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2019.12.11 星期三

编辑 陆娟 美编 王晨同

创业·人物

40岁，不惑之年，肇恒军把自己的八旗茶苑开在了故宫西门对面，这是在多次创业之后，他给自己选择
的最适合的赛道。

在这里，游客和市民可以听盛京相声、听评书大鼓、听满族故事....
从多年票友到专职相声演员，他说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和他一样的，还有还在草创时期的八旗茶苑，这个承载着他小小野心的文创园子；他说这是一个满族相

声演员的初心。

多年票友成为专职相声演员

“大家好，我是八旗茶苑的班主，我
的名字叫肇恒军，满族，正黄旗，恒字
辈，满文名字叫爱新觉罗·横晃……”开
场10秒钟，肇恒军的一个包袱就抖响
了！不过即使是这个他常用的包袱，每
天依然要和师父关浩勇磨上几遍。

12月10日下午2时，刚从舞台上
下来的肇恒军，头上微微沁着汗，刚刚
他并不是表演，只是在溜活儿，他说这
才是一个相声演员的台下日常。

作为班主，肇恒军毫不避讳自己
并不是童子功出身。

“我其实正式学习相声也就几年的
时间，之前一直是票友。我认识我师父
10多年时间了，最初他是相声演员，我
是底下的观众；之后他是相声演员，我
是演出场地的提供者；现在他是相声演
员，我成了他的徒弟。”肇恒军说。

关浩勇，师从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杨振华，肇恒军现在是他的口盟弟子。

“郭德纲说过，评价一个相声演员
的好坏，要看他的商演票房，我师傅这
些年的商演就没断过。现在平时上
台，也大多是师傅带着我，能跟着他学
习，是我最大的幸运。”肇恒军说。

在成为专职相声演员之前，肇恒
军从事过很多工作。

“大学里学是策划专业，毕业之后
最早是从事了几年文字工作；后来开
始自己创业，开过会馆、做过策划，还
曾经参与创办过一家后来上市的房产
方面的公司。不过这些工作或者是自
己不喜欢，或者是没有很好的发展，最
终我想到了我平时最爱的曲艺，成了
一名专职的相声演员，并把这个做为
我今后的创业方向。”

满族相声演员
创办八旗茶苑 传承盛京文化

肇恒军展示自己编写的两本教程。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隋冠卓 摄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隋冠卓

坚持公益演出 编辑相声开蒙诗

“相声这门艺术，是最需要舞台
的，就是必须要上舞台，最早就是我师
父带着我上台演。最初也都是小规模
的，主要都是演给行内的老师、或者朋
友们看。记得最早有一回，我刚上台
说了一会儿，一个长辈就站起来了，和
我师父说，你以后可千万别说他是你
徒弟，太丢人。”说起从艺的故事，这段
儿经历让肇恒军一直记在心里。

“后来呢？”记者问。“后来继续努
力训练呗！”肇恒军回答，“这个就是
得下苦功，我们沈阳人的口音相对要
重一点，我首先要改的就是这个普通
话口音，在平时说话时就要注意，开
始的时候，说出的每一句话都要先在
脑子里过一遍，整个人都显得呆呆
的。”现在的肇恒军，即使是在平时说
话时，也很难听得出口音来。

在说相声初期，肇恒军并没有自
己的地方。“开始都是跟着老师去说，后
来有了一个固定的，就是太原街的玖伍
文化城，每周二都要去说一个半小时的
相声，都是公益演出、免费的，主要面向
学生、推广相声文化。”肇恒军说。

付出总有收获，通过在玖伍文化城
的表演，以及之前师父的一些关系，肇恒
军开始带着相声艺术进校园来推广。

“相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

现在的中小学都有第二课堂，大学里
一般也都有相声社团。我就走进校
园去，因为之前从事过文字工作，我
就想，怎么让相声这门古老的艺术能
让更多的孩子接受和学习。”肇恒军
就开始和师父研究，把之前口耳相传
的那些相声技术整理成文字。

“现在最讲究大语文，我一研究，
其实相声本身就是一门大语文的学
问。相声本身是有着自己的逻辑，上
台说相声，和观众的互动非常重要，
就是现场砸挂，这就需要有着很强的
逻辑性、词汇量和反应速度，那这几
点是什么，就是作文最重要的要素
啊！还有，我们相声讲究‘理不歪、笑
不来’，怎么能做到‘歪理’，那就需要
知道什么正理，要知道原理，这不就
是阅读理解么！你看现在很多转行
的相声演员，在主持、演讲、小品、影
视剧等领域都发展很好，就是因为接
受过相声训练。”肇恒军说。

经过研究，肇恒军总结出了两
本“教程”：《相声普通话基础训练》

《相声开蒙诗》。
“都是针对小孩子的，相声讲究

仄口，简化之后可以等同于汉语拼
音中的韵母发音，那么久通过学相
声背古诗，效果很好。”肇恒军说。

是沈阳故宫，所以就叫了八旗茶苑。”肇恒
军说。为此，肇恒军卖了自己的房子。

在肇恒军的规划中，八旗茶苑白天可
以是一个茶楼，晚上就是一个相声园子：

“要说在业界的对标，我希望能把我这个茶
楼办成沈阳的‘名流茶馆’。”

名流茶馆位于天津，始建于 1991 年，
是改革开放后第一家将相声重新引进茶
馆、为相声回归小剧场开辟先河的茶馆；亦
是天津目前演艺茶馆行业中唯一连锁经营
的茶馆，共有四家分号，且日平均接待本乡
及外地观众千余人次，成为天津传统文化

艺术的展示窗口，被誉为“天津新文化品
牌”。

“我把八旗茶苑定位为一个微型文旅
产业。在这里，游客和市民可以听盛京相
声、听评书大鼓、看古彩戏法，可以把这里
当成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小基地，
创业的合伙人中就有一位深耕非遗文化多
年的；同时我这里还可以听满族民间故事、
听满族音乐、欣赏满族书画等，这里还会邀
请盛京昂古满语研究院的专家来进行满语
的教学；主要就是要传承盛京文化。”肇恒
军说。

创办八旗茶苑 传承盛京文化

成为专业的相声演员之后，肇恒
军就想能有一个自己的地方。

“也是机缘巧合，沈阳老字号博物
馆那边想做些推广工作，老字号博物
馆就在沈阳故宫西门的正对面，他们

主要是在二楼，经过几次深谈，最终
我在他们的一楼开了这个八旗茶苑，
本来就是相关产业，一楼经营好了，
对二楼肯定也有正面促进。为什么
叫八旗茶苑？我是满族，这个地方

利用淡季磨合团队 以待来年

八旗茶苑今年八月开始装修，十一月
中旬装修完毕。

当初那个指着鼻子说他会让师父“丢
人”的长辈，送了一对一万多元的话筒。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把八旗茶苑开
到这个位置，主打的就是盛京文化。文化
怎么能传承？首先得让更多的人知道。靠
着沈阳故宫，会有很多旅游资源，我也主动
和一些主打沈阳故宫地接的旅游公司进行
战略合作，进行推广。我们希望的是，游客
可以在去故宫前，到我们茶馆先了解满族
文化，帮助他更好地参观沈阳故宫；也可以
参观完沈阳故宫到我这里来歇歇脚，听听
故宫中听不到的故事。到一个地方旅游，
首先要了解当地的文化，最直接的是了解
当地的语言，那么听听当地的曲艺就是最
好的途径。八旗茶苑就是一个让你更好了
解盛京文化的地方。”肇恒军说。

不过，虽然八旗茶苑“灯光音响，一律
完备，现场座位，七十有八。红毡铺地，笼
灯高挂，干果点心，一壶清茶。评书相声，
古彩戏法，琴棋书画，诗酒花茶，国学讲坛，
新片宣发，学员展演，熏香百搭，朗诵书会，

团建聚家”，八旗茶苑现在还属于团队磨合
阶段。

“现在是沈阳旅游的淡季，我这么选择
主要还是磨合团队、磨合流程、磨合服务。
你看旺季，比如十一期间，沈阳故宫西门门
口卖糖葫芦的，每天差不多能卖出1000多
根，营业额上万元。如果不趁着淡季磨合，
我们很可能到时候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
题，进而影响到沈阳相声、满族文化的品
牌。首先要做好内功，这个和学习传统曲
艺一样，需要水磨功夫，急不得。”肇恒军
说。

“很多外地人都知道咱们沈阳的二人
转。其实沈阳相声的一些特点，比如包袱
更快、更脆，就是受到二人转一定的影响。
民间传统曲艺总是会在发展中相互促进
的。我们总讲满韵清风，我想让外地人知
道，咱们沈阳不只有二人转，还有很多也很
好的传统曲艺项目。”肇恒军如是说。

“西照琉璃瓦，比邻有皇家。一草一木
皆悠远，茶苑有鲜花。满韵清风，精彩辽
宁。”八旗茶苑装修完成那天，肇恒军发了
这样一条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