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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峰是杭州人眼中的熟面孔，更
多人喜欢叫他“阿峰”。因为5年前的央
视鸡年春晚上，他表演了小品《阿峰其
人》，将那个圆滑过头、爱拍马奉承，结果
搬了石头砸自己脚的阿峰，刻画得入木
三分。

用杭州话说，阿峰的头衔“木佬佬”
（多得很）——国家一级演员，杭州滑稽
艺术剧院（以下简称“杭滑”）党支部书
记、杭州杭剧改革组组长、杭州杭剧团团
长、浙江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杭州市曲
艺家协会主席等。业务“很结棍”（很厉
害）——曾获评全国最美文艺志愿者、浙
江省 G20 峰会先进个人、杭州工匠、杭
州市十大杰出青年等。

不久前，董其峰以小品《礼尚往来》
喜摘第十二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
奖”。中国曲艺牡丹奖是经中央批准，由
中国文联、中国曲协共同主办的全国性
曲艺专业奖项，每两年评选一届，本届牡
丹奖共评出表演奖6个，含金量极高。

从2014年崭露头角获得牡丹奖“新
人奖”，到如今牡丹再开，董其峰刻苦磨
炼了整整8年。

演员阿峰
矢志坚守待得牡丹开

很多人想不到，杭州话讲得“发靥”
（有趣）的董其峰，其实是绍兴人。1981
年，他出生于绍兴市富盛镇。

“小时候，我最享受的事情，就是和
母亲静坐在收音机边，听生动有趣的莲
花落。”每次谈到跟滑稽戏的渊源，董其
峰都会想到这个画面。

从小在各个村庄追着看社戏、听莲
花落的经历，让他喜欢上了艺术。他说：

“我们小时候也追星，追的都是胡兆海、
倪齐全、翁仁康这些明星。”初中时，学校
里举办文艺晚会，很多同学唱流行歌曲，
而他张嘴就是戏曲曲艺。

1997 年，董其峰考上了杭州市艺校
的曲艺班，成为杭滑的委培生，同班
23人。

初入杭滑，演出任务便十分繁重，
常常深入基层，或走进社区，或上山下
乡⋯⋯作为滑稽剧团的演员，并没有想
象中那么光鲜华丽，有的多是不为人知

的苦处。“为节省经费，演员们住地下室，
协作搭台，条件很艰苦。没多久，就有几
个人退出了。”回忆起当初的日子，董其
峰感慨地说。

那时正逢文化事业多元化发展时
期，很多曲艺班的同学纷纷转行；但董其
峰和另6名同学留了下来，他们坚信：曲
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瑰宝，是一门
包含民众声音与家国情怀的艺术，要传
承好中华传统文化，激活曲艺的新生动
力，让她绽放更美的光芒。

2017年，董其峰领衔主演的小品《阿
峰其人》登上央视春晚，实现了杭州本土
语言类节目零的突破，随后是央视元宵晚
会的《求字》，让杭州
地方戏剧获得

了全国影响力，也让董其峰倍感自豪。
让杭州滑稽戏和杭州传统文化被全

国人民认知是一件特别荣幸的事情，“上
央视可不容易。一回又一回的审查，一
遍又一遍的改动，一次又一次的创新，最
终成功了。我当时跟团队的小伙伴开玩
笑，上一次春晚，我感觉发际线都后移
了。”

今年，帮他赢得牡丹奖“表演奖”的
小品《礼尚往来》，是与方菁萍、梁雪、钦

婉云、朱贺镭搭档，以
给领导送礼的乌龙事

件为故事线索。小品的
主角还是叫阿峰，董其峰

通过风趣幽默、张弛有度的
表演，将阿峰亦正亦邪、机灵

幽默，又带点滑头的形象演绎得淋
漓尽致。

“孤木不成林，单丝不成线，这次获
奖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董其峰认
为，能有一堆“老戏骨”帮忙当“绿叶”，才
使“牡丹”绽放得更光彩夺目。

团长阿峰
让非遗曲艺活态传承

每天上午 9 时，董其峰便在办公室
准备一天的工作。有时晚上还要在剧场
通宵排练，准备演出。“朝九晚九”，是他
的工作常态。

2014年，董其峰刚接过剧团管理的
大旗时，压力很大。

当时是什么状态？一个剧团，担负
着9项非遗的传承保护任务。

董其峰“拨拨手指”介绍：杭滑创立
至今已有69年深厚积淀，同时也是全国
唯一同时拥有六项国家级非遗项目：独
脚戏、杭州评词、杭州评话、小热昏、武林
调、杭州摊簧，两项浙江省级非遗项目：
杭剧、滑稽戏以及一项杭州市级非遗项
目杭州方言的责任保护单位。

“2009年杭滑成为杭州市首家文化
体制改革试点单位，院团改制之后那么
多人要吃饭，怎么办？整整两个多月时
间，我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去医院
一看，被诊断为神经衰弱。”董其峰说，妈
妈看他这么辛苦，心痛地责备他为什么
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单纯当一名演
员不好吗？但他觉得，只有一个团队好，
才能让自己酷爱的艺术走得更远。

近年来，杭滑坚持培养复合人才、创
排高格调艺术作品、创排精品力作、推广
普及非遗，努力让各项非遗曲艺在新时
代的舞台上活态传承。

“既要讲精致，也要卖票子。”董其
峰觉得，带好一个剧团，艺术水准和经
济效益缺一不可。他亲力亲为，到处跑
演出，不断打磨剧本。在董其峰带领
下，近年来，杭滑创排了多部既叫好又
叫座的剧目，如《老来得子》《男人立正》

《清清白白》等。疫情期间，董其峰还带
领杭滑团队充分发挥“文艺轻骑兵”特
色，创排《致敬！大爱之城的英雄》专题
文艺晚会，讴歌英雄、普及科学防控知
识、提振大众信心。这两年，更创新推
出了线上线下“私人定制”服务，网络点
击率持续火爆。

剧团始终不遗余力培养青年人才。
一直以来，杭滑积极发掘、建设青年传承
人才梯队，用心打造“杭滑新势力”，剧团

里的 90 后演员占了将近一半。2020
年，杭滑青年演员金一戈斩获第十一届
牡丹奖“新人奖”。

“曲随时代，艺为人民。”董其峰表
示，今后，杭滑将更加用心用情用功抒写
时代、讴歌人民，创作出更多、更好无愧
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

工匠阿峰
打磨作品积累观众缘

有人觉得，喜剧人讲究观众缘。有
的人天生就是要吃这碗饭的，你看到他，
就会发笑。

但董其峰用事实告诉你，观众缘，是
靠一场场演出、一个个作品累积换来的。

前辈徐筱安曾经评价董其峰：走在
杭州的大街小巷，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小
名：土根。他在杭州曲艺栏目《开心茶
馆》中扮演了一个固定人物土根：永远在
谈女朋友，永远结不成婚，永远很傻很天
真⋯⋯有人曾经说，舞台上是学本事的，
镜头前是用本事的。在《开心茶馆》录制
现场，董其峰还没出场，观众听到他的声
音就开始笑了——观众对董其峰如此熟
悉、认可，这是他不断锤炼的结果，也是
对他努力的回报。

这种观众认可度，也来自于董其峰
持续不断地在一线演出。

“好的，演出我顶上。”采访时，董其
峰接了一个电话，当天团里有一场在临
安的演出，可是许多演员在绍兴比赛“故
事会”，来不及赶回，他当即答应去“救
场”。直到现在，他每年参与的基层演出
仍然有100余场。

他曾经为了学上海话，去上海打工
两个月，终于获得了本地阿姨的认可：

“一开始怎么听都像外地的，这下子听起
来是本地人了。”每次排练重点剧目，反
复推敲修改是常态。比如这次的《礼尚
往来》，有记录的修改就有38稿。

“择一艺，终一生，传承推广地方戏
曲曲艺文化，就是我最大的心愿。”董其
峰很谦虚，“我没别的本事，除了表演滑
稽戏，我几乎什么特长都没有了。我只
希望在滑稽戏的舞台上一直做到退休，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也是我一生的热
爱。”

杭州喜剧明星董其峰获第十二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奖”——

表演滑稽戏，是我一生的热爱
本报记者 陆 遥

54 岁的毛奇海戴副眼镜，是学生眼
中的超级偶像，也是农民眼中的农技达
人。谈及学生和自己的专业，毛奇海总
是有讲不完的话。

“园林专业需要不断学习、实践，不
仅要从书上学，还要去企业和农场学。”
自1990年大学毕业后，毛奇海一直在衢
州第二中等专业学校担任园林园艺专业
教师，一干就是 30 多年。放学后，他最
喜欢做的事情就是“钻”进农场、果园和
苗木基地，查找植物生长过程中的问题，
在实践中教学。

干货满满靠接地气

不久前，毛奇海带着学生从杭州载
誉而归。在全省中职学校学生技能大赛
手工制茶赛项中，衢州第二中等专业学
校获得了团队三等奖。

“第一次参赛能有这样的成绩，我为
他们感到骄傲。”毛奇海说，学校没有开设
手工制茶这门课程，他们从零开始，利用
双休日、晚自习时间不断自学、实践、摸
索。都说名师出高徒，毛奇海的学生曾在
技能竞赛中获得全国二等奖、省一等奖等
多项荣誉。教书32年，他曾被评为江山
市名师、衢州市学科带头人等。

“毛老师上课很接地气，有很多干货
仿佛自带黏性，吸引我们去思考、探究和
实践。”在学生周子俊眼里，毛奇海有些

“另类”，他经常带学生泡在实训室或企
业、农场里，现场难以板书，他就亲身示
范教学。学园林植物修剪，他拿出一棵
树苗边修剪边讲解；学盆景制作，他就搬
出盆景演示⋯⋯

“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要让每一
位学生好就业、就好业。”在毛奇海看来，
把书本上丰富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出的经
验合二为一，有助于学生更深入地钻研
园林知识。

“跟着毛老师，我们真正学到了技术
和本领。”周子俊告诉记者，无论是江山
的苗木基地、茶园，或是桃园、葡萄园等
地，毛老师和他们都是常客。

近段时间，毛奇海正进行“中职专业
课程‘三题一体’”相关实践与研究。他
向企业主或农场主了解农业生产中遇到
的问题，然后编成课题，由学生来解题。

例如部分农场的丝瓜 2021 年受到黑守
瓜害虫危害，类似情况如何有效预防？
面对毛奇海编的这个课题，学生们结合
理论，从实践找到了答案——丝瓜苗长
到一定阶段时，在瓜苗茎基周围地面撒
布石灰，就能阻止黑守瓜害虫在瓜苗根
部产卵。通过“三题一体”，教学与实践
更紧密地结合，教学质量得以提高。

培训农民要泥土气

“毛老师，我的辣椒出现大量死棵，
您过来帮我看看吧！”

“毛老师，我的桃园里飞鸟、天牛为
害，怎么解决？”

⋯⋯
下了课，打开手机，毛奇海的手机上

常有未接电话，有的是市内外高素质农
民培训部门邀请上课的电话，有的是培
训后学员遇到问题向他求助的电话。江
山市还曾有一位村书记找上门来，邀请
毛老师担任村干部——“美丽庭院”建设
指导员。在学校里，毛奇海是一名高级

教师，走出校门，他还是很多农民的
高参。

毛奇海说，给农民上课这事，可以追
溯到1992年。

当时，毛奇海跟着老一辈的教师到
农村支援农业生产，运用专业知识教农
民科学种植。随着乡村振兴持续发力，
他加入了讲师队伍。庭院绿化、果树栽
培、病虫防治⋯⋯他紧盯农民的关注点，
不断丰富授课内容。

毛奇海很快发现，农民与学校里的
学生明显不同，上课时如果从农民身边
的案例出发，他们就坐得住、愿意听。于
是，在日常为农民上课时，毛奇海就从开
场白着手，特别讲究土味、趣味，从而引
起农民共情。

在“水稻生产技术培训”培训中，介
绍二化螟的生活史及生长习性，如何激发
农民的学习兴趣，让他们更好地掌握知
识？毛奇海用“孙悟空七十二变”打比方，
让农民形象地知道了二化螟一生的四种变
态；在“小盆景制作”课上，为引起农民的关
注，他直接从小盆景的售价开场：“我手上

这盆小盆景，原本是一株5元的六月雪小
树苗，现在经过造型养护，能卖500元，怎
样才能让这棵六月雪小树苗身价百倍？今
天，我就来教大家。”

教学时，要多用生动案例，让农民听
起来新鲜、学起来有用。为此，毛奇海准
备一节课，往往需要数次跑农场寻找案
例，或是耐心地在书本或网上查找相关
内容。

“有毛老师这个‘农秀才’，我们遇到
技术问题不慌了！”江山一名种植美国红
枫的农场主说，枫树种下没多久就遭到
天牛危害。在一次乡村振兴讲堂中，他
向毛奇海求助。经过调查，毛奇海结合
天牛习性，建议他改变打农药方式，把

“掏洞打药式”换成“输液式”，结果天牛
危害很快得到有效控制。“没想到同样的
药水，换了个方法效果好了这么多！”这
名农场主说。

沾满泥土气的培训课，让农民收获
了实实在在的福利。渐渐地，邀请毛奇
海去上课的村庄越来越多。今年 9 月，
他刚上完江山市高素质农民“数字水稻

生产技术”培训课，又被请到衢州市柯城
区上“蔬菜生产技术”课，接着又到武义
上“美丽庭院”课，然后到新昌上“苗木生
产技术”“水果生产技术”课，忙得不亦
乐乎。

近5年，毛奇海在乡村振兴讲堂、高
素质农民培育课堂上授课 100 余次，培
训了近5000名农民，帮农民解决了许多
农业生产中的困难。

潜心钻研有点“傻气”

在衢州第二中等专业学校，毛奇海
的办公室桌上和靠墙书柜里摆满了各类
园林专业书籍和杂志。“这是我最喜欢的
杂志，这次在全省首届‘绿领新导师’名
师名课大赛中拿到特等奖，正是受到这
些书籍和杂志的启发。”毛奇海拿起一本

《花木盆景》杂志介绍，这是他专门从学
校阅览室找来的，从阅览室“淘宝”的习
惯已保持20多年。

“别看毛老师 50 多岁了，还很有小
伙脾气。”在校长徐凌志眼里，毛奇海只

要碰到专业领域中不熟悉的内容，他就
会潜心钻研，自带韧性。

不断自学进步，这是毛奇海必练内
功。这学期，毛奇海教的是“园林绿化工
程预算”课程。课程涉及的软件运用，在
毛奇海上大学时还是空白领域。为此，
他早早跑到园林公司，向园林预算师请
教学习。“工程预算应用软件，毛老师现
在用得可溜了。”徐凌志补充道。“只有老
师先掌握好才能教好学生。”毛奇海说。

在毛奇海的妻子看来，他的这股认
真劲甚至有些“傻气”。他们用多年的积
蓄，好不容易在市区买了一套房子。别
人在院子里种花、种草或养鱼，他却把院
子开发成他的教学试验田。

在别人看来的这些“傻气”，却为毛
奇海带来了不少收获。2012年，他参与
主编的《园林绿化工程预算与资料管理》
一书正式出版，并在当年成为职高园林
园艺专业教材用书。

一年又一年、一届又一届，毛奇海用
自己的专业知识，带出了一批又一批技
能高手，助力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

衢州园林园艺教师毛奇海

上课名教师 下田“农秀才”
本报记者 梅玲玲 市委报道组 蒋 君 通讯员 汪晨云 徐丽琴

共富路上带头人

毛奇海
衢州第二中等专业学校高级讲师，中共党员，曾

获评省乡村振兴实践指导师、衢州市乡村百师、衢州
市学科带头人、江山市名师。他不仅培养了一大批
园林（园艺）技术专业学生，还把农业生产技术送到
田间地头，为广大农民服务。 毛奇海教学生修剪桃树。

 毛奇海在衢州市柯城区
高素质农民蔬菜生产技术培
训班上授课。

董其峰2022年9月在牡丹奖颁奖现场。

董其峰（中）主演的小品《阿峰其人》登上2017年春晚。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