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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中国电影史年会在长春举办

看得懂、笑得出、有得品
——从北京喜剧周看喜剧艺术的传承和创新

本报记者 李 雪

本报讯 8 月 16 日至 18 日，由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

料馆）和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

（新闻学院）共同主办的第八届中国

电影史年会在吉林长春举办。此次

年会主题为“1950年代的中国电影：

国家意识、社会变迁、人民美学”。

本届年会受到全国数十所高

校、科研机构、文化机构的专家学

者的关注，来自美国、日本等国的

学者也积极响应，年会报名人数超

过 280 人，收到论文 133 篇，最终有

77篇论文入选年会交流。

上世纪 50 年代电影的创作、理

论、文化、产业等话题，一直是近年

来 中 国 电 影 史 学 界 关 注 的 热 点 。

年会期间，学者围绕理论梳理、人

物研究、文本个案、跨文化研究、电

影产业、影史探析、题材片种等 12

个主题，对上世纪 50 年代的中国电

影史展开深入讨论。大家一致认

为，上世纪 50 年代是新中国电影的

起点，也是中国电影史上十分重要

的 10 年。新中国电影从春芽萌生

到万象更新，再到百花齐放，电影

艺术在人民美学和国家意识的语

境中呈现出缤纷的面貌。新中国

电影在推动社会进步、建立新的美

学规范、倡导文明生活方式、普及

科 学 知 识 等 方 面 发 挥 了 积 极 作

用。为期 3 天的年会除了主论坛和

分论坛外，还安排了上世纪 50 年代

颇具代表性的珍贵影片放映。

据 介 绍 ，中 国 电 影 史 年 会 于

2012 年创办，旨在推动中国电影学

派基础学术工程建设。 （于 帆）

8 月 14 日，由上海滑稽剧团带来

的滑稽戏《乌鸦与麻雀》亮相北京京

演民族宫大剧院，为北京市文联和北

京戏剧家协会主办、宽友（北京）文化

交流有限公司承办的 2019 北京喜剧

周画上了句号。

过去半个多月里，北京的演出市

场多了不少欢乐、幽默色彩，北京喜

剧周以“喜剧温暖人生”为主题，集中

上演了 14部喜剧作品，共计 32场演出

及放映。剧场现场的笑声和散场后

耐人寻味的反思让观众见识到了喜

剧的魅力。

喜剧内容和风格应该多元化

喜剧是什么？针对这个问题，业

界和戏迷各有定义，且争论颇多。

“现场非常开心，演后有回味。”

“给人带来精神力量，给人一种维持

生活不向下的动力。”“它应该具有悲

情的内核，笑中带泪。”……观众的标

准甚是严苛，足以让很多戏剧从业者

汗颜。

学者则倾向于从古希腊喜剧谈

起，说到阿里斯托芬的《鸟》、莎士比

亚的《驯悍记》、莫里哀的《伪君子》

等，或讽刺时事政治、批判上层贵族，

或为纯粹的闹剧或滑稽剧，早已成为

喜剧标竿。

“西方的审美是大喜剧、大悲剧，

中国则不然。传统戏曲里 越 悲 的 戏

丑 角 越 多 ，如 京 剧 大 师 程 砚 秋 的 戏

多是悲剧，丑角就非常多。”中国戏

曲学院中国喜剧美学研究所所长王

九 成 说 ，国 人 心 中 的 喜 剧 多 为 皆 大

欢 喜 的 大 团 圆 式 结 局 ，是 不 是 喜 剧

则通过角色界定，比如丑角表演就带

有喜剧色彩。

百家争鸣才会百花齐放，今天人

们很难给喜剧下一个标准定义，但业

界普遍认为，喜剧内容和风格应该是

多元的，讽刺喜剧、幽默喜剧、荒诞喜

剧 等 多 多 益 善 ，既 可 批 判 ，也 可 歌

颂。比如本次喜剧周开幕戏是由编

剧王宝社带来的原创话剧《那拉提恋

歌》，这部援疆题材的作品用喜剧方

式讲述哈萨克族故事，将浓郁的少数

民族风情和诗意的景色搬上舞台，着

重凸显民族团结，传递国家发展正能

量 。 导 演 王 子 川 执 导 并 主 演 的《非

常悬疑》看似荒诞离奇，却表现了年

轻 戏 剧 人 的 想 象 力 ，观 众 惊 叹 于 演

员的台词功夫，得出了“看剧第一遍

前仰后合，第二遍独自沉默，第三遍

泪流满面”的观剧感受。让戏迷和专

家又爱又恨的开心麻花，这次也携新

作——音乐剧《隐婚男女》登上了喜

剧周舞台。

“要关注当下年轻人喜欢的喜剧

作品。莫里哀的《伪君子》来北京演

出，有那么多年轻人去看。中国喜剧

要在市场立起来，就要多演出，接受

市场和观众的考验。”北京戏剧家协

会副主席杨乾武强调。

让观众笑比哭难

创办于 2017 年的北京喜剧周，今

年把喜剧的视野放宽到传统戏曲，给

观众带来惊喜。本次喜剧周上，观众

看到了国家京剧院的《春草闯堂》、北

方昆曲剧院的《狮吼记》和中国评剧

院的《杨三姐告状》。名团名家加持，

三部大戏自然没让人失望。看完率

先上演的《杨三姐告状》后，年轻人围

在舞台前为演员鼓掌叫好，很多人当

晚就预定了《春草闯堂》和《狮吼记》

的票。

“让观众笑比哭难，把一个完美

的艺术品在观众面前敲碎，是悲剧。

但要观众笑的话，一定要有逻辑的铺

垫 ，到 最 后 呈 现 出 反 逻 辑 或 不 符 合

逻辑，就能造成喜剧效果。”国家京

剧院一级演员、导演徐孟珂说，“笑

是 喜 剧 的 一 种 ，但 戏 曲 舞 台 上 的 笑

来 源 于 生 活 ，又 高 于 生 活 。 比如老

生的笑含蓄沉稳，小生的笑跳跃性比

较强，丑行的笑则需要演员根据剧情

所需灵活掌握。”徐孟珂边说边生动

地示范起来。

“有些戏曲院团为了噱头或迎合

观众而擅改台词，使表演脱离人物，

这是不可取的。”中国评剧院演员、

《杨三姐告状》中杨三娥的扮演者王

丽京说，作为一部正剧，《杨三姐告

状》传承百年魅力不减，离不开老一

辈艺术家对人物的把握和打磨。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

长宋宝珍总结，在成功的喜剧人物形

象身上能看到自己类似的尴尬处境，

甚至性格弱点、行为弱项。好看的喜

剧在嘲笑剧中人，也是在自嘲。

好演员和剧本难寻

本次喜剧周期间，4 部作品在北

京人民艺术剧院（以下简称“北京人

艺”）首都剧场上演。细心的观众发

现 ，北 京 人 艺 创 排 的 喜 剧 作 品 比 较

少。对此，北京人艺院长任鸣回应，

从剧院历史上来看，北京人艺几乎没

有严格意义上的喜剧作品，以苦戏、

悲剧居多。原因之一是北京人艺的

表演风格比较含蓄；另一方面，北京

人艺也有演员表达过想演喜剧的愿

望，却没找到合适 的 剧 本 。 在 任 鸣

看 来 ，喜 剧 创 作 有 几 点 基 本 要 求 ，

第 一 条 便 是 能 让 观 众 看 懂 ，看 懂 了

才 能 笑 ；其 次 ，优 秀 的 喜 剧 作 品 不

是 以 形 式 取 胜 ，而 是 内 容 上 以 观 众

为 中 心 ，由 演 员 来 体 现 ，创 作 者 心

里要装着观众。

“如今，网络上以恶搞、颠覆、无

厘头等为追求的喜剧作品比比皆是，

娱乐化倾向成为喜剧实践的一种常

态，追捧者、模仿者络绎不绝。与电

影、电视、网络视听节目中喜剧、闹剧

密集涌现相比，剧场里的喜剧逐渐成

为被多数创作者冷落的缪斯。”《文艺

报》艺术评论部副主任徐健指出，仅

仅为了搞笑而搞笑，把娱乐作为喜剧

的主要诉求本身就是对喜剧的偏见，

舞 台 喜 剧 更 需 要 文 化 和 思 想 的 注

入。目前最为紧迫的工作，一是正本

清源，知道从哪里来；二是让喜剧照

进现实，知道向哪里去。在这个过程

中，中外经典喜剧的复排、传承，喜剧

剧 目 创 作 的 扶 植 、引 导 工 作 不 能 放

松。只要有剧目，就可以带动人才培

养，让喜剧园林四季常青。

本报讯 （记者罗群）8月14日，

由 陕 西 省 西 安 市 青 少 年 宫 原 创 、

200 名 少 年 儿 童 演 出 的 少 儿 歌 舞

剧《温暖的摇篮》在北京未来剧场

上演。

“摇篮啊摇篮，一串串铃铛随

风作响，一支支队伍勇往向进，一

丛丛鲜花盛开大地，一个个微笑叩

入心房……”《温暖的摇篮》故事年

代跨度约 80 年，共分 4 幕：《星火燎

原》《红色印记》《桃李芬芳》《放飞

梦 想》。 小 演 员 用 舞 蹈 、歌 声 、朗

诵、话剧等艺术形式演出，以蒙太

奇手段组织全剧，层层递进，展示

出一幅从延安时期到当代中国的

历史画卷。舞台上的 LED 大屏不

断呈现年代发展变迁的真实图景，

小演员时而在《保卫黄河》的乐曲

声中以柔弱之躯护卫着家园，时而

高举闪闪的红星，在铿锵激昂的歌

声 中 挥 舞 着 巨 大 的 国 旗 ，豪 情 满

怀，赢得观众的热烈掌声。

西安小演员北京演出《温暖的摇篮》

近日，某省开了一次戏曲创作

座谈会。提起省级、市级院团，与会

专家你一言我一语，评价得不亦乐

乎。但谈到县级剧团时，专家的反

应出奇一致：唉声叹气，顾左右而言

他。原因何在？县级剧团发展面临

的问题太多了。

因为工作关系，笔者经常接触

县级剧团。每次与剧团负责人见

面，笔者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会听

到很多成绩，更会听到很多牢骚和

问题。甚至听说，在个别地区，文旅

局局长都躲着剧团团长走，因为一

见面，团长就“缠着”局长解决问题。

县级剧团难。难在什么地方？

从外部来说，伴随着民众精神

文化需求的提升，可供消遣娱乐的

方式也更多元。以前在乡村，人们

干活累了就盼着看场戏，因为没有

别的娱乐方式。现在，大家人手一

部手机，还有文化大院的图书或锣

鼓，在农村，演戏的市场小了。这些

年，国家重视文艺工作，出台了一系

列政策、推出了一系列帮扶举措，但

也要看到，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县级

层面，对剧团的帮扶政策由于各种

原因无法落实到位。

就内部来看，因为政策落实不

到位，待遇不好、工作辛苦、前途不

明，导致县级剧团在民众心中地位

下降，戏曲院校毕业生迫于生存压

力也不想到县级剧团工作。更棘手

的是，一些县级剧团因多年积累的

问题，导致内部管理跟不上。新人

进不来、老人演不动，新剧排不出、

老剧拾不起……

很多县级剧团负责人非常有想

法，但实施不了，因为包袱太重，既

包括上级领导的“指挥”，也包括院

团部分员工的掣肘。相关方面有必

要梳理一下账本，明确县级剧团的

定位，不能任由县级剧团萧条下去。

县
级
剧
团
难
在
哪
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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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实习记者李雨潇）8月

15 日，2019 三里屯太古里“潮玩艺

术季”在北京开幕。来自国内外的

艺术家，将各具特色的前沿艺术作

品带入时尚街区，为代表潮流文化

的三里屯太古里融入先锋艺术的

内涵和韵味。

本次“潮玩艺术季”展出多个

借助光影变化展现艺术效果的作

品。在太古里南区放置的由刘洋

与杨璐创作的《泡泡与魔法师》入

选 2019 悉尼灯光节，这是该作品首

次在国内展出。不论在白天还是

夜晚，该作品都呈现出优美的形态

与色彩，观众通过“吹泡泡”的动作

与作品互动，将唤起童年的美好记

忆，凸显“潮玩”的艺术主题。

写实雕塑《幻蝶》、随气息流动

而变化光晕的作品《呼吸》、折射光

影变幻的《天眼》等作品，也吸引了

大量游客驻足观看。这些作品既

饱含艺术巧思、前沿审美趣味，也

呈现出时尚色彩，为三里屯太古里

增添了独特的艺术魅力。三里屯

太古里总负责人马泽丹表示：“三

里屯太古里不仅希望带给人们时

尚、潮流的购物体验，更希望将这

里打造成为一个艺术接近生活的

理想之地，让文化艺术与潮流能够

完美结合。”

8 月 11 日，台风“利奇马”强势入

沪，造成了话剧《漫长的告白》演出日

历中最难忘的一日，为暴风骤雨，更

为温情暖流。

恰逢周末，近半数观众从外地赶

来，不少观众遇到了高铁停运、航班

取消等紧急问题。该剧主办方徐俊

戏剧、上海城市剧院针对极端天气迅

速启动预案，严格确保演出安全；同

时制定演出票转让方案，减少未能前

来的观众的损失。周六午间，台风到

来，剧院工作人员提早开放前厅，观

众陆续冒雨而来，剧院里已为他们准

备好了毛毯、毛巾和饮用水。剧组一

直 等 到 大 多 数 观 众 落 座 后 才 开 演 。

当光束亮起，琴音流泻，剧场里转瞬

回到了那个生机盎然的年代。

场内的温馨气氛冲淡了暴雨的

凝重，谢幕后，演员留在舞台上与观

众互动，男主演郑云龙自掏腰包，为

观 众 买 咖 啡 ，感 谢 这 段 风 雨 无 阻 的

相约。散场后，当观众走出剧院，路

边 是 三 辆 等 候 多 时 的 接 驳 大 巴 ，门

口是制作人送别的暖心笑容。一位

已经六刷该剧的观众直呼：“风雨中

收获的意外和感动，是温情的守护，

是《漫长的告白》。”剧院经理也不住

地感叹：“观众同剧组共历风雨，有

爱，剧场就是个美丽的家园。”

这 部 剧 究 竟 有 怎 样 的 气 质 ，能

够 吸 引 这 么 多 观 众 甘 冒 风 雨 而 来 ，

有 些 观 众 甚 至 场 场 都 刷 ？ 毫 无 疑

问 ，郑 云 龙 的 跨 界 演 出 吸 引 了 不 少

目 光 ，但 该 剧 本 身 的 艺 术 品 质 才 是

其魅力不断发酵的根源。取材于法

国 著 名 剧 作 家 埃 德 蒙·罗 斯 丹 经 典

悲 喜 剧《大 鼻 子 情 圣》，《漫 长 的 告

白》的 故 事 被 巧 妙 地 安 排 在 上 世 纪

80 年代的上海，围绕一句珍藏了半

个 世 纪 的 告 白 ，将 一 出 晦 涩 文 艺 的

悲喜剧转化为一曲复古青春的赞美

诗 ，把 骑 士 的 故 事 搬 到 一 群 对 未 来

充满憧憬的大学生身上。整部剧穿

插 着 音 乐 人 李 泉 创 作 的 歌 曲 ，舒 缓

细 腻 ，直 击 心 灵 深 处 。 主 人 公 穿 着

素净，但他们的内里无比鲜艳、散发

着 诗 意 。 这 是 一 个 白 衣 飘 飘 的 年

代，一切都是那么缓慢和朴素；这也

是一个鲜艳的年代，灵魂有趣，梦想

有趣，人生有趣，爱情有趣，连普通

的盒饭也有趣，本真而美好。

全 剧 故 事 情 节 简 练 集 中 ，人 物

关系明了却意味丰富。男主人公陈

中行，一个长着大鼻子的当代情圣，

他干净、素朴，内心世界极富波澜和

诗 性 。 他 选 择 将 爱 深 藏 ，借 美 丽 的

诗篇诉说对女主人公方圆的爱。剧

中一幕，夜色遮掩，陈中行一步步将

内 心 的 自 己 剖 开 ，从 一 开 始 只 敢 临

摹信中的自己，到最后代替张志国，

躲 在 阳 台 下 的 阴 影 之 中 ，歌 颂 对 爱

的 痴 狂 ，勇 敢 面 对 爱 情 最 真 挚 的 模

样 。 富 有 诗 化 美 学 意 味 的 大 段 台

词 ，尤 其 是 开 篇 足 足 10 分 钟 共 800

多 字 的 排 比 句 ，在 郑 云 龙 的 演 绎 下

游刃有余，一气呵成，其表演中肢体

表达熟稔而精彩。

男二号张志国有一副英俊的脸

庞，受到无数女同学的青睐，但出身理

工科的他却笨嘴拙舌。虽然没有华

丽的文采，但 是 他 对 爱 情 的 认 识 却

不世俗。他明白，方圆爱上的只是他

的 躯 壳 ，如 果 他 继 续 扮 演 这 个 没 有

灵魂的木偶，便是一种自私。人如其

名 ，剧 中 张 志 国 不 仅 拥 有 光 明 磊 落

的人格，更心怀忧国忧民的责任，最

终，他从不善言辞的“罗密欧”，成长

为深明大义、为国捐躯的英雄少年。

女主角方圆是那个年代一切美

好 事 物 的 象 征 。 她 喜 欢 文 学 ，对 当

下的问题拥有与年纪不相符的深刻

认 识 ，更 有 着 超 越 时 代 的 抱 负 。 这

样 理 想 化 的 人 物 ，好 像 朝 阳 下 的 向

日 葵 ，自 然 受 到 不 少 人 的 追 捧 。 很

多 创 作 者 对 社 会 问 题 的 思 索 ，都 是

通 过 方 圆 之 口 说 出 。 最 后 ，她 回 应

了 陈 中 行 漫 长 的 告 白 ，送 陈 中 行 走

上圆满之路。

我 们 不 可 能 重 新 经 历 过 去 ，回

望 一 个 时 代 ，需 要 的 是 一 种 带 着 情

绪和思考的“观”。剧中有一位讲述

者 ，他 始 终 在 场 ，在 弹 奏 、叙 述 、参

与，他在故事之中，也在故事之外，

是 见 证 ，也 是 亲 历 。 他 在 适 时 的 时

机，将故事引入下一个篇章，为整部

话剧赋予别样的色彩。

一 种 见 字 如 面 的 爱 情 ，是 那 个

时 代 的 寻 常 ，现 今 的 稀 罕 。 陈 中 行

把所有对爱情的向往都倾注在他写

给方圆的信里，方圆在第一次读信的

时候就被折服，这些信也成为战争中

彼此的慰藉。这是一种经典隽永的

爱情观，简单的信件往来，质朴的男

女情愫，深刻而不肤浅的约会话题，它

不为个人的地位、名誉和财富所左右，

也不为社会的变迁所转移。剧中每一

个细节，观众看到的爱情是隐忍，是成

全，是反复确认，是小心翼翼地如同艺

术品一样被珍藏。主人公曾在信里

说：爱曾经拥有比贪图和占有更完整

的定义，爱曾经能衍生出更繁复更深

沉的故事，爱曾经容纳过宽广博大甚

至崇高的精神 力 量 。 在 这 部 剧 里 ，

爱 情 的 广 博 已 经 超 过 生 命 的 宽 度 ，

变为一种永不枯萎的精神信仰。

这 样 的 爱 情 和 人 的 心 灵 感 受 ，

生发于那个素净的年代。这种素净

感 在 剧 中 ，化 身 为 处 处 可 见 的 对 上

世纪 80 年代的缅怀：盒饭舞，诗化的

台词，简单的人际关系，穿插在台词

之中的庐山恋等真实历史事件。对

于多数“90 后”甚至“00 后”的观众是

一 种 过 往 的 揭 秘 ，而 对 经 历 过 那 个

年 代 的 人 来 说 ，正 是 他 们 的 青 葱 岁

月。本剧充满对理想和生活本质的

关 注 ，“ 守 候 ”的 主 题 也 由 此 显 露 。

就 像 陈 中 行 埋 在 心 里 一 生 的 告 白 ，

虽 然 漫 长 ，但 却 凝 聚 和 沉 淀 了 太 多

现 代 社 会 所 不 具 备 的 深 沉 和 不 朽 ，

这 样 的 守 候 褪 去 了 所 有 繁 华 ，却 又

胜于繁华。难怪有人在看完本剧后

禁不住感慨：

幸好我们有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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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漫长的告白》剧照

京剧《春草闯堂》剧照

《温暖的摇篮》剧照（西安市青少年宫供图）

滑稽戏《乌鸦与麻雀》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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