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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胖胖多变的主持风格

欧阳胖胖是长沙歌

厅的金牌主持人，他见

证了长沙歌厅从无到有

再到名动天下的发展历

程。中国的歌厅文化起

源于长沙，而长沙的歌

厅文化起源于长沙音乐

茶座。欧阳胖胖正是长

沙歌厅文化不能回避的

元老之一。

敦实的身材，谦和、

憨厚的微笑，滑稽、幽默

的表情，机智应变的话

语，这是欧阳胖胖给人

留下的经典印象。因为

他的胖，人们早忘记了

“欧阳灿明”这个本名，

以“ 欧 阳 胖 胖 ”取 而 代

之。

融入了他的智慧、

他的气息的长沙歌厅文

化，风雨兼程二十余载，

历久弥新、与时俱进，成

了响彻全国的一个文化

品牌。若是“青梅煮酒

论英雄”，欧阳胖胖当居

“首功”。

长 沙 的 5 月 ，依 然

风云多变，时常暴雨成

河。城北的一个精致小

区里，抱病休养的欧阳

胖胖，对户外的风雨已

经不那么“感冒”，每日

的体能锻炼，每晚的节

目监视，是他必做的功

课。当夜幕开启，当欧

阳胖胖大歌厅激扬的音

乐响起，欧阳胖胖的全

部心智便与歌厅融汇在

一起。

才艺与才情：
天生我才必有用

长沙，这座山、水、洲、城融为一体的

城市，她的古老肤色不但承载着厚重的

湖湘文化底蕴，也铸就了她独特的城市

之魂和发展之根。长沙人给外地人的印

象有两个：一是“会玩”；二是“会吃”。欧

阳胖胖深受这两种文化的浸润，将自己

的灵魂融进长沙的歌厅文化。

欧阳胖胖于 1957 年出生在长沙一个

普通工人家庭。简陋清贫的家与当时喧

嚣热闹的长沙海员俱乐部比邻而居，不

经意间为呱呱坠地的孩子搭起了一座通

往艺术道路的天桥。从电影、湘剧、京

剧、花鼓戏、歌舞到后来的现代京剧，从

大银幕上的战火纷飞、花鼓戏的锣鼓喧

天到湘剧的一招一式、民歌的行云流水，

从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载歌载舞到

锣鼓词三句半的东风吹、战鼓擂，无不让

童年乃至少年的欧阳胖胖耳濡目染，如

痴如醉。

“海员俱乐部就是我艺术道路上的

启蒙老师。”欧阳胖胖回忆道。

进入中学后的欧阳胖胖在文艺方面

的才华已十分出众。他除了天生一副好

嗓子外，吉他、电子琴都来得。1975 年，

他以独舞《再见吧妈妈》荣获长沙市中学

生文艺演出二等奖。

1978 年，风华正茂的欧阳胖胖被分

配到湖南省肿瘤医院工作。如果说家住

俱乐部旁是“缘分”，那么，单位开明的领

导则是欧阳胖胖遇见的“贵人”。虽说有

了工作，但欧阳胖胖却一刻也没有停止

过对音乐的追求。白天，他做好本职工

作，晚上便和他的民间乐队一起弹唱。

萨克斯手刘海平、小提琴崔明、小号徐逢

平、吉他苏浩，一群快乐的年轻人在音乐

的海洋里激荡、欢腾。唱啊，跳啊，闹啊，

吹拉弹唱——这一道璀璨缤纷的风景，

每天晚上都会准时在医院的上空绽放，

为那个生活单调、精神匮乏的年代点燃

了希望与快乐之光。

茶馆与歌厅：
欧阳胖胖成了“琴岛”的标志

1978 年，欧阳胖胖被推荐到爱群茶

馆一显身手，也便由此得到了每场演出 5

元钱的劳务费。这 5 元钱便是欧阳胖胖

演艺生涯中的第一桶金。

那时长沙比较有名的茶馆有 3 家：又

一村、银菀、爱群。茶馆里云集着不同领

域、不同层次的茶客：刚刚解放的“牛鬼

蛇神”、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能说会道

的市井庶民以及等待返城的知识青年，

赫赫有名的侯希贵也曾是这几家茶馆的

常客。

上世纪 90 年代初，位于长沙五一路

的蝴蝶大厦开了一家航空歌厅，欧阳胖

胖当上了这里的“多功能主持人”。站在

舞台上的他轻车熟路、如鱼得水，用他独

有的幽默和诙谐调节调动着台上、台下

的气氛，使晚会处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欢

乐氛围之中。

航空歌厅的生意因欧阳胖胖的到来

火爆起来。全国各地娱乐界演艺精英争

相来到长沙航空歌厅登台献艺。容中尔

甲、摇滚歌手范海舟、内蒙古歌手哈斯高

娃等，不一而足。值得一提的是赵本山

曾连续 3 个晚上到航空歌厅听歌，之后热

忱地邀请欧阳胖胖到东北发展。两人开

怀畅饮，推心置腹。虽然欧阳胖胖最终

留在了长沙这片他难以割舍的土地上，

但与赵本山的一见如故让欧阳胖胖受益

匪浅。

1993 年，长沙中山路开了一家“琴岛

歌厅”，其负责人漆光恒、余德华聘请欧

阳胖胖为歌厅专职主持，组织了以“欧阳

胖胖”为核心的文艺团队，琴岛歌厅的生

意因此如日中天。晚上 9 点开始的节目，

下午 5 点就有人拎着盒饭来占座位。60

元一张的门票常常被炒到 200 元。长沙

市便有了“到琴岛看欧阳胖胖，看欧阳胖

胖到琴岛”这一说法。

胖哥与德哥：
缘分从来是天成

一个个演艺才俊拿起麦克风把歌厅

文化引领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成就了今

天全国瞩目的电视湘军、演艺湘军。德

哥便是其中的一分子。

德哥便是李清德，长沙歌厅无人不

晓。说起德哥，欧阳胖胖情不自禁：“我

和德哥的配合是最默契的！”

1992 年 ，欧 阳 胖 胖 被 岳 阳 某 歌 厅

重 金 聘 请 。 当 时 的 李 清 德 正 好 也 带

着 他 的 乐 队 前 往 岳阳谋求发展，他们

一行 5 人初来乍到，遇到了难处，欧阳

胖胖热情地为只有 一 面 之 交 的 李 清 德

等 人 排 忧 解 难，二 人 便 从 此 结 下 了 不

解之缘。

1995 年 11 月，胖哥和德哥在琴岛歌

厅同台献艺。两人在台上的合作天衣无

缝。胖哥用自己的热忱和快乐把德哥的

冷笑话一个个地引逗出来，令在场的观

众笑得前俯后仰。两人 15 分钟的节目总

是要演出一个小时还下不了台。

默契和信任是超越语言的，德哥一

开口，胖哥就知道他要说什么；胖哥一个

眼神，德哥也知道要他讲哪一段。胖哥

和德哥成了舞台上亲密无间的合作伙

伴、生活中惺惺相惜的朋友。

如今的德哥早已是长沙娱乐界的重

量级人物。德哥的机智幽默是张口就

来，他从来不写什么台词、段子，不经意

间便向人们抖落出无穷的快活。德哥这

样评价胖哥：“真正能在台上幽默得出来

的，湖南省也就只有那么几个人，胖哥算

得上一个。”

梦想与理想：
最开放的娱乐胸怀

本土娱乐，是一座城市在夜幕降临

时焕发出来的生命劲歌；是一座城市的

独有气质和现代精神的凸现；是一座城

市的市民文化生生不息的律动。

每当入夜时分，欧阳胖胖大歌厅外

华灯璀璨，巨型的广告牌上，是欧阳胖胖

和著名本土相声艺人大兵的巨幅照片，

为夜色中的歌厅增加了一抹亮色。

欧 阳 胖 胖 多 次 说 ：“ 我 要 让 我 的

胖 胖 歌 厅 永 远 成 为 大 家 休 闲 和 开 心

的港湾。”

欧 阳 胖 胖 的 平 民 化 主 持 风 格 影

响 到 整 个 湖 南 乃 至 全 国，他 也 因 此 成

为 湖 南 省 的 金 牌 主 持 人，成 为 湖 南 本

土 歌 厅 文 化 的 代 表 人 物，创 造 和 见 证

了 长 沙 歌 厅 的 辉 煌 。 即 使 在 今 天，我

们仍能从电视媒体及各类大型娱乐节

目主持人身上寻找到欧阳胖胖式主持

风格的印记。

让欧阳胖胖不能释怀的是由于竞

争激烈、利益驱使，长沙歌厅文化出现

了 低 谷 。 为 迎 合 某 些 观 众 的 低 级 趣

味，有些演出会变得庸俗。随着电视、

电影业的振兴，文化生活的丰富，工作

节奏的加快，歌厅出现了观众日减、经

营入不敷出。这对于一个用一生追求

梦想、用心血和汗水书写事业的人，无

疑是非常残酷的。欧阳胖胖正在经受

这样的考验，哪怕是抱病在家，他的心也

依然和舞台在一起，和他的观众在一起。

他说，欧阳胖胖大歌厅一直秉承自

己的平民化、通俗化路线，但不是一俗

到底，而是让观众在演员的生活化、艺

术 化 表 演 中 获 得 快 乐，在 不 知 不 觉 中

享受了属于平民生活的大智慧和真善

美。“ 最 本 色 的 民 生 百 态、最 开 放 的 娱

乐胸怀、最生动的市井表达”是他们的

旗帜。

随着观众审美意识和审美趣味的演

变，欧阳胖胖大歌厅正在酝酿着新的破

冰求变之策……

欧阳胖胖：长沙歌厅文化的开拓者
斯为盛 肖一卓

金铁龙在创作

金铁龙一看就知道是军人出身，笔

直的腰板、方正的脚步、额上的两道剑

眉，无不体现出主人的军人雄姿与荣光。

年届五旬，在湖南省文化行政部门

工作的金铁龙，对文学情有独钟。他创

作的近 20 万字的长篇自传体小说《大

学毕业当兵去》，近日由湖南人民出版

社出版，在社会各界特别是高校获得

广泛好评。

5 月中旬的一天，金铁龙在其办公

室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军旅生活：别样的人生体验

金铁龙，1962 年出生于湖南望城铜

官镇，一个普通陶业工人的后代。因为

知识的召唤而走进了大学的校门，又因

为军营的召唤而加入了国防的队伍。他

曾于 1984 年至 1985 年参加了云南老山

地区边疆保卫战，之后在解放军、武警、

公安警卫部队历任秘书、组织干事、副处

长、参谋长等职，1997 年被授予武警上

校警衔，曾多次立功、受奖。2003 年转

业到湖南省文化行政部门工作。

长篇军旅纪实文学《大学毕业当兵

去》，以 20 世纪 80 年代刚刚开始现代化、

正规化建设的部队为背景，以首届全国

高等院校特招入伍的应届大学毕业生，

即作者自己为主人公，向读者讲述了他

从地方大学到军营，从军营到边境战场

的一段真实经历，展示了一个投身于人

民军队与国防建设事业的青年学子，从

书生到战士经历的各种磨砺、辛酸及其

人生价值取向、个人情感归宿等，读来感

人肺腑。

这部小说，花费了金铁龙 10 余年的

心血。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对于大学

毕业去当兵的经历，他一 生 都 无 怨 无

悔。他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饱含

了对军营的爱、对战友的爱、对生活的

爱，因此书中的许多情节读来才能令

人感动。

金铁龙认为，大学毕业是广大青年

学子走向社会、搏击人生的新起点，也是

他们在寒窗苦读多年之后寻找归宿、实

现个人梦想和自身价值的开始。近些年

来，在校大学生毕业后参军的数量日益

增多，已经成为世人关注的一个热点现

象。他的个人经历与切身感受，可以为

他们的人生提供一个参考的坐标。

湖南人民出版社的龙仕林先生说，

在阅读《大学毕业当兵去》书稿的过程中

他流了三次泪。他在为该书写的题为

《别样的人生体验》的序中说：因为金铁

龙经历了生与死、血与火的洗礼，对人

生 许 多 问 题 的 思 考 比 常 人 更 深 刻 一

些。因此，书中人生哲理性的语言比比

皆是，读来让人感触颇深。比如作者对

生命的一些理解，就是独具新意的。书

中这样写道：“既不能贪生怕死，也不能

做无谓的牺牲 ，我 要 对 自 己 的 生 命 负

责。我的生命不仅属于我，它还属于

祖国，属于我的亲人。为了祖国，我需要

做好牺牲的准备；为了亲人，我需要活着

回去。只是祖国的利益始终高于一切，

当祖国需要我牺牲时，我绝不犹豫和苟

且偷生。”

壮怀激烈：曾经血与火的洗礼

金铁龙对人生、人情的独特见解，是

经历了从大学校园到军营，又从军营到

战场才领悟到的。

“读过这部书稿后，让我亲临其境般

地感悟到了别样的人生体会，让我这位

与军营无缘的局外人，真真切切地享受

了一次军旅生活，实实在在地得到了一

次血与火、生与死的心灵洗礼。”作为一

位资深编辑，龙仕林先生充分肯定了《大

学毕业当兵去》表达的主题思想，认为

“其独特性与深刻性，是某些同类作品难

以企及的。”他企盼《大学毕业当兵去》的

出版发行，能激励和鼓舞一代又一代年

轻人走向军营，走向祖国和人民最需要

的地方，去谱写一曲曲壮美的、新的青春

之歌。

听说金铁龙要出版军旅小说，他的

老战友罗新中从贵州发来一段寄语：“时

光过得太快，那段难忘岁月，转眼已经过

去了 30 年。投笔从戎在当时看来，更多

的只是一种青春的冲动，现在我却将之

当成了自己终生的骄傲和宝贵的财富。

有了这段经历，才有了真正的责任感，才

知道珍惜和平与生命。人生旅途有起有

伏、有喜有悲，因为有了那段军旅经历，

我总能淡然以对、笑谈人生。我在心里

高喊：从大学生到军人，光荣！经过血与

火的洗礼，自豪！我这一生无怨无悔！”

金铁龙回忆道：“2003 年的国庆节，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原 长 沙 工 程 兵 学 院

1983 级大学毕业生队（三中队）的学员

在 长 沙 举 行 了 纪 念 当 兵 20 周 年 的 聚

会。战友们从全国各地甚至是国外赶

来。尽管都是 40 多岁的年纪了，有的人

已经脱掉了军装，可是大家激动的心情

依然溢于言表，好像当年刚从地方大学

毕业来到部队一样。

“岁月的冰霜已经染白了我们的鬓

发，纷繁的人事增添了我们眼角的皱纹，

唯独当兵的经历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永不

枯败的激情。不论是已经离开了部队，还

是尚在军营，我们对部队的热爱，对战友的

留恋，对国防绿的痴情都永远不会改变。

“如今我才知道，并不是华丽的语言

文字才能够装点我们的内心世界，而是

我们丰富的内心情愫，让语言和文字有

了生命的活力。”

金铁龙回老家探望父母，中途要经

过他的战友也是同乡吴正庚烈士（书中

“王振根”的原型）的陵墓。吴正庚是在

1984 年 11 月他们那批学员在边疆前线

代职见习时第一个牺牲的。多少年来，

金铁龙每次路过那里，吴正庚的音容笑

貌就会在眼前晃动。

每年的清明节，金铁龙来到吴正庚

坟前祭扫时，总是对老战友说：“正庚啊，

我们活着的人都快要老了，而你，还有和

你一同牺牲的林勇、袁育民、唐伟胜、谢

祥华烈士，还是那样年轻。哎，不管是死

了还是活着，老了还是年轻，我们都对当

年投笔从戎的选择无怨无悔。我们这些

活着的战友，将永远思念你们这些牺牲

的战友，一直到老，到死。”

人生豪迈：岁月中有过当兵的历史

金铁龙对记者说，当年那批大学毕

业去当兵的年轻人，在军校接受训练仅

仅一年时间，加上到全训部队实习和上

前线代职见习，也就一年半的时间，尽管

训练时紧张、艰苦，到前线流血牺牲、光

荣立功，然而并不能一劳永逸。之后的

漫长岁月里，每一个人又经历了多少人

生的坎坷曲折，他们之中没有谁会把当

年的荣誉挂在嘴边。

金铁龙动情地在后记中写道：“如果

我们把当年的那一点点荣誉当成了包

袱，大家就不可能有今天在各行各业取

得的成就。20 多年后的今天，留在部队

的人职级全都在正师、大校以上，成为我

军高级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的人，在各

行各业都是中坚力量。就连几位身负重

伤的战友：徐仲坤、聂晓辉、彭家平、王明

忠、周志军、吴荣安，他们除了得到了组

织的关照、战友的关心、家人的呵护，终

究还是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

“无论是牺牲还是活着的战友，都有

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多年来，我们这

些活着的人在遇到名与利、得与失以及

人生挫折等方面的难题时，之所以能够

正确对待，主要还是得益于在部队、在军

校所受的教育；在战场所经受的血与火、

生与死的考验。想想看，一个人连生死

都可以不顾，还有什么名与利的东西舍

不得放弃呢？”

文学的境界，首先就是作者的境界，

作者的思想认识高度，就是作品的水准。

金铁龙承认：“对于从军之路，我们

也曾彷徨、迷惘，甚至动摇过，但最终，我

们都光荣地走过来了。我们虽有所失，

但得到的是永远的荣誉。军功章、保边

卫国纪念章，乃至那一套套留有汗渍、血

迹的绿军装，都是值得永久珍藏的宝贵

的精神财富。我们无怨无悔。在回忆往

事的时候，我们特别珍惜现在，热爱生

活。我们要让烈士的生命和事业在活着

的人身上延续。我们虽然在一天天地变

老，但是每年都会有千千万万的年轻人

勇敢地走出校门、走进军营。”

这就是文学的力量，心灵的声音，没

有对生活深入的体验是说不出、写不出

来的。金铁龙说：“这本书虽然耗费了不

少的时间和精力，但在人物、故事、情节

方面仍然有些局限。实则还有许多真实

的细节没有描述出来，虚则典型化还不

够。那些战友们各自都有许多令人感动

的故事，我要重做一个采访的计划，好好

地收集，好好地写出来。”

当今时代，全民国防教育仍然是一

个重要的课题。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投

身到部队，又会有多少激动人心的事情

发生！金铁龙期望本书的出版能给当代

年轻人一点教益或者启迪。

金戈铁马唱兵歌 青春无悔尽芳菲
本报驻湖南记者 吴啸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