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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会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研究会
第二次会员大会在北京召开

法界动态

□ 郝铁川

  中国传统文化常有互相矛盾的内容，例如，

一方面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似乎是强

调每个行业都是平等的；但另外一方面又带有歧

视性地说“三教九流”“五花八门”。更为有意思的

是，“三教九流”“五花八门”起初尚无贬义，但后

来却演变为一种行业歧视的成语。

  唐朝之前，“三教”是指儒教、道教、佛教；“九

流”是指儒家思想者流、道家思想者流、阴阳家思

想者流、法家思想者流、名家思想者流、墨家思想

者流、纵横家思想者流、杂家思想者流、农家思想

者流。九流实际上泛指九种思想学说流派，并无

任何贬义。

  唐及后来的“三教九流”中的三教仍然是指

儒教、道教和佛教，九流分为“上九流”“中九流”

“下九流”：

  上九流1：一佛祖，二天，三皇上，四官，五阁

老，六宰相，七进士，八举人，九解元；

  上九流2：一帝王，二圣贤，三隐士，四童仙，

五文人，六武士，七农，八工，九商；

  中九流1：一秀才，二郎中，三丹青，四流皮，

五弹唱，六金，七僧，八道，九棋琴；

  中九流2：一举子，二医生，三相命，四丹青

（卖画人），五书生，六棋琴，七僧，八道，九尼；

  下九流1：一高台，二吹，三戏子，四推，五池

子，六搓背，七修，八配，九娼妓；

  下九流2：一师爷，二衙役，三升秤，四媒婆，

五兵，六时妖，七盗，八窃，九娼妓。

  显然，唐之后的“三教九流”中的“下九流”，

含有职业低贱的含义了。因此，《现代汉语词典》

关于“下九流”的解释是：“旧时指社会地位低下、

从事各种所谓下等职业的人。”主要指：师爷、衙

差、升秤（秤手）、媒婆、走卒、时妖（巫婆及拐卖）、

盗、窃、高台、吹、马戏、推、池子、搓背、修、配、娼

妓、打狗、卖油、修脚、剃头、抬食合、裁缝、优、吹

鼓手、巫、大神、梆、戏子、卖糖。

  “五花八门”原指五行阵和八门阵，这是古代

两种战术变化很多的阵势。明末清初张潮编辑的

《虞初新志·孙嘉淦〈南游记〉》说：“伏龙以西，群

峰乱峙，四布罗列，如平沙万幕，八门五花。”后又

把它用作比喻各行各业的暗语，并不明显地含有

贬义。但到后来清人吴敬梓《儒林外史》第42回：

“那小戏子一个个戴了貂裘，簪了雉羽，穿极新鲜

的靠子，跑上场来，串了一个五花八门。”这就有

贬义了。“五花”被指如下低下行业：

  金菊花——— 比喻专门以卖茶为生的女人

  木棉花——— 比喻游走四方为人治病的郎中

  水仙花——— 比喻在酒楼以卖唱为生的歌女

  火辣花——— 比喻在街头以玩杂耍技艺为生

的人

  土中花——— 比喻以卖苦力为生的挑夫

  八门被指如下低下行业：

  一门巾——— 指算命占卦之人

  二门皮——— 指卖草药之人

  三门彩——— 指变戏法之人

  四门挂——— 指江湖卖艺之人

  五门平——— 指评弹说书之人

  六门团——— 指街头卖唱之人

  七门调——— 指搭棚扎纸之人

  八门聊——— 指高台唱戏之人

  这些职业从事者多被社会所轻视，引申开

来，“五花八门”也就成了不务正业的代称。如郭

沫若在《革命春秋 北伐途次》说：“湖北的省政府

在当时真正是一种鱼龙漫衍的‘模范政府’，那个

委员会五花八门地是什么人品都有。”

  为什么“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后来会演变

为歧视某些行业的成语呢？主要原因是：

  第一，出于维护纲常名教的理念。古代恪守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十恶不赦”中

的“十恶”主要就是违反这三纲的行为。“下九流”

和“八门”中的戏子之所以被歧视，是因为他们在

唱戏的舞台上，忽而当儿子、当孙子，忽而当爷、

当爹，乱了伦常，以至于过去不少乡村家族不允

许唱戏的人死后埋到祖坟里；剃头、修脚的之所

以被歧视，是因为儒家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

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因此，不讲道

理地认为剃头者、修脚者“伤”了别人的“身体发

肤”，所以是不光彩的行业。有意思的是，恩格斯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提到，古希腊的

雅典自由人因为崇尚自由，不愿意去当有时会限

制人们自由的警察，所以统治者不得不让奴隶来

当维护秩序的警察。

  第二，出于对“学而优则仕”理念的推崇。我

国古代认为人的正常发展途径是参加科举考试，

成为政府编制内的官员。而师爷、衙役则非科举

正途出身，虽是政府部门的佐治人员，但一般并

无官衔职称，也不在政府体制之内。师爷由幕主

私人聘请，与幕主实属雇佣关系。幕主尊师爷为

宾、为友，师爷称幕主为东翁、东家。衙役是衙门

里的差役，由官府招募自民间市井，没有官方身

份。衙役的身份分两种：民壮、库丁、斗级、铺兵为

良民，皂、快、捕、仵、禁卒、门子为贱民。这些贱民

同倡优奴婢同列，其中捕役社会地位最低，几乎

被看作准罪犯。贱民衙役包括子孙都不能参加科

举(限制三代)，也不准捐纳买官，为士绅所不齿，

有些家庭严禁子孙从事衙役。师爷、衙役皆非科

举正途而来，因此容易被人不齿。

  第三，出于对重本抑末理念的推崇。此处的

“本”是指农业，为人周知，而“末”的含义，不少人

误以为仅指工商业，其实不然，“末”的含义涵盖

一切农业之外的行业。东汉王符《潜夫论·务本》

就认为：“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

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明末黄宗羲《明

夷待访录·财计三》主张以迷信、倡优、奇技淫巧

等“不切于民用”的行业为末，加以禁绝。正因如

此，我国古代对不从事农业的艺人们相当地鄙

视，故而对“下九流”中吹拉弹唱、池子、马戏、吹

鼓手等；“五花八门”中的金菊花、木棉花、水仙

花、火辣花、三门彩、四门挂、五门平、六门团、七

门调、八门聊等从艺之人，投去蔑视的眼光。

  现代法治强调一切合法的行业都是平等的，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某种行业及其从业之人的

歧视是违反现代法治原则的，在为青少年讲授成

语时，有必要指出它含有歧视一些正当行业意识

的时代局限性，真正地树立“三百六十行，行行出

状元”的行业平等观念。

汉语成语中的行业歧视

法学洞见

点亮时代的精神航标（上）
读陈彦长篇小说《喜剧》

书林臧否

  本报讯 记者黄洁 1月26日，中国法学会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

法研究会第二次会员大会在北京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本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及常务理事会。来自全国

各地的17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大会。

  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王其江在致辞中表示，要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团结和凝聚基本法研究会理事始终坚

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把深入学习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国两制”和港澳工作重要论述

作为研究会一项长期工作、重点工作，积极服务党和国家港澳工作大

局；要深入学习贯彻研究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团结和凝聚研究会理

事开展涉港澳法学研究与交流活动，着力研究符合港澳实际的民主发

展、香港国安法与本地立法衔接、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规则机制衔接、加

强人心回归的体制机制设计等现实问题；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办

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学会建设的意见》，团结和带领基本法研究会

理事进一步抓好人才队伍建设、港澳法学学术交流、“一国两制”前沿

性研究与学术成果转化等各方面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以优异成绩

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欧亚研究院成立仪式

  本报讯 见习记者柳源远 1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欧亚研究院

成立仪式暨首届“一带一路”与欧亚发展论坛召开。中国人民大学校

长刘伟、党委副书记郑水泉、副校长刘元春，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秘书长许红海，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翟崑，清华大

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社科院教授达巍，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

心秘书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邓浩，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

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以及有关部委司局级领导、学校相关单位负责

人、专家学者共60余人出席成立仪式暨论坛开幕式。

  刘伟强调，欧亚研究院的成立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人民大学传承

优良传统，集中学科优势，围绕区域和国别研究、全球治理、经济发

展、社会治理、公共外交、“一带一路”等议题展开深入研究，强化中国

特色欧亚研究相关学科建设，构建欧亚研究跨学科和知识体系，打造

全国及全球欧亚研究学术共同体，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积极为国家建

设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作出应有的贡献。

“数字法治与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
决策咨询研究基地揭牌成立

  本报讯 记者余东明 日前，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华

东政法大学“数字法治与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决策咨询研究基地揭

牌仪式在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举行。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

心党组书记、主任祁彦，副主任周国平，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郭为

禄，党委副书记、校长叶青，副校长张明军以及双方职能部处负责人

和专家代表等近30人参会。揭牌仪式由叶青主持。

  郭为禄指出，推进智库建设是新时代高等教育践行“四个服务”

责任使命的重要途径。学校智库事业始终放在国家重大战略进程中谋

划、放在上海改革发展大局中谋划。成立决策咨询研究基地意味着华

政智库事业发展将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为更好地促进双方合作，

学校智库服务管理部门要积极协助研究基地确定本年度校内课题招

标方案，支持全校教师参与决策咨询研究；主动加强交流联系，精准对

接决策需求，提高决策咨询要报的产出率、报送率和转化率；有效组织

学校教师申报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和专项课题、上

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扎实推进华政智库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上海政法学院举办
“2022年司法研究新议题展望”研讨会

  本报讯 记者余东明 近日，由上海政法学院主办，上海司法研

究所、上海政法学院学科办、上海政法学院科研处、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编辑部承办的“2022年司法研究新议题展望”研讨会在上海政法学院上

合基地召开。来自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司法局、全国律协、上海

市律协、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市仲裁委员会、上海政法

学院等20余家实务部门、高等院校近40位专家、学者出席本次研讨会。

  上海政法学院校长刘晓红致辞。刘晓红代表学校向出席本次论

坛的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介绍了学校一流专业及重

点学科发展成果，希望依托中国-上合基地以及上海司法研究所的

平台优势，以研讨交流为契机，进一步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学科建设，

促进学校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 江隐龙

  清朝曾先后举办过四次规模宏大的千叟宴。众

多耆老自全国各地千里迢迢前往京城参加这一盛

宴，以求一睹圣上容颜；皇帝为了回应民心，在“请

客吃饭”之余自然也不忘给予参会的耆老丰富的赏

赐。在这些赏赐中，有一样器物殊为别致，那就是鸠

杖。鸠杖是指杖首刻有鸠鸟的手杖，老人步履蹒跚，

赐杖以助行走似乎顺理成章，但鸠杖可不仅仅是一

柄华丽的手杖而已。

从“鹰化为鸠”到“三老五更”

  关于鸠，早在《周礼·夏官司马》中便有记载：“中

春罗春鸟，献鸠以养国老，行羽物。”东汉郑玄在注解

时更进一步地解释了鸠与养老之间的关系：“是时鹰

化为鸠，鸠与春鸟，变旧为新，宜以养老，助生气。”

  “鹰化为鸠”是惊蛰的第三候，自然界中鹰与鸠一

隐一现，正合郑玄所说的“变旧为新”，于是又引申出

养老的含义。除了郑玄的解释，《后汉书·礼仪志》中提

到了另一种说法：“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

这两种解释孰对孰错已无法判定——— 或许它们都是

后人的臆测，但这种矛盾本身就证明了鸠宜养老的习

俗古已有之，绝非源于刘邦“异此鸟”的情感因素。

  杖同样很早就与老者相联系，《礼记》中有不少

相关记载，如《礼记·月令》中有“是月（仲秋之月）

也，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礼记·曲礼上》

有“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谋

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等。“几杖”即坐几与手

杖。既然杖是君主赐予老者的特殊礼遇，而鸠又有

着“宜以养老”的文化意涵，那将鸠刻于杖上的做法

就不足为奇了。

  据《礼记·文王世子》所载，周朝已经建立了“三

老五更”制度，注疏云：“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

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养之，示天下之孝悌也。

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

者。”从中可以看到周天子设立的“三老”“五更”只

能由致仕（退休）的老者担任，周朝借此举以示孝悌

之义，其中大有道德教化的成分。

汉朝王杖制度的起与落

  尊老制度的第一个高峰出现在汉朝，有其历史

的必然性。为避免重蹈秦之覆辙，汉朝最终选择了

相对柔和宽松的政策，“以孝治天下”成为这一倾向

的代表。秦朝所崇尚的法家思想有较强的利己主义

色彩，由此造成了十分严峻的养老及社会问题，在

这一层面，汉朝大力提倡“老有所养”的尊老思想，

无疑对尽快平定秦末乱世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这样日益浓烈的尊老氛围下，鸠杖终于在制

度层面登上历史舞台。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汉

宣帝刘询实行王杖制度，王杖的形制正是鸠杖：“高

年赐王杖，上有鸠，使百姓望见之，比于节。”汉朝官

员出行持节为凭，王杖能“比于节”，几乎意味着王

杖的持有者仅凭年长便有了半个官员的地位。东汉

时期，王杖制度进一步细化。《后汉书·礼仪》中记

载：“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餔之糜粥。八十九

十，礼有加赐。王杖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

  从制度层面来看，“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

并没有身份地位的限制，但实际上是否能推行到所

有老者，尚难判定。不过可以确定的是，通过汉朝的

王杖制度，鸠、杖与老者的联系从文化层面正式上

升到制度层面，这种升华最终使三者之间的文化联

系更为紧密。

清朝集大成的尊老制度

  随着朝代更迭，鸠杖渐渐从庙堂的话语体系中

淡出，明清两朝设虚职“寿官”，但受赐的老者并未

被授予鸠杖，而是以冠带代之。那是不是鸠杖从此

便在朝堂之中消失了呢？将视线回转至千叟宴的赏

赐清单便能得到答案。而清朝所“复兴”的不仅仅是

鸠杖，更带来了中国尊老制度的第二个高峰。

  清朝统治者一开始就制定了极为优渥的尊老制

度，顺治帝即位时便下诏，军民中七十以上的允许留

一男丁侍养，免杂派差役；八十以上的赏赐绢一匹、帛

一斤、米一石、肉十斤；九十以上的加倍赏赐。这份诏

书在形式上有着明显的汉族传统色彩，但在力度上明

显有所加强——— 针对七十岁以上老者的优待不分官

民，而且随着耆老年龄的增加而赏赐越多，这一点

纵然如“以孝治天下”的汉朝也未曾做到。

  在尊老氛围如此浓烈的背景下，清朝重新拾回

鸠杖这一尊老器物就不足为奇了。不过鸠杖在清朝

花样繁多的尊老赏赐中远算不上突出，宫廷的千叟

宴、民间的百岁人瑞坊，都更具清朝特色——— 对于

受赐者来说，也更“实惠”。

  其中，千叟宴虽然规模庞大，但未成定制，乾隆

之后画上了休止符；而普罗大众的百岁人瑞坊背后

则有一套完整的尊老制度。清朝陈康祺在《郎潜纪

闻》中所记，清朝有寿民、寿妇达百岁者，均由当地

省督抚题请恩赏，奉旨给匾、建坊，以昭人瑞。这里

的“人瑞”特指年过百岁者。与百岁人瑞坊相应的是

三十两建坊银，而且建坊银还会随着老者年岁的增

长而翻倍。

  在中国数千年的尊老制度中，鸠杖的确是一个

特别的存在。它背后沉淀着三代早已模糊的尊老古

制，一度在汉朝登上“神坛”，又在清朝逐渐“泯然众

器”。不过无论朝代之间的起起落落如何，鸠杖的寓

意早已跳出庙堂，获得了顽强的生命力。杖首鸠不

语，悠然千年期。当“三老五更”制度、王杖制度、千

叟宴均已为历史的尘埃时，鸠杖经历的岁月，本身

或许就是尊老最好的代名词吧。

  （文章节选自江隐龙《法律博物馆：文物中的法

律故事（中华馆）》，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杖首鸠不语：一柄手杖背后的尊老史
图
为
青
铜
鸠
杖
绍
兴
市
柯
桥
区
博
物
馆
藏


史海钩沉

□ 楚建锋

  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止于至善，方能臻于

至美。

  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体制改革，对我

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带来了亘古未有的变革和

冲击。在这场变革中，人们的文化生活、精神向度，

又是怎样一步步发展变化到今天的新景象呢？而今

的大多数人都是这场变革的亲历者、见证者、参与

者、传承者、实践者。因此，用文学作品再现这场变

革和这场正悄悄从身边溜走的历史，辩证、客观、真

实、艺术再现文化变革的精神气象，是文学工作者

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也是对文学工作者创作立

场、创作境界、创作水平和能力的检阅，更是对文学

工作者使命与担当的考量。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喜剧》，以贺氏

父子三人的演艺人生为主线，生动展现了文化变革

的历史脉络——— 一幕幕昨天的文化往事被唤醒，记

忆中的文化乱象被鞭打，市场经济改革与文化变革

的两翼探索一步步走来，一些文化变革的深层次问

题被剖析，呼唤出戏比天大的人民立场。尤其通过

喜剧人贺氏兄弟的艺术探索告诫文艺工作者，化人

者必先化己的价值导向，不愧为一部有筋骨、有道

德、有温度，从文化变迁揭示时代之变、中国之进、

人民之呼，散发着大爱大美、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

的佳作，点亮了新时代的精神航标。

  首先，客观记录了新时代文化回归的历史脉

络。一个时代有自己的时代文学，每个时代又有自

己独特的美学追求。但是，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真善

美的价值观不会变，人类本质向善的精神不会变，

文学化人的根本不会变。没有精神的作品，不会是

高原更不会是高峰，只能是平原和洼地。没有精神，

一个民族只能是浑浑噩噩、萎靡不振、穷奢极欲、是

非颠倒。

  曾记得，当改革开放的国门打开，迎来了清新的

空气，也飞进了臭虫和苍蝇。一夜之间，文化搭台经

济唱戏的“身体写作”“厕所文化”“艾滋文化”“同性

恋文化”“前卫文化”等庸俗的、肮脏的、丑陋的东西

一股脑儿装进文化的“大框”欺行霸市。一时间，崇

高的精神领地成了利欲熏心者的名利场，良莠不分、

黑白颠倒、娱乐至死，金钱至上甚嚣尘上。搞得全民

审丑，精神失范。当全民在狂欢追星的喧嚣与沉沦中

觉醒，这种低俗媚俗的文化渐行渐远，大家从癫狂

中呼唤崇高与美好、纯真与质朴、道义与坚守时，这

段过往和正在进行的历史，必将以文学的形式载入

史册，留给后世批判、警示，划鸿沟而不越雷池。

  这种现实的历史，是每个文学工作者必须关

注、观察，义不容辞书写的使命和责任。这是人间大

义、人间正道、人间本色，是文学工作者必须承担、

必须修炼和理直气壮记录和反映的。这种历史担

当，作家陈彦做到了。他饱蘸生活的乳汁，用煌煌36

万字进行了记录和书写。读后，让人动情动容，令人

惊叹赞赏。更多的是折服他触碰这一现实题材的驾

轻就熟，独特视角，文学素养。他把几十年来的文化

变迁赋予贺少天、贺加贝、贺火炬父子三人跌宕起

伏的艺术人生，记述了文化变革的历史轨迹、历史

选择，表达了狂欢、狂热、疯癫之后回归正途的历史

进程。这，就是文化变革的人间正道，沧桑大道。

  故事从父子三人是插科打诨、填空垫碗的料，

一时鸡毛飞上天，从《白蛇传》里的“水怪”、《王宝

钏》里的“叫花头子”、《女巡按》中强抢民女的瞎怂、

《玉堂春中》中的“众嫖客甲”的角色，一下子成了

“致广大”的、炙手可热的人物，迎来了丑角的春天。

然而，父亲贺少天好景不长，从春天开始就患上了

口腔癌，一命呜呼！但，汲取了父亲丑角特长的贺加

贝、贺火炬却随着审丑时代的愈演愈烈，成了市场

经济大潮中的弄潮儿、“活宝”。尤其是贺加贝，长兄

如父领着贺火炬从省城来到城乡接合部一个小鱼

塘建成的红石榴度假村，成立了“请到村里来快活”

大舞台，以《老夜壶》《耍媳妇》《尿床王》三个戏为

主，以黑白颠倒、厚颜无耻、卑鄙下流、恶俗不堪的

厕所文化为包袱，一夜间大火，成了法国红磨坊般

高度聚焦场所。尽管火炬时常疑惑地问加贝：“哥，

你看咱俩像不像外国斗兽场里的畜牲？”加贝也感

到父亲生前提醒自己唱丑角的三条戒律：一是要有

硬功夫，二是要有底线，三是台上与台下不能弄成

一个样。但他逐渐被“唱戏就是娱乐”洗脑了。紧接

着，加贝又领着火炬杀回省城，在“鸨鸡巷”这条三

教九流、七股八杂会聚的地方，盘下了破损不堪的

烂剧场“山西会馆”改名为“梨园春来”，搞成了中西

合璧的时尚都会。与巷子里的“大峡谷”“塞纳河”

“维多利亚湾”等舞厅、洗脚房、咖啡屋、茶道、日韩

料理等自成一体。剧目也由厕所戏转入床戏，剧名

更直白了，如《巧媳妇潘金莲》《夜战阎婆惜》《李逵

见李鬼》等。再接着，由巷子的200多人小剧场门庭

若市、应接不暇，进军白领会聚的经济开发区，池座

600多人……没办法，这就是丑星时代，开发区的白

领们追捧如潮，场场爆满。正如靠卖假药、坑蒙拐骗

富起来的牛乾坤说：“喜剧就得快乐，什么快乐来什

么！怎么快乐怎么来！就像制药厂，头痛医头，脚痛

医脚。”这就是那个时代人们的文化狂欢，也是历史

的演变。在“娱乐至死”的终极道路上，“内容为王”

出现了——— 讲究的不是精神而是内容。要把审丑做

到极致！贺加贝要建立贺氏喜剧坊，打造贺氏喜剧

帝国。在史来风的操持下，贺氏喜剧坊完全抛弃了

喜剧的精神向度，沉醉于一切只围绕观众反映进行

剧情调试、拼贴、剪接。每场演出后，立即进行“王炸

点”“爆点”“沸点”“热点”“温热点”“局爆点”汇总、

分析，并以观众年龄、性别、收入等为结构，找出“冲

天炮”是谁放的，然后修改剧本，把“一花独放”弥漫

成“扁地春雷震天响”，并用数据、图表说话，把喜剧

坊里的剧目像冷冰冰的机器零件一样，随时拆卸、

改造、重组，力求弄到“把剧场顶盖掀翻”。同时，对

贺加贝进行包装，造偶像、造神，把两个小剧场全方

位推向社会。从而，让艺术的喜剧成为生存的喜剧、

财富的喜剧，成为产业链、托拉斯、东方百老汇、贺

氏喜剧产业园、贺氏喜剧美食一条街、贺氏喜剧大

剧院……

  (作者单位：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