢慢淡忘，

对第二个孩子却是大加赞赏，认为他的画才是真正的功底深

厚，经看、耐看。

近日，读到这则故事，心中颇有感触。人们之所以后

来对第一个孩子的画不感兴趣，是因为孩子的“急于求成”，

没有沉淀自己的画画技巧，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会被人们

所遗弃。相反，第二个孩子埋头于基本功的积淀，不到火

候不显露，厚积而薄发，自然便会赢取最后的掌声和鲜花。

是啊，在这个世界上，大凡有上进心的人，都是会去

追求事业的辉煌和成功的荣耀。但在追逐的过程中，有些人

却像第一个孩子一样，热衷于立竿见影和立马见效，急于表

现、急于求成、急于抢先，享受着短暂的快感，痴迷于眼

前的名利，却不愿像第二个小孩一样牢牢扎根，积蓄力量，

默默忍受无人问津的孤寂，结果虽有所得却是得之皮毛，

经不起过细的考量和历史的检验。由此，让我联想起“积”

与“急”这对谐音字来。

“积”，其基本含义是聚集，是一点一滴的汇聚、一分

一厘的积攒，是一种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行为方式，是

一种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精神状态。“急”，既有立马行动、

雷厉风行的意思，也指不踏实、不安分的外在表现和急于

求成、轻浮急躁的心理体验。表面上看，“积”与“急”似

乎风马牛不相及。但在成事的道路上，“积”与“急”始终

是每一个人必须要做出的选择，什么时候选择“积”，什么

时候需要“急”，着实有所讲究，并决定着最后的较量和

结局。

有了想法和蓝图，就要立即行动，争取尽早、尽快把梦

想化为现实。这种表现虽说是一种“急”，但却是一种好作

风、好品质，有利于工作的推动，有利于事业的发展，什么

时候都要有所倡导、有所坚持。尤其是对待那些勇立潮头、

抢占先机的事情，更需这种“急”，要有“慢不得”“等不起”“坐

不住”的急切，用“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态度来对待，

不可只有“空想”和“唱功”，不可被动地等待与观望，不

可有任何拖延和迟缓，不然永远只会是起个早床赶个晚集。

但到了事物的处理过程中，却是不能急手急脚的，而是

要“急”而不乱、“急”中生智，不能为了抢时间、赶进度，

就搞毛毛糙糙、大而概之，该到的程序不到，该打磨的地

方不打磨，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不然，即便按时或

是提前完成了任务，也只会是不好不坏、又多又快，留

下个质量不过关或是安全的隐患。现实中的那些“豆腐渣”

工程，那些用不了多久就报废的生产生活用品，多半就是

急火攻心、偷工减料、粗制滥造而弄出来的，最终是害己害

人害社会。这是“急”的危害，是“性急吃了热豆腐”惹出的祸。

至于那些中长期规划的实施，那些知识和技能的打造，

那些好习惯的养成，那些长远事业的造就，更是不能拥有

“急”的态度的，而是要下日积月累的功夫，做好“积”的

文章，积跬步以至千里，积细土以至山丘，积小流以至江

海，积小胜以至大胜，积小成以至大成，创造出绳锯木断、

水滴石穿和金石可镂的奇迹来。这样的情形，是来不得任

何急功近利和一曝十寒的举动的。不然，只会演变出半途而

废和前功尽弃，或是导致功败垂成和功亏一篑的遗憾。

人生当有“积”与“急”，当“急”不急会坏事，应“积”

不积难成事。何时何事当去“积”，何时何事又该“急”，着

实考量着人的智慧，也折射着人的境界。它不仅需要我们对

所处的世界有比较客观的认识，还需要对自己有比较清醒的

了解，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要什么，明白自己能干什么不能

干什么，懂得事情的轻重缓急，清楚事物的运行规律，并

做出相应的姿态和表示，做到当“积”者必须“积”，应“急”

者不含糊。唯如此，也就把准了生命的要义和人生的节奏，

活出个无悔人生，活出满意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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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联丽在 1988 年央视春晚上表演相声节目《对话趣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