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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看春晚，突然有人问我，春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作为电视人，这么个简单的问题，可真没能毫不犹豫地回答出来。百度

告诉我们的答案是这样的：起源于1979年，正式开办于1983年。

做了一番功课后才发现，著名的《祝酒歌》就是1979年春晚火起来的。

“美酒飘香啊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胜利的十月永

难忘，杯中洒满幸福泪……”那个年代，连许多单位都只有一台信号时好时

坏的黑白电视机，但并不影响这首歌唱遍了大江南北。

让人骄傲的是，执导这次央视春晚的，竟然是两位女导演，邓在军和杨洁。

许多人知道杨洁导演是从1986版的《西游记》开始的，却不知她也曾是

最早的央视春晚导演。而邓在军，又在1980年、1983年、1987年、1988 年

春晚的舞台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如浩荡的春风拂过亿万人民的心田，憋屈了十几

年的文艺界，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邓在军也迎来了她艺术生涯中最大的

挑战。当年在央视文艺部歌舞组担任导演的她，曾导演过《东方红》、《白毛女》、

《天鹅湖》等大型文艺节目，是央视文艺导演中的骨干。这一年，她将与女导

演杨洁联手，执导迎春文艺晚会，在此之前，中国老百姓的文艺生活，还

是老三件：老电影、老戏曲、老歌曲。

与所有当时的中国老百姓一

样，邓在军深感内心有一种喷薄

欲出的激情，她首先对晚会的形

式做了大胆的改良。开场的形式，

超前地引用了团体交谊舞作为“开

场秀”，主持人也不只是一个人站

在上面报个幕，而是由四位相声

演员热闹串场。观众席也不再是

军旅式整齐划一，而是首次采用

茶话会的形式，七八个人围在一

桌，这种形式甚至一直延用至今。

作为导演，邓在军看到社会发

展的洪流已不可阻挡，人民需要一

首振奋人心的好歌，而李光羲老师

的《祝酒歌》不但抒发了时代的豪

迈气概，更代表了所有中国人奔向

美好生活的信心和渴望。

自那以后，邓在军又先后导演

了五台春晚，相继推出了毛阿敏、董文华、刘晓庆、韦唯、李谷一、小虎队

等一批明星，还有黑发碧眼的台湾明星费翔。

说起费翔，还真的费了些周折。1987年，台湾有很多老兵陆续回大陆省亲，

血浓于水的两岸同胞开始频繁联系，费翔的母亲也联系上了阔别四十年的母

亲。到处物色新人的邓在军接到了著名歌唱家王昆的推荐信，并送来了费翔

的海报和磁带。

当那首《故乡的云》飘荡在耳边，邓在军心中一喜，感觉对了！

然而，那时的春晚只允许一位演员唱一首歌，可邓在军看过费翔在《冬

天里的一把火》里的舞蹈，觉得实在是太棒了，于是巧妙地将两首歌编在了

一起。可是台长看过费翔劲爆的迪斯科以后，却感觉过于性感，指示邓在军

在播出时只能露上半身，不能拍全景。正式直播那天，邓在军可没顾那么多，

直接跟导播说：拍全景。

演出开始，台长发现不对，邓在军只能支吾地说，忘记交代手下了。

台长着急上火，又无法阻止现场的直播，只好对着话筒吼：“邓导，你

再切全景，我就处分你！”邓在军只好跟导播商量，“快切近景吧，要不领导

要处分我了。”

此时，歌已唱到一半，毫无准备的导播也只能手忙脚乱地给了些近景的

镜头。

《冬天里的一把火》就这样火遍了中国，一夜之间，费翔成了中国姑娘的“梦

中情人”。邓在军这冒险的行为也被视为一次勇敢的突破。事隔多年，费翔仍

对邓导这一大胆的举动充满感恩。

邓在军待人热情，工作拼命，有着四川妹子的那股爽朗劲，著名相声演

员姜昆曾如此评价邓在军：“无论大腕、小腕，她都能拢到一块。”

1998 年，邓在军执导的《百年恩来》获得了第16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作

为周恩来的亲侄媳妇，终于为敬爱的七伯百年诞辰献上了一份厚祭。

当2019年央视春晚再次响起了李谷一的《难忘今宵》，我们才惊觉，春

晚已经陪伴了我们整整四十年了，邓在军也已经八十高龄。在她之后，央视

春晚还陆续出现了孟欣、哈文等女导演，为我们的春节留下了无数精彩动人的

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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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海尔已是全球大型家电第一品牌，但其始终秉持“没

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理念，用闯劲谋创新，以创新

赢发展，从成立至今已实行了五次重大战略调整和管理变革，目

前已在全球拥有了数十家工业园、研发中心和贸易公司，全球员

工超过了6万，品牌价值位于世界同行的榜首。海尔的创始者、

领航人张瑞敏也因创新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而得到了世人的广泛钦

佩与赞誉。海尔的发展之路是“创”与“闯”，张瑞敏的成功也得

益于“创”与“闯”。

“创”与“闯”，是两个读音相似、动感极强、活力极足，

却相互关联的字，都意味着改变现实、打破常规、突破现状、

谋求超越，是十字路口的把准定向，是于无出路中找出路，是

于无声处中谋有声，体现的是主观能动，彰显的是开拓进取，

反映的是人活世上的精气神。“创”侧重于状态的改变和新气象

的呈现，更多地是以智慧和以先进手段作支撑；“闯”则侧重于

行动和作为，更多地是需要勇气和胆量来鼓动和推进。在人生

的丰富和事物的发展中，“闯”是“创”的条件，“创”是“闯”

的结果，没有“闯”不可能有所“创”，有了“闯”方可拥有“创”

的希望和喜悦。

其实，“创”与“闯”的要义，是主动进取、主动作为，是

通过思考、探索、实验、试验等方法，去发现、发明或创造，

找到或产生新的理念、新的手段、新的途径、新的技术、新的

天地、新的产品，是化无为有、化旧为新、化后为先、化坏为

好、化劣为优、化穷为富、化小为大、化弱为强的谋变行动，是

化梦想为现实，化腐朽为神奇的演变过程，是一种现状的改革、

改良和改进。

人类发明了火种，告别了茹毛饮血，靠的是“创”和“闯”；

人类发现了药物和医疗技术，告别了有病等死，靠的是“创”和“闯”；

人类从原始文明、农耕文明，进化到工业文明，再迈步到现在的

信息文明、数字文明和生态文明，靠的是“创”和“闯”；从物质

和生理的不断满足，到精神的不断丰富和心灵的不断充实，靠的

是“创”和“闯”；从不知道自然和地球的奥秘，到自然规律的不

断掌握与运用，到“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靠的更是“创”

和“闯”……“创”和“闯”，永远是时代发展的主题，是科技进

步的引擎，是国富民强的不竭动力。具体到人类个体，它却是抱

负施展和人生超越的法宝，是把个人打理得最适、最优、最佳的

根本方法。“创”和“闯”，始终是那些向好向善向上的人们的应

有追求和必备品质。

在现实情形中，有些人并不明白“创”与“闯”的重要，以至

于在人生的路上不是反应迟钝，就是有所偏颇，结果错失了很多

良机，留下了很多遗憾。有的既没有“创”的愿望和景象，更没

有“闯”的胆识与行动，安心于“等靠要”和“混日子”，满足于“比

上不足，比下有余”，热衷于所谓的“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和“不

求富贵，但求平安”。有的虽有“创”的想法，却没有“闯”的行

动，只想富庶不想奋斗，只想成名不想付出，只想方便不想动

手，只想出新不想出招，只想出奇不想出力，只想出彩不想出汗，

更害怕遭遇“闯”的风险，承担“闯”的代价。也有的把“创”

片面地理解是对过去的否定或是对新活法的热捧，无视自身

实际，不按规律办事，不分真假美丑，也不听不同意见，一味

地追求所谓的新潮流、新花样、新生活而鲁莽地“闯”、盲目地“闯”，

把自己弄得个不伦不类和不三不四，被讥讽为好出风头和人中的

异类。凡此种种，都不是真正意义的“创”和“闯”，也就不可能

实现自身状况的根本改观，更不可能拥有华丽转身的效果。

在当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前面标兵越来越多，后

面追兵越来越快”的时代背景下，“创”更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必

须，“闯”更则是不敢沉沦者的应有表现。一个人可以有这样那

样的缺点，但不“创”不“闯”则是明显的自甘落后和不思进取，

是为人处事的冷漠病，是开历史的倒车，是典型的慢性自杀，只

会被时代所抛弃。

要做到“创”和“闯”，确实需要有完善自我的强烈愿望，有

热爱生活和生命的满腔激情，有一股积极向上的蓬勃朝气，有一

股自我否定和自我革命的勇气，有一股创先争优的昂扬胆气，有一

种认定的事情坚持做、反复做的顽强韧劲，有一种不怕困难、谋

求改变的坚实闯劲和务实干劲。倘若此，我们的人生才可丰富和

精彩。

没有追求的人是乏味的，没有挑战的人是空虚的，没有波澜

的人生是残缺的。让我们在“闯”中发现，在“创”中出新，

把富有刺激和活力的“创”“闯”二字刻进脑海，流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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