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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祝贺你和你的团队从西安载誉归来。在西
安演出期间两次被叫停，是怎么回事？

安万：说实话，我唱了37年戏，西安的场面是最震
撼的。每天早上9点开戏，清晨5点就有人排队。第一
天演出时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人，安保措施没有做到
位。演出的地点是西安市中心，周边是马路，当演出的
锣鼓敲响时，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一下子挤在了一
起，考虑到安全，不得不停止演出。这对我来说是第一
次因为人多而停止演出。增加了安保力量后，我们继
续演出，但还是因为人多不得不叫停。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西安当地政府不支持，我在
这里澄清一下，当地政府是非常支持的，从最初的20人
的安保，增加到 200 多人。附近派出所的警察为了安
全，也是24小时昼夜执勤，保障演出顺利进行，特别感
谢他们。

记者：为什么要去秦腔重镇西安演出？
安万：西安是秦腔的圣地，秦腔界

的天花板“两社一院”（易俗社、三意社
和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都在西安。能
在“两社一院”的眼皮底下演戏，是每
一位秦腔演员的梦想，对民营院团的
演员来说简直就是破天荒。为了这次
演出，我们也做了充足的准备，添置了
服装，更新了道具，精选了剧本，是抱
着学习的态度去的。

现在看来，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在演出期间，好几
位秦腔艺术家来到现场和演员交流，对我们的表演表
示认可，也提出了指导意见。而且，西安的一些戏迷也
在现场指出表演的不足之处，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和
支持。

记者：很多陕西戏迷说，从安万剧团的演出看到了
不一样的秦腔，你们是怎么做到创新的。

安万：我从9岁接触秦腔，到13岁跟团演出，37年
来一直感觉秦腔不温不火。我觉得，秦腔没落的原因，
一个是剧目不多，每个院团演出的都是大家耳熟能详
的那几本戏，让观众有了审美疲劳；另一个原因是秦腔
和观众的互动性不够。

为了改善这个局面，我就想到了自己办团。为了
让年轻观众喜欢，我购买了最先进的音响和灯光，还有
干冰机等多种舞美设施。一般剧团乐队10个人左右，
我增加到40人，而且增加了笙、军鼓等其他院团没有的
乐器。把乐池放在舞台前，让观众都能看得到。另一
方面，拍一些面临失传的经典戏。像现在我们团的成
名曲目《兴汉图》就是我花13年时间改出来的，增加了
伴舞、合唱等环节。

记者：除了这些，秦腔大合唱应该是你们最典型的
一个创新，是怎么做到的？

安万：这是我从看歌星演唱会悟到的，歌星演唱会
能火的原因是歌迷能和歌星互动，为什么我们唱秦腔
的不能和戏迷互动？所以我就在每场演出结束后，专
门设计了这个大合唱环节，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

在西安演出期间，好多老人说从来没想到还能这
样看戏。去剧院看戏，坐到剧院里永远感受到的是演
员高高在上。这个秦腔大合唱，能满足每一个戏迷吼
秦腔的愿望，所以戏迷的情绪非常高涨。不管会不会，
都会张开口吼几句，是一种内心情绪的释放。我们把
大合唱的视频发到网上传播，一些老人的子女会看到，
他们发现老人良好的精神状态，也会吸引年轻人喜欢
秦腔。

记者：一路走来，遇到过哪些困难？
安万：困难太多，一路辛酸泪。我小时候由于脸部

血管瘤的原因，村里的小孩都怕我，没人敢跟我玩，上
学永远是坐最后一排，校园排队也是一个人站。所以

我上到小学五年级就再也不想去学校了，就想学戏。
但是我爸认为只有上学才有出路，反对我学戏。

“你再唱戏，我就没你这个儿子。”对于我爸的这句话，
我的回应也很决绝：“你不让我唱戏，我就没有你这个
爸。”因为这句话，我和我爸15年没说过话。直到前些
年去西安做手术时，我爸才来到西安照顾我，父子关系
才得以修复。当时我太年轻，后来我当了爸爸，才体会
到我对爸爸说的话伤害有多大。

也是因为唱戏，照顾不到家里，前妻在我儿子两岁
时就离婚了。

其实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妹妹，当时我办了一个
小型剧团，演员工资发不出来。正好邻村一家人想找
儿媳妇，妹妹后来答应了这门亲事，我用 5400 元的礼
钱结清了演员的工资。我这个妹妹特别懂事能干，但
是婚姻不幸福，生了一儿一女后离婚了。我现在一想
起这事，心里就难过。

记者：是什么让你坚持下来的？
安万：我20岁办团失败之后，就把戏箱烧了，给其

他剧团唱戏打工，后来也下过煤矿，去过建筑工地。但
平时生活中还是爱唱，秦腔你要是爱上了，就再也逃离
不了那个圈圈。

2015年之后，因为血管瘤严重不能唱戏，偶然一次
机会接触上直播，开始在直播间讲戏，讲秦腔的故事情
节，讲演员的表演技巧等等，坚持一个月后发现粉丝越
来越多，而且也有收益，所以我就把唱戏从线下舞台搬
到了直播间。

有了收益，我就想着传承创新，所以就再次办团，
走到了现在。

记者：你现在的收益主要来自哪些方面？
安万：主要还是在短视频平台直播带货。158人的

团队，成立至今演了近两百场，很多场次都是义演，靠
演出收入无法维持生活。所以通过义演扩大宣传，然
后直播带货增加收入。我选择货物一般都是土特产，
因为我祖辈都是农民，知道农民种的农产品都有质量
保证。

记者：谈谈你的收获。
安万：最大的收获就是戏迷。无论在咱们甘肃各

地唱戏，还是到宁夏红寺堡、陕西西安演出，几乎场场
爆满，有的戏迷开车四五百公里来看戏，而且自发捐款
捐物，在西安就有戏迷抬着过年猪肉送给我们。我之
前都不知道商会是干啥的，这次在西安，咱们的甘肃商
会、白银商会、平凉商会、陇西商会都来慰问我们。回
到老家会宁后，县上领导迎接我们，还给我们送来了慰
问金，县上的多家企业送来了慰问品，让我很感动。

我也收获了很多贵人，在我最低谷的时候，一位甘
谷的刘总给我5万元，帮我渡过难关。

记者：在人才培养、技艺传承方面有哪些打算？
安万：我们行内有一句话，“办团的多，唱戏的少，

新团办起来马上倒。”说的就是办团的现状，我现在团
队有158人，实行年薪制。年薪最高的15万元，实习跟
班的年薪也要4万，每年放一个月假，放假期间也是全
额工资。

我经常说“做好人、唱好戏”，所以招募演员最注重
的是人品，我会通过一个月时间的相处，了解一个演员
的品行，再决定录用不录用。演艺水平低可以提高，人
品不行坚决不录用。

今年有大学生来剧团实习，实习期间，我也是每天
给他们发200元的工资，让他们有上台表演的机会，感
受到学有所用。

我有一个梦想，就是在会宁办一个秦腔大观园，包
括秦腔博物馆、秦腔大剧院、秦腔培训学校，传承好秦
腔这一非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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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万：做好人，唱好戏
一直把秦腔唱下去

这些天来，把秦腔唱成了演唱会的甘肃会宁人安
万和他的秦腔剧团火出了圈。

1月2日，结束了在秦腔重镇西安连续 8天的演
出，载誉归来的安万在会宁接受了记者的专访，讲述
了他37年的秦腔路和秦腔大合唱背后的故事。

像 现 在 我 们
团的成名曲目《兴
汉图》就是我花13
年时间改出来的，
增加了伴舞、合唱
等环节。

秦 腔 你 要 是
爱上了，就再也逃
离不了那个圈圈。

因为唱戏，照
顾不到家里，前妻
在我儿子两岁时
就离婚了。

我 有 一 个 梦
想 ，就 是 在 会 宁
办一个秦腔大观
园，包括秦腔博物
馆、秦腔大剧院、
秦 腔 培 训 学 校 ，
传承好秦腔这一
非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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