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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郭德纲儿子郭麒麟
放弃中考退学专门说相声，曾
引发广泛讨论。如今一年已
过，16岁的他已在德云社四队
担任“攒底”任务，被搭档阎鹤
祥开玩笑为“全中国最早参加
工作的富二代”。6月24日他将
在北展剧场举行首个专场，而且
距离父亲的专场仅隔两天。虽
有师傅于谦、德云社的师兄弟帮
忙，但仍然感到压力不小。在接
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外貌越来越
像郭德纲的他有着超乎年龄的
成熟，父亲的光环客观存在，但
他已开始寻找自己的风格。

新京报：你在德云社
的经历是怎样的？

郭麒麟：我是 2007 年
第一次在德云社登台说了
段群口，2008 年纪念侯耀
文师爷我和高峰、栾云平
演了一个，2010 年 11 月正
式从艺，现在舞台上对口
相声演过 98 个，加上群口
和改编的一百多个。其实
数量不关键，好比你会一

万个节目，台上一个包袱
都不响那管什么用啊，要
在于精。比如岳云鹏的

《学歌曲》《杂学唱》是他的
代表作，一提这个节目你
就能想起他来。侯宝林大
师是《卖布头》，马三立到
后期就是单口小段比如

《逗你玩》就深入人心。
新京报：在德云社说

相声，你都是和比你大的

人在一起，习惯吗？
郭麒麟：他们确实都

比我大，但我把他们当同
龄人，他们也把我当同龄
人。只不过以前读书之余
可以玩魔兽什么的，现在
说相声比较忙，反而没时
间了。这段时间大家都在
热议《暗黑破坏神 3》，我都
没工夫去下载。

新京报：你爸说在相

声行当里面，互相嫉妒很
厉害，这也是社会负面，你
如何看待？

郭麒麟：这确实是我
们行业里的负面，首先我在
德云社内部肯定不是鱼肉
乡里、欺压百姓的人（笑），
我人缘还是比较好的，没有
什么嫉妒和恨的东西。对
待嫉妒最好的方法就是远
远超过你的对手。

新京报：有报道称你
是和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的.
你爸长期不在你身边，你
怎么学会说相声的？

郭麒麟：小时候，我随
爷爷奶奶一起长大，后来
来北京读初中也是在寄宿
学校。虽能在周末见到爸
爸，但他经常出差搞演出，

我和他也说不上几句话。
在天津时也是耳濡目染，
电视、广播电台里都有，来
北京后也会在德云社里看
爸爸他们演出。准确来说
好多节目都是熏陶出来
的，就像《夸住宅》《八扇
屏》这种节目应该要背诵，
但我从小就听，算是听出

来的。现在我 16岁比大人
的记忆力强很多，我爸也
劝我利用这个优势打好基
础，或许现在积累的东西，
10年以后才能用得上。

新京报：你和同年龄
段孩子比较，优势在哪里？

郭麒麟：我比他们更
早接触点社会，虽然在父

亲的保护之下，但比他们
在学校还是要强一点。人
情世故上也比他们强，以
前也会在学校顶撞老师，
现在回想起来真没有必
要，这就是进入社会后的
领悟。我现在 16 岁，人生
阅历相当于普通的 18岁青
年吧。

退学说相声引发热议，下月24日北展举办首个专场，“相声二代”谈入行前后

郭麒麟 郭德纲儿子，张嘴就得逗乐？
德云社里有麒麟？“我人缘比较好，没有什么嫉妒和恨”

麒麟是怎么炼成的？ “我16岁，比大人的记忆力强很多”

■ 我爸是德纲

新京报：退学后一年多,
你就可以办专场，压力大么？

郭麒麟：压力肯定有。
我的专场是德云社今年“推
新人”计划的一部分，6 月
24 日演出我和阎鹤祥会有
三个节目，师傅于谦老师也
会和我说一段，还有很多
是兄弟帮忙。现在说是紧
张，到了台上也就忘了。

新京报：你爸会来吗？

郭麒麟：他说会来，但
节目待定，他也不让我知道。

新京报：只要你说相
声一天，大家就会拿你和
父亲郭德纲比，如何面对
这个压力？

郭麒麟：就拿我师爷
侯耀文来说吧，老有人拿
他和侯宝林大师相比。其
实我觉得侯耀文也算大师
了，他们各有风格。我记

得自己头一次说书，很多
人说“郭麒麟说书太次了，
跟他爸比差飞啦！”废话
嘛，他说了二十多年，我头
一次说肯定不行，我不在
努力吗？很多观众不给我
成长的时间，我是郭德纲
的儿子，我一张嘴就得逗
乐？观众要是这个心态，
我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
他也乐不了？

新京报：你也想创出
和父亲不一样的风格？

郭麒麟：很多人都是
到 40岁后才找着自己的风
格。我爸比较早，30多岁就
找到了。我现在万事俱备，
只差风格。我也想自己越
早找到越好，但到老了或许
也会换风格，有可能现在在
台上是“萌范儿”，但 50 多
了就不可能这样了。

麒麟压力不大？ “我现在万事俱备，只差风格”

新京报：你爸爸对你管教严厉吗，会不会体罚？
郭麒麟：虽说我有点怕郭老师，但真打孩子的

家长都是没有能力的家长吧，光打有啥用，关键是
能说服我，以身作则教育我。

新京报：你平时一般叫你爸爸郭老师？
郭麒麟：一般叫郭老师，也不局限于此。有时

候叫他爸、爸爸、恩父等，哪个顺嘴就说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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