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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视野 A39

【 迷茫的日子 】
崔苗还能走多远？

“我不知道自己回来该干甚!”今年 1月中
旬，当和记者谈到这个话题时，崔苗的脸上已
经找不到任何当初在“星光大道”舞台上的自
信、骄傲和调皮。

她很单纯地希望通过在榆林举行巡回义
演来取得政府部门的继续支持，她甚至希望政
府能出资送她去北京的艺术院校深造。

为此，她给有关部门写了多封信，每封信
都以弘扬和宣传陕北文化为基调，希望引起有
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但无奈的是，如同多年
前她给“星光大道”栏目写信一样，这些信都没
有答复，这让她多少有点尴尬。

她打电话给榆林市一单位，说自己想办一
场演出，希望得到对方帮助。该单位让她去找
清涧县，她又打电话给县上相关部门，接电话
的人说：“崔苗？你不是已经离开‘星光大道’
舞台了吗？”

崔苗似乎有点明白了什么，于是她决定返
回西安。中途，在接到杭州一演出公司的电话

邀请后，她又飞了一次杭州。“没谈成！”回西安
后她淡淡地对记者说。

努力“出场”还债
1月 22日晚，崔苗在陕西宾馆参加一场演

出。演出结束后，主办方付给崔苗 3万元的演
出费。但让她始料不及的是，3万元在给两个
节目组的参演人员分配了一圈后，分文不剩。
23日上午，崔苗对记者说事后她哭了，而且哭
得很伤心，就因为“出场费”的分配不公。

记者问崔苗，花费 120多万元上“星光大
道”值不值？这个农家姑娘几乎没有考虑就回
答：值！花比这更多的钱都值！问她值在哪
里？她笑而不语。从她的神情上，完全看不
到一个 23岁农家姑娘背负 40万元债务应有
的焦虑和迷茫。当问及目前的打算时，崔苗
说她当下最紧要的事情就是不停地“出场”，
然后积攒“出场费”来偿还自己名下的债
务。前后不到一天，她的心态判若两人。而
在更早一些时间，崔苗的计划是寻找一笔资
金，然后去北京学习进修。如今看来，她的这
个想法已经搁浅了。 据《华商报》

凭着一副好嗓子和几首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表演，23岁陕北姑娘崔苗四进央视选秀节目
“星光大道”，并连续蝉联周赛冠军、月赛冠军……

但在掌声和鲜花背后，崔苗个人负债40多万元，超过120万元的总支出让她和助演团队不时
面临着被质疑——这样的巨资“造星”到底值不值？120万元在崔苗看来是自己进军歌坛的“学
费”，而在她的引荐人张胜宝眼里，则是宣传、弘扬陕北文化的正常开支。

【追梦的日子】
第一次去连门都没找到

2005年，一位热心人听了她的歌和表演
后，送给她一张去北京的火车票和 500元盘
缠，鼓励她去“星光大道”试一下。这是崔苗第
一次与“星光大道”零距离接触。

毫无悬念，这次挺进“星光大道”的失败在
所有人的预料之中，因为她当时连栏目组报名
处的门在哪里都不知道。

但从北京回来后，崔苗要上“星光大道”的
决心更坚决了。这其中是否得到了“高人”指
点迷津，崔苗一直没有对外人说。但一个细微
的变化是，从北京回来后，崔苗不再模仿别人
或是自己跟着感觉唱，而是开始拜师学习。她
甚至跑到西安音乐学院求学，结果自然是吃了
闭门羹。

回西安后的崔苗继续她的白酒推销工
作。但她的歌声开始发生变化，这其中的原因
和她开始接受专业训练分不开。“以前唱的都
是‘野路子’！”她回忆说。

靠引荐挺进“星光大道”
2007年开始，只有小学文化的她连续给

“星光大道”栏目组写了200多封自荐信，还自
费买来演出服，请来舞台导演把自己的演唱制
作成光碟，邮寄给“星光大道”，但结果都泥牛
入海。这期间，有自称导演的人给她说：拿 8
万元来我保证你上“星光大道”。崔苗一咬牙
把钱给了对方，但后来才发现对方是个骗子。

就在崔苗很失落的时候，经别人介绍她认
识了榆林市文工团艺委会主任张胜宝，张胜宝
曾和“星光大道”工作人员有往来。

张胜宝说是崔苗的才艺打动了他，但崔苗
同时也让张胜宝有点皱眉头——这个女娃文
化底子太薄了，唱歌不识谱，全凭脑子记；表演
不看剧本，要靠导演“讲戏”。但张胜宝最终还
是决定帮崔苗，因为她认为崔苗很真实，很有
才艺天赋。在张胜宝的极力引荐下，2009年7
月初，“星光大道”向崔苗招手——进北京来参
加周赛。直到这时候，崔苗才恍然大悟：上“星
光大道”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一个人去
北京，然后到舞台上去吼嗓子……

县财政划拨15万元挺她
张胜宝帮她编排了富有陕北地方文化特

色的节目。这些都是远远超出崔苗原来的想
象的，而这些辅助节目无论是服装道具还是演
职人员，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这些都是崔苗
此前从没有考虑过的。崔苗回忆说，第一次去
北京参加“星光大道”周赛仅亲友团就去了57
人，前后一共花费20余万元。

以“红枣之乡”、“石板之乡”闻名的清涧县
得到消息后，毅然给崔苗拨了5万元。要求只
有一个，到时候要对全国电视观众重点推介和
宣传清涧县。

县上的想法崔苗心领神会。清涧县财政
局局长马飞云说：“从目前来看，县上预想的效
果是达到了，全国更多的人知道了清涧!”县上
除给予资金支持外，还安排多名领导干部以崔
苗亲友团的身份进京为崔苗录制节目呐喊助
阵。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在崔苗四上“星光大
道”舞台期间，清涧县各方先后资助其 25万
元，其中15万元直接由县财政划拨。

【 梦醒的日子 】
“巨资造星”究竟值不值？
张胜宝没有否认自己的作用，他承认崔苗

上“星光大道”和自己的策划有关。自己之所
以极力帮助崔苗，主要是因为他看到了崔苗身
上所具备的艺术潜质，这种潜质代表和弘扬的
是陕北文化。

张胜宝的说法在一些细节中也的确有所
体现，比如在崔苗演唱《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时，8000枝从延安运来的山丹丹鲜花铺满了整
个舞台。在演唱《三十里铺》和《东方红》时，不
仅邀请崔苗的父母、乡亲来助演，陕北元素中
窑洞、水缸、石磨、石狮、纺车、横山老腰鼓等图
片或实物也被一一搬上舞台。

对于“巨资造星”的说法，张胜宝认为在市
场化的今天，各种投资和付出只要是合理、合
法的就无可非议。“相对于通过崔苗把博大、厚
重的陕北文化推介到全国，花比这更多的钱我
认为都值，120万不算多!”

在榆林，崔苗并不是张胜宝打造出来的第
一个“星女”。早在崔苗之前，横山县的韩军、
榆阳区女孩王二妮都是经张胜宝的“策划”先
后走上、又走下“星光大道”。如今，两人均已
是文化公司的签约歌手，但目前在国内都没有
走红。

站上这个舞台需要钱撑腰
崔苗对外界议论她“负债造星”的说法感

到很委屈。她承认总花费的确超过了 120万

元，但这其中的主要开支是团队 4次往返北京
的交通和食宿，还有演出的服装道具，以及演
职人员的劳务费。

崔苗给记者算了一笔账，4次去北京，包括亲

友团、演职人员在内的所有人员均是来回坐飞

机，每一个往返，仅机票钱就近十万元。其次就

是所有人员在北京期间的食宿和劳务费，每天的

开支都上万元。其中最多的一天花了4万余元。

这还不包括每个演职人员的服装道具费、劳务费

和地面交通费。她举例说，一个毛驴道具就花了

1万元。四上舞台，每次的服装都不一样，这些开

支全都由选手一方自己承担……

据崔苗介绍，超过 120万元的总开支中，

其中 40多万元是自己向亲友告借、银行贷款

外，其余 80万元都来自榆林各级政府和私人

的赞助以及无偿支持。

听说了崔苗的故事后，榆林作家姬晓东感叹

说：“原以为一个万众瞩目的大众娱乐节目，是平

民充分展示自己才艺的舞台，但通过崔苗的故事，

我们才知道要站上这个舞台，除了一手技艺和一

个团队之外，还需要强大的资金后盾做保障。”姬

晓东的话很无奈，也隐约有点嘲讽的味道。

【 演媒婆的日子 】
长得不好只能演丑角

崔苗原籍榆林市子洲县老君庙镇。她12
岁以前都生活在子洲农村，由于家里贫穷，所
以12岁以前的记忆只有“吃不饱饭”。小学只
读到五年级，崔苗辍学了。

辍学除经济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崔苗想学演戏。清涧县的一个剧团到老君庙
镇来演秦腔，从小爱唱歌的崔苗着迷一样地
跟着剧团的人跑前跑后。有 6个子女的父亲
崔海平一咬牙，就同意了崔苗的要求。从此
她开始称“我是来自清涧县的崔苗”。在清涧
学戏期间，由于个子太小，长相又不是很有特
点，在生、旦、净、丑几个角色中，剧团领导最
终决定让她学丑角戏。

学“丑角”期间，平时除过“跑龙套”充当
喽啰外，崔苗的主要扮相是“媒婆”——戏剧
中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但崔苗学得很认
真，演得也很认真。后来她承认说，自己之所
以在2009年的“星光大道”前期能一路过关斩

将，这其中的表演功力和她以前演媒婆的积
累是分不开的。

【 当售酒女郎的日子 】
唱陕北民歌吸引客人

在演“丑角”之外，崔苗一直没有丢弃她
对陕北民歌的爱好，并在后来将这个喜好带
到了西安。2002年，由于实在忍受不了150元
月工资的清贫，崔苗开始独闯西安。接连换
了两份工作后，崔苗得到了白酒推销员的工
作。在一无学历、二无工作经验的情况下，老
板之所以留下她，主要是因为被她唱的陕北
民歌打动了。老板说，在西安城里已很少能
听到这样原汁原味的信天游了。

由于她唱的陕北民歌能吸引食客，所以崔
苗的推销业绩也不错。到西安的新生活开始
有了变化和转机。开心的时候，她会在下班后
的路上，去路边的卡拉OK摊上吼两曲。由于
她的歌声吸引路人，老板给她优惠，别人花1元
钱唱一支歌，她出1元钱可以唱两支歌。

关键词：奋斗
2005年夏末的一天，崔苗在路边唱卡拉OK。一位老太太说：“姑娘，你唱歌

的水平完全可以上‘星光大道’了。”
这是崔苗第一次知道“星光大道”。在连续看了几期“星光大道”节目后，崔苗对

姐姐说我也要上“星光大道”。姐姐则答非所问地问她：最近推销酒的生意咋样？

关键词：争议
从2009年7月一直持续到12月底，从获得周赛冠军到被“10进8”淘汰，崔

苗和她的亲友团、助演团队四上北京。尽管在舞台上，崔苗既没有假唱、她的演
技也几乎无可挑剔，但由于她这次所谓的“成名”是以花费巨资为前提，当地许
多人认为属于人造，甚至有人指名道姓认为张胜宝就是背后的推手。

关键词：尴尬
回到榆林的崔苗陕北口音依旧，唯一不同的是，她的脸上不时很自然地流

露出几丝怅然和迷茫。再细看，还有几分失落和期待。据说，这种情绪从去年
底离开北京时就已滋生，尤其是在没有演出任务时。

财政拨款15万
小县热衷“造星”为哪般？哪般？

关键词：清贫
在没有上“星光大道”前，1987年出生的崔苗是榆林一家白酒企业的推销员

——客人喝她推销的白酒，她就亮嗓子给客人唱陕北民歌。《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东方红》、《三十里铺》都是她最拿手的歌曲。当时工资加推销提成，崔苗的月收入
最高时也就2000元。但这对于从榆林农村走出来的崔苗而言，已经是不错的收入
了。因为她最早走上社会的时候，月工资只有30元，后来又涨到15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