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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源于对百姓的关心
看着杨刚老师的作品简介，当中不乏

众多又叫好又叫座的戏，很多人都不解：为

什么杨刚老师既能够抓住观众的心，又能

够与时俱进？其实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他

能准确把握党的文艺方针和大型文艺活动

规律，是一位能写、会写好作品的大家，更

因为他能够始终坚持先进文化发展的方

向，把唱响主旋律、打造文艺精品，作为艺

术创作的最高追求和境界。这些年合肥市

乃至全省很多的重大舞台文艺和电视文艺

活动，大家都可以看到杨刚的身影。人人

都敬重他，人人也都相信他。从九十年代

的首届全国“相声节”到今年的中国曲艺

“牡丹奖”大赛，从安徽省各类形式的大型

文艺活动，到已经享誉全国的“江淮情”大

型文艺慰问演出，都可以看到杨刚在幕后

为广大观众贡献着自己的才智和心血。

要问为什么杨刚能保持如此高涨的创

作热情？其实也很简单，“为人民大众写

作”，是杨刚作为一位人民艺术家始终坚守

的一个信念，也是他永葆艺术青春和旺盛

创作力的重要原因。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

句话：“戏剧创作一定要讲社会责任，要尽

可能地多创作一些能够鼓舞人们精神向上

的作品。”因此，他创作的作品都离现实生

活最近，最关注、贴近基层老百姓的生活和

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这位从乡村走出来

的剧作家，心中时时装着民众。只要是百

姓喜爱的，他就乐意去做。事实也证明了，

杨刚的戏老百姓也最爱看。

杨刚的创作在很多时候体现了与众

不同的视角，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身边故

事，讲述别人没能讲述的动人情感。杨刚

在儿童剧的创作方面还挺有孩子缘，接连

创作了2部关于孩子的作品，这是很多剧

作家还没能涉足的题材，也是最能打动人

心的题材。近年来，农民工子女教育一度

为全社会所关注，为了解农民工子女的生

存状况，杨刚与同事不辞劳苦，走进工地，

和农民工子女面对面交流，感受、了解他

们的生活、学习等状况，采访农民工学校

教师，搜集到了大量令人感动、生动形象

的素材，几易其稿创作出了大型儿童话剧

《山里的泥鳅》。剧本一推出，安徽省话剧

院立马把它搬上了舞台。作为第九届中

国艺术节文华奖的展演剧目，《山里的泥

鳅》是我国首部以农民工子女为主要描写

对象的儿童剧。到目前为止，《山里的泥

鳅》已经在上海、合肥、广州等地演出了

150多场，被专家们誉为一部“小题材大热

点，小视角大境界，小人物大震撼”的优秀

儿童剧。该剧在第六届全国儿童剧优秀

剧目展演的众多参赛作品中，获得了二等

奖，第七届上海优秀儿童剧展演“最佳剧

目奖”，安徽省第十一届精神文明建设“五

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并且获得了文化

部精品工程现实题材入选作品奖。就这

样，杨刚创作出了一部部人民群众喜爱的

佳作，而这也成为了扛在他肩头的艺术家

的使命与职责，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

在当下不少人都用收入来衡量工作的时代，作为一名在合肥本土成长起来的专业编剧，二十多年来，杨刚始终保持着一个艺术

家的职业操守，每当有地方需要他的笔杆子时，杨刚就骑着自己那辆破28式自行车默默地出现了……对于作品他向来一丝不苟，可

对于名利他却是从不苛求。经常有人问他：你觉得这样值吗？他总是满不在乎的回答：“我不为这些，我是为老百姓写戏。”

剧本是一剧之本，是任何一部戏存在

的灵魂。每一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如果

没有剧本提供的艺术创造空间，其才华都

将难以施展。可以说，很多著名艺术家之

所以能够在舞台之上绚丽绽放，正是源自

一群默默耕耘于舞台之下“非著名”剧作

家们的支撑……杨刚就是其中一位。

剧本的创作是一门苦差事。创作一部

比较大的戏剧剧本，往往需要花费几个月

乃至一年多的时间，如被剧团采用，能拿到

手的稿费也是不多的。这种情况使得不少

剧作家无法潜心投入创作，有的渐而转行

改写影视剧或小说，也致使一批潜质较好

的年轻人望而生畏。作为一名专业编剧，

不仅需要具备深厚的文学修养和丰富的人

生阅历，还要深谙戏剧的创作规律与技巧，

加之长期以来缺乏编剧这一行当的专业课

程和培养机制，所以编剧之差鲜少有人问

津。而杨刚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从没打过

退堂鼓。作为幕后的编剧，一个人在家点

灯熬油、苦苦思索，或爬格子或敲键盘，无

论付出了多少辛苦却是没有人能看得到。

尤其当戏剧正处于不景气的阶段，戏剧编

剧更是一项付出多、收入少的工作。

但对于自己的工作，杨刚却另有一番

情怀，“戏剧创作是寂寞的事业，要有着社

会责任感，要有着甘愿付出的胸怀，要不然

做不好编剧，最起码不是称职的编剧。”二

十多年来，他就是这样一直以可贵的敬业

精神，痴心坚守在戏剧创作园地。现在，他

说自己的坚守得到了回报，看到了希望和

美好的前景，“文化体制改革的前奏一打

响，很多文化院团必须打造出过硬的作品，

借着这一股文艺院团改革的雷声，大家都

卯足了劲地要拿出更好的本子来，文化体

制改革作为一个激励我们的平台，不断给

我们提供动力和支持，而我们也要从自身

创作改起，有市场意识就不再是‘寂寞’的

事业了。其实，我感觉有时候寂寞也是一

种快乐。”

坚持，源于对创作的热爱

“我是为老百姓写戏”
——记安徽著名编剧杨刚

编剧是干什么的？高尔基曾有句名言：在一切文学样

式中，剧本是最难的……剧作家郭启宏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剧作

家“要有诗人的激情，小说家的睿智，散文家的辞藻，杂文家的机锋，还要当半

个思想家、半个哲学家……”如此，足见其工作的难度之大。

杨刚为何人？初次听到这个名字，恐怕大多数人和记者一样感到陌生。用他自己

的话来介绍，“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编剧，并非什么著名大腕。请大家相信，我也没有什

么惊天动地的作为，只是在安徽、在合肥，这片土地给了我成长的机会，让我从一个只有

中专学历、对戏剧创作一窍不通的人进入了这一方天地，这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记者 徐佳

前几年，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在

偏远的农村地区有一些群众不能理解，为

此，杨刚用了20多天时间跑遍太和、阜阳

等地乡村，深入底层了解情况，创作出了

大型舞台剧《国事家事》。由于剧情真实、

细节感人，题材牵动着百姓和社会的神

经。《国事家事》仅在安徽省就巡回演出近

百场，后来遵义市文工团等多家剧团将这

部戏移植，先后演出了200多场，场面相

当火爆。

近几年，杨刚的创作条件虽然比过去

好了，可他仍然每天兢兢业业地创作着，

朋友都说他太辛苦，杨刚自己却一点也不

觉得苦，反而觉得很充实，“上世纪80年代

后期到前几年，戏剧的形式一直特别不

好，可那时候恰巧是我的创作最多产的时

期，现在想一想那个时候的坚守还是让我

比较欣慰的。”杨刚并没有被当时的困境

所吓倒，反而迎难而上，不断创作了出像

《好人王科长》、《何家庆》、《国事家事》、

《村长娘子》、《走进阳光》、《老巴克与小巴

克》、《山里的泥鳅》、《魂系小岗》等一批全

国、全省获奖作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5月，第四届

全国体育大会在合肥召开。这是安徽省

和合肥市迄今最高规格的一次体育盛会，

为做好开幕式的大型文体演出，杨刚与合

作者一起，多次讨论，并主笔拿出了完美

的演出台本，为排练提供了很好的方案。

在准备开幕式演出的紧张排练中，考虑到

杨刚的年龄，合肥市文广新局的领导决定

让他做文学部部长，只要拿出台本就完

事。可杨刚从来不这么想，个人的问题根

本不是他所关注的焦点，作品的好坏才是

他心中的第一。考虑到整场开幕式的文

字非常多，需要讨论的事情也非常多，杨

刚时时冲在第一线，参加讨论，并与大家

一起商量最佳的表演方案，这种严谨的工

作作风让大家感受到了一名艺术家的职

业操守和为艺术孜孜以求、永不倦怠的精

神。辛勤的付出终于得到回报，今年“四

体会”开幕式演出的完美呈现，得到了中

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以及国家

体育总局领导的高度赞扬。如此的殊荣

要是别人早美滋滋地乐于站到台上去分

享聚光灯、鲜花和掌声了，可杨刚却喜欢

躲得远远的，因为在他看来，干好自己的

本分工作就已经是对他最好的褒奖。

奋斗，源于对作品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