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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观众太需要喜剧了

这些年，总有热心观众和关心喜剧的朋友

问我：喜剧就是纯粹搞笑吗？我说不是。也有

人问：喜剧难道不应该让人笑后想点什么吗？

我说当然。还有人问：喜剧难道就是甩“包袱”、

搞语言游戏吗？我说不是。更多的问题，是对

目前文艺市场上恶搞的喜剧表示反感：喜剧难

道是咯吱人笑吗？我说绝对不能咯吱人。

话剧是舶来品，正剧多，悲剧少，喜剧则更

少。为什么？因为喜剧难写也难演。首先，你

叫喜剧，就要面对一个硬指标——笑，若是正剧

或悲剧，好与不好，剧场当下无法评判。但喜剧

不行，演出过程中，就让人知道了这个戏是不是

喜剧。抛开主题立意、抛开美学高低，你只要没

让观众笑起来，这剧就意味着失败了。从这个

意义上说，全场观众几乎都是这出戏的评委。

前些年，一位编剧圈内的朋友找到我，希望

我帮他导一部喜剧，他电话里说，刚写了一部正

剧，挺累的，想写一部喜剧放松放松。我听了吓

一跳，“放松放松？天哪！”写喜剧恰恰是一件很

煎熬人的活计啊！我很想问他：“您以前写没写

过喜剧？若是没写过，千万别把它当成放松的活

计去做，到时候会累着您的。”另外我还想说：

“放松是观众的事儿，不是喜剧创作者的事儿。”

但话到嘴边又收了回来。因为他当时咨询我导

演费是多少，假如我把喜剧的艰难说多了，他会

不会怀疑我要提高导演费啊？我知道他的“放

松”到时候一定变得“沉重”，甚至根本就写不出

来。我告诉对方“您给多少导演费都行，您定”。

对方听了很欣慰很感动；但这话说了一年多，他

没了动静。我从侧面了解到，他大半年里躁动

不安，脾气很大，因为他写了一稿又一稿，自己

都不满意，念剧本演员都说乐不起来，他一稿又

一稿写，最后放弃了。我知道，他被喜剧累着

了，以后不会再碰喜剧了。

这个“写喜剧放松放松”的故事，说明了一

个现象：别把喜剧创作看轻了。就喜剧小品而

言，我也听到过很多这样那样的说法。有些话

剧院团说到喜剧小品，是一种想起来搞搞而已

的营生；有些戏剧学院对电视文艺栏目、春晚的

小品评头论足，看不上的同时，觉得喜剧小品是

戏剧教学的一个练习，没有什么。

为什么不坐下来研究一下，喜剧小品早已

脱离了戏剧教学的课堂练习？喜剧小品从诞生

那天起，是穿着百家衣——曲艺的、哑剧的、喜

剧的、戏曲的……艺术门类的特征呱呱落地

的。随着观众欣赏水平的提高，对喜剧小品的

立意、结构、笑点，都有了特殊的审美需求，这已

经是一门独立的新时代的艺术门类。会写话剧

的未必会写小品，会组织戏剧课堂练习的更不

会轻易打造出一个有头有尾、有立意、有笑点的

小品。你看轻它，它就会欺负你。

让人不可理喻的是，这样的现象至今依然

存在；为什么不研究观众的需求？总之，喜剧市

场的各种现象、对喜剧创作的认识和理解，以及

喜剧表演上的良莠不齐，困扰着很多人。而各

种对喜剧的疑问，实际上都反映了一个问题：对

目前的喜剧不满，在这些不满里，又饱含着对喜

剧的喜爱，饱含了对喜剧的呼唤，饱含了一个谁

也不会否认的文艺演出市场的现象：快节奏的

今天，观众太需要喜剧了。

时代呼唤健康的喜剧

喜剧必须完成自己的硬指标——笑，才能

称之为喜剧；但是能让观众笑起来，就一定是好

的喜剧吗？还有一个更让人纠结的现象是：有

的喜剧没有恶搞，有的是移植、改编自百老汇经

典名剧，演出后喜剧“笑果”很好，笑声掌声不

断，但是，在这些笑声和掌声中，也有不少观众

反映，他（她）们一点都没笑，不光没笑，看得还

十分压抑。这些让人纠结的问题，实际上已经

留给戏剧评论界太多的研究课题。

你说不是喜剧，但很多人说是喜剧，原因又

在哪里？为什么仅仅以语言逗乐为主制造笑点

的喜剧，诟病最多？为什么有的喜剧，编导演为

了证明自己演的是喜剧，为了让观众乐起来，在

表演上极尽夸张之能事、乃至于“洒狗血”的夸

张表演？导演和演员难道真的不知道这样逗乐

观众品位不高吗？

喜剧评论家们把喜剧分为平面喜剧和立体

喜剧，所谓平面喜剧，是指那些以语言包袱为主

制造笑点的喜剧，这些平面喜剧，可以不看演

出，听收音机也能笑起来。平面喜剧的局限性，

事实上上世纪40年代的导演张俊祥早已说过，

他说“靠俏皮话逗乐的喜剧走不远，因为俏皮话

的技巧，观众看几次就已经熟悉，你再用这种技

巧逗乐，他有了准备他就不乐了。”

立体喜剧则不然，你必须看演员的表演，必

须被情节吸引，喜剧情节一旦制造出喜剧美学

意义上的喜剧情境，演员的一个调度、一个手

势、一个回头、一声叹气，乃至于不说话，观众都

可能捧腹大笑。因为，所谓立体喜剧，实际上是

话剧门类中真正意义上的喜剧。它是靠喜剧主

题、喜剧人物、人物内心动作、错位的喜剧情节、

靠喜剧情境让观众笑起来的。立体喜剧表现生

活，而生活始终在变化，人性的弱点、人性的各

个侧面，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征，因此永

远不会被观众熟悉、预知创作技巧。

文艺演出市场上，平面喜剧多于立体喜

剧。平面喜剧的“包袱”制造技巧被观众熟悉

了，不容易乐了，导致导演、演员脱离生活的夸

张表演，他（她）没办法，因为要让观众说这是喜

剧。搞立体喜剧吗？那就要阅读、研究大量的

喜剧经典作品，要体验生活，从生活中提炼喜剧

人物。这个比较难。因为要沉下来，别浮躁。

但立体喜剧就一定好吗？有些喜剧是立体的，

有人物、有情节，有技术高超的喜剧结构，不少

移植过来的国外的喜剧很多人被逗得捧腹大

笑，为什么随后又评论说这个作品没品位？

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文以载道”的创

作理念，看来不仅仅是说给创作者的，也是说给

观众的。既然是传统，培养作家艺术家的同时，

毫无疑问也培养了作品的接受者——观众。很

多观众嘴上说，到剧场就是图一个乐，但又不仅

仅图一个乐，他（她）必须要“想点什么”，没得到

思想的滋养、没“想点什么”，观众就有理由说你

“没品位”。原来，观赏喜剧，“图个乐的诉求

里”，我们的民族文化又在不知不觉中起着作

用，要求着喜剧的创作者。

扫描这些喜剧创作现象，是为了给自己定

位。我应该创作哪类喜剧？我能否让观众笑了

又“想点什么”呢？我应该在喜剧困惑的年代，

创作哪种类型的喜剧呢？时代呼唤好的、健康

的喜剧，作为喜剧人，听到这样那样对喜剧的期

待与不满，心里常常像针扎一样难受。

反对看材料写戏

在寻求喜剧突围的思考中，中国少数民族

文化艺术促进会找到我，希望我创作一台被广

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援疆剧目，要求是

“让欢乐骑上骏马”，要乌兰牧骑式的演出，要写

成喜剧。

第一次与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促进会同志交

流，他们交给了我大量的事迹材料。那些材料

都很感人。感人，不一定能写成喜剧。我历来

反对看材料写戏，很多时候很多人看材料写戏

写成了宣传剧、报道剧。其实看材料没错，但材

料只能是一个创作者采访生活的指南。我提出

来到生活中去，看能否发现喜剧题材。这一去

不要紧，发现的都是感人的故事，都是默默奉献

的典型事例。一句话：都是正能量的故事。

喜剧难写，好人的喜剧更难写，那么，主旋

律、正能量的喜剧就更加难写。喜剧类型里有

讽刺喜剧、荒诞喜剧、黑色幽默喜剧、风俗喜剧，

唯独赞美喜剧稀少。少，是因为难。莎士比亚

的四大喜剧《威尼斯商人》《皆大欢喜》《无事生

非》《第十二夜》，喜剧史把这些归结为抒情类喜

剧，也即赞美类喜剧，但是莎翁的这些喜剧，也

相对设置了反面人物，也就是说，在莎翁选择赞

美喜剧（也可以称为浪漫喜剧、抒情喜剧）的时

候，他怕观众不笑，把讽刺喜剧的元素纳入了赞

美喜剧的领地。在我国古典喜剧中，关汉卿的

《救风尘》、康进之的《李逵负荆》，也都属于赞美

类喜剧，但这些戏里也都有反面人物，也是通过

反面人物印衬作者要歌颂的人物。

写援疆干部火热生活的喜剧，讽刺谁？或

者说笑谁？这里没有、也没发现反面人物，没反

面人物，怎么结构戏剧矛盾冲突呢？众所周知，

戏剧的特征是矛盾冲突，喜剧亦然；而设计矛盾

冲突，则必须要设置冲突的对立面，设置反面人

物，但是我所了解的援疆干部的生活，没有反面

人物，有的都是感人肺腑的故事。

我又一次回到草原，住在牧民的毡房里。

渐渐地，我找到了哈萨克牧民单纯又火热的性

格，尤其是草原上的人民调解员，他们大都机智

幽默，善于化解草场上、邻里之间的各种矛盾，

他们采用的办法看似简单却非常实用。这些人

民调解员的诙谐与机智，给了我很多启发。设

想：那些被牧民们爱戴的援疆干部，一旦家里有

了事，他们将如何出手相助？我把假设讲给那

些人民调解员听，假设一位受人爱戴的援疆医

生，因为长期两地分居，夫妻之间闹起离婚，人

民调解员该怎么办？

没想到我这种假设，由于语言沟通不及时，

被牧民们误解了，以为援疆干部真有离婚的事，

他们听了急得火烧火燎的样子，纷纷出起主意

来，这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我很快构思

出喜剧的框架：让一位援疆干部发生夫妻矛盾，

一位机智幽默的哈族人民调解员阿塞提，听说

他老婆的救命恩人援疆医生刘主任和妻子要离

婚，他想办法调解恩人的夫妻感情。这样，夫妻

离婚只是故事发展的情节线索，人民调解员阿

塞提调解夫妻矛盾，也只是构架喜剧结构的一

条线，真正的目的是塑造一心建设边疆的援疆

干部、心内科专家刘主任。那拉提草原是“一带

一路”建设的重镇，但是那里的旅游设施、医疗

卫生远远落后于内地，医疗专家刘主任为此做

出了许多让人感动的事迹。没这些感动，人民

调解员就不会出手相助，在相助中，表现出“五

十六个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情

感。这样，“一带一路”建设的火热激情、援疆干

部的默默奉献都在赞美喜剧的笑声中得到一一

呈现。这就是话剧《那拉提恋歌》的创作过程。

《那拉提恋歌》作为北京喜剧周开幕大戏上

演后，获得了观众和业内的好评。这出戏让我

看到了自己今后努力的方向。喜剧创作，首先

考验一个创作者对喜剧技术的掌握，更考验一

个创作者对生活的理解与提炼，如此，才有可能

超越自己，找到突破喜剧创作困境的最佳途径。

别把喜剧创作看轻了别把喜剧创作看轻了
□王宝社

喜剧难写，好人的喜剧更难写，主旋律、正能量的喜剧就更加难写。喜剧创作，首先考验一个创作者
对喜剧技术的掌握，更考验一个创作者对生活的理解与提炼，如此，才有可能超越自己，找到突破喜剧
创作困境的最佳途径。

作为国家艺术基金2019年

度滚动资助项目，由上海京剧院

创排的新编历史京剧《春秋二胥》

“一改”专家研讨会7月 25日在

京举行。

《春秋二胥》讲述了春秋时代

原本一对相敬相惜的好朋友伍子

胥与申包胥因为家仇国恨而相互

纠葛的故事。通过申包胥帮助伍

子胥从楚国逃到吴国，19年后伍

子胥带兵攻入楚都，掘楚平王墓，

鞭尸三百，以报父兄之仇；申包胥

劝诫伍子胥放下仇恨、捍卫楚国

的史实为基础，着重刻画了伍子

胥和申包胥的人物内心及人性的

碰撞与纠葛。该剧自2014年首演

后几经修改、反复打磨，并参加第

7届中国京剧艺术节、第29届中

国戏剧梅花奖现场竞演等演出。

与会专家认为，该剧是一个

“中国模式的悲剧”，展现了灾难

面前人性的复杂性，即世事不止

黑白、是非拷问人心。伍子胥和

申包胥的行为都有各自坚信的正

确与合理；于是，昔日有救命之恩

的兄弟成了对立的敌人，这与黑

格尔的悲剧理论相契合。与以往

新编历史剧不同，该剧没有奢华和复杂

的实景场面，取而代之的是“七巧板”式

的平面模块。空灵的风格、极简的形式、

京剧本体写意性的运用构成了该剧的舞

美风格。对于该剧下一步的修改，与会

专家建议，伍子胥和申包胥的情感逻辑、

性格的变化展现得还不够充分，应该增

加这两个人物的丰富性和现代意识；二

度创造还可以向悲剧性、史诗感、厚重感

方面强化。

（余 非）

《那拉提恋歌》

《《拯救大兵友友拯救大兵友友》》

《《托儿托儿》》

每年8月，走进设施舒适、服务贴心的

小剧场，看一场或贴近生活、或传承经典、或

时尚先锋、或质朴真诚的有关“北京故事”的

小剧场戏剧，让浮躁的心在炎热的天气里获

得些许清凉和平静，已经成为不少京城百姓

文化生活的不二选择。今年，“北京故事”优

秀小剧场剧目展演将于8月如约而至，带来

20部题材多样、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

2012年，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创办了

“北京故事”优秀小剧场剧目展演。经过7届

的完善和发展，“北京故事”不仅成为北京市

着力打造的文化艺术重点演出品牌，更涌现

出170部优秀小剧场作品，培育出一批优秀

创作人才，成就了一批设施完善、服务优质

的小剧场。正如北京剧协副主席杨乾武所

说：“这是一个做实事、有价值，并且是行业

和社会文化生活所需要的展演品牌。”本届

“北京故事”的主题为“成长·同行”，从全国

范围的国有院团和民营院团创作的近50部

作品中，精选出20部作品,涵盖话剧、京剧、

昆曲、越剧、淮剧、河北梆子、现代舞、形体剧

8个艺术门类，以内容分为“古·今”“变·化”

“生·活”3个板块，满足京城观众多元化的

观剧需求。

近年来，面对现代生活和愈发年轻的观

众，文艺工作者对戏曲的“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做了诸多尝试。本届展演中，“古·

今”板块集中展示了创作者在小剧场领域对

戏曲艺术传承与创新的思考。其中，京剧《好

汉武松》由杨派非遗传承人杨少春做艺术指

导，青年导演李卓群为核心组成创作团队，

在丰富行当、发展流派、延伸程式的基础上,

大胆尝试武戏文唱；昆曲《反求诸己》依托昆

曲的传统表演形式，结合现代戏剧的审美特

征，给中国古老的成语故事赋予当代意识；

京淮《新乌盆记》由一个演员分别用京剧和

淮剧出演刘世昌、张别古、刘世昌妻三个角

色，跨老生、丑、青衣三个行当；青年导演赵

淼的新剧《化水》努力尝试将舞蹈和戏剧相

融合，追求以剧叙事、以舞写意的舞台呈现；

河北梆子《台城柳》的最大看点是京、梆两大

剧种强强联合，让该剧不仅有河北梆子悲壮

激昂，更有京剧的苍韧有力；越剧《一个陌生

女人的来信》用以歌舞见长、善于抒情的越

剧形式演绎茨威格的经典名著。

去年，为纪念改革开放40年，文艺工作

者集中创作了一批艺术化反映改革开放成

果的文艺作品。“变·化”板块中，主办方遴选

了其中的优秀作品。比如，北京现代舞团的

《北京·我们》讲述了一群怀揣梦想从天南海

北来到北京的普通人的梦想与拼搏；话剧

《书店》讲述了同生书店在

改革开放40年里跌宕起伏

的故事，从普通百姓视角

讲述时代精神；话剧《朝阳

门外·雅宝路》描绘了第一

代朝外雅宝路地区商户，

历经时代变迁不忘初心，

坚持不懈勇往直前的拼搏

图景。

本届展演的“生·活”

板块，汇集了一批反映平

常百姓生活和展现当代都

市生活与情感话题的最新

作品。其中，黄盈导演的话

剧《点心》讲述了大学毕业

生保持信念、坚持理想的创业之路；根据法

国莫里哀戏剧奖最佳编剧奖改编的话剧《辣

椒·巧克力》聚焦“留守老人”“婚姻情感疏

离”“孩子教育”等现实问题；话剧《江小东和

刘小文》用充满想象力的方式展示了年轻人

的情感世界；话剧《周六下午两点半的咖啡

馆》以轻巧灵动的电影化舞台语言展示了当

代青年人的内心世界；话剧《男人还剩下什

么》挖掘毕飞宇原著中婚姻男女两性关系的

战争，透视两代人对待婚姻的态度；话剧《我

是余欢水》以舞台与多媒体结合的方式，展

示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话剧《爱转机》讲述了

不同年龄的人对于爱情的理解。

据介绍，今年“北京故事”将加强与新媒

体的合作，利用融媒体宣传普及戏剧知识，让

更多的青年人走近戏剧。同时，继续开展戏剧

普及讲座、戏剧工作坊等公益活动。

（余 非）

2019年“北京故事”优秀小剧场剧目展演举行

“这是一个做实事、有价值的展演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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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朗诵事业，丰富

群众健康向上的文化生活，“殷之光朗诵俱乐部”日前在北京

星期八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成立。

85岁的朗诵艺术家、北京朗诵艺术团团长殷之光介绍

说，“殷之光朗诵俱乐部”是由首都广大专业和业余朗诵工作

者自愿参加的群众性的公益性组织。俱乐部成立后将不定期

举办各种朗诵艺术实践活动，为大家提供互相交流、学习、切

磋、研究、提高朗诵艺术的平台，并通过这个平台，让中国经典

作品伴随朗诵之声走进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内心。

成立大会上，多位著名朗诵艺术家与首都四个群众朗诵

团体、近百名朗诵者一起，朗诵了十多首讴歌祖国和新时代的

作品，殷之光也饱含深情地朗诵了著名诗人艾青的经典诗作

《我爱这土地》，并获得了满堂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

（京 艺）

日前，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第六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

“2019婺源文旅资源与戏剧艺术创作交流活动”在江西婺源

召开。会议期间，举办了中国戏剧文学学会换届选举大会、全

国戏剧文学研讨、婺源文旅资源与戏剧艺术创作交流等系列

活动。中国戏剧文学学会是文化和旅游部主管的国家一级学

术团体，成立于1985年，由全国的舞台剧、电视剧、广播剧剧

作家、评论家、研究家、教育家、翻译家、编辑出版家、经营管理

家组成。此次换届选举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六届领导机构，剧

作家李东才当选会长。

全国戏剧文学研讨是此次系列活动的亮点。中国戏剧文

学学会曾举办过多项全国戏剧评选、调演、戏剧理论研讨、戏

剧人才培训等重大活动。特别是近几年，连续主办了多期多

项国家艺术基金全国青年编剧人才培养项目，受到业内关

注。全国戏剧文学研讨会是学会的重点保留项目，已连续举

办了8届。 （戏 文）

“殷之光朗诵俱乐部”成立

中国戏剧文学学会
完成换届工作

《《我是余欢水我是余欢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