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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一则在北京

大兴机场随手拍摄的短视频

里，可爱的小朋友向武警叔

叔敬礼，得到武警叔叔的郑

重回礼，感动了许多网友。

传播技术的进步带来信

息 几 何 级 数 的 增 长 。 有 人

说，互联网上的信息良莠不

齐 、难 以 辨 别 ，难 免 随 波 逐

流、人云亦云，其实不尽然。

技术进步赋予人们更多的信

息选择空间，人们的选择也

在推动信息传播。从传播效

果来看，向真向善、充满正能

量的事件和话题往往能够引

起人们普遍关注，热度很高。

技术进步给“暖新闻”搭

起更多舞台。过去，作为公

共资源的新闻信息传播渠道

有限，挖掘、打捞、传播这些

故事的技术成本较高，往往

是“感人的事儿每时每刻都

在发生，却不知道”或者“我

们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了，却

只能放在心里”。移动互联

网技术普及后，随手拍、随时

看成为常态，细节生动的真

实故事高效地以新媒介形式

不断传播。家庭温馨时刻、

邻里互相帮助、陌生人爱心

之举等暖新闻高频度进入人

们视野。比如为帮助一位受

伤男孩紧急异地求医，机场、

乘务组、医院密切配合，与时

间赛跑。在众多镜头接力记

录下，救援过程得以即时呈

现。人们通过视频片段、图

文内容了解救援过程，心为

之牵动，情随之共鸣，温度成

就了热度。

新 媒 介 的 社 交 属 性 让

“暖新闻”舞台不只是单向度

“你说我听”，还增加了创作

者与受众的互动和共创。新

兴内容平台的社交功能，有

效汇集社会观感，受众的需

求 和 心 声 为 创 作 者“ 点 题 ”

“引路”，双方共创，为更多感

人 故 事 书 写 了 续 集 。 10 年

前，一位亲人离世、历经坎坷

的老大爷，在接受电视节目

采访时扬起手臂，有力地说：

“往前看！”最近，这段视频借

助 网 络 平 台 进 行 了 二 次 传

播，人们纷纷留言关心这位

大爷的生活现状。主持人得

知后，排除困难辗转找到了

大爷，发现他用勤奋工作换

来安稳生活，还在政府帮助

下盖起了新房。老大爷乐观

阳光的生活态度，引得人们纷纷点赞。

数字技术“网聚”各类媒介，不断实现暖新闻正能量

的“跨界”“破圈”传播。2018 年底，老兵张富清在进行退

役军人信息采集时，才出示了尘封 60 多年的军功证明。

他的英雄事迹经纸质媒体精心报道后，传播效果显著。

一张“立功证书”迅速火遍全网，引发各类网络媒介二次

加工、多次传播。网上网下同声共传，“深藏功与名”的英

雄事迹在社会上掀起致敬老兵热潮。在数字技术赋能

下，那些有价值、感动人的优质内容得以突破单一媒介的

固定受众群体，获得最大程度的传播和关注，实现“网聚

人心”“正能量成为大流量”的积极效果。

当然，网络信息传播复杂多样，也有少数人搭乘技

术发展的快车，贩卖焦虑、炒作虚假信息，甚至出现“开

头一张图，内容全靠编”的现象。对这种现象，除了有

关部门依法监管、平台加强自律外，还需要以新颖方式

传播真善美，让正能量更强劲，让信息“劣币”的生存空

间越来越小。

在互联网正能量氛围营造上，正呈现出“众人拾柴火

焰高”的积极态势。这说明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推动

信息聚合的同时，也在凝聚人心。“暖新闻”不断“刷屏”，

展现出当今社会的普遍共识：正直善良，是最宝贵的品

质；不懈奋斗，成就幸福人生。这也启示我们，数字时代

亦是有情有爱有温度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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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是创造笑的艺术和学问，研究喜剧

的传统、了解喜剧的本质，喜剧创作就会事半

功倍。

研习喜剧传统，增强创作信心

喜剧在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

“谐谑”的概念就是通过语言创造笑声的艺术

形 式 。 在 出 土 的 汉 代 陶 俑 中 ，也 有 谐 谑 艺

人。“善言为笑”，俳优是我国最早对职业化喜

剧人的称谓，早在春秋时期，以乐舞谐戏为业

的俳优就出现了。《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了春

秋时期楚国艺人优孟等人滑稽多智的故事，

这些故事充满了喜剧的元素和张力。今天我

们的很多喜剧，其实不知不觉运用了传统的

形式和方法。比如传统戏曲《风筝误》《花田

错》以“误”“错”为戏核：有误会就会出现令人

发笑的情景，进而生发故事，形成喜剧。当下

的误会喜剧也化用了“误”“错”这一传统方

法，两个演员各说各的话，相互还能对上茬。

可见，经典的创作方法在今天依然焕发勃勃

生机。

喜剧，从剧本、排练，到演出，一组组行

动、一句句台词，就是为了赢得观众的笑声。

观眼观心，如同踩着石头过河，那一个个石头

都是创作者前期预设、精心准备、用心安排的

桥段。演员和观众之间是交流、互为的关系，

演员预设包袱、抖包袱，观众笑起来，演员再

根据笑声接着抖包袱，把情节不断推进。所

以，喜剧是创作者和接收者双方互动融合达

成的艺术。

当我们深入中国喜剧传统，领悟到喜剧

表演技巧，以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作支撑，创作

喜剧的信心就会显著增强。

表现手段越丰富，越要遵
循艺术规律

喜剧这种艺术形式，永远在求新、求异、

求变。喜剧艺术当随时代不断创新，时代越

是发展、科技越是进步、表现方法和手段越是

丰富，我们越要回溯源头，回归艺术本体，遵

从艺术规律。在谈创新之前，我们需要弄清

喜剧的基本原理、逻辑和方法。

什么情况下观众会笑？喜剧在什么条件

下才能生成？这些年，我一直在创作实践中

摸索，也经历了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小品

《吃面条》有时代的影子，但作品技术还略显

稚嫩；《主角与配角》探索了误会喜剧和错位

喜剧的方法应用；《羊肉串》加入了更多喜剧

技巧，独特的讲故事方法让观众眼前一亮；

《警察与小偷》将四五个喜剧方法叠加，表现

手段上远比前三个作品丰富，也给观众带来

更多惊喜。这些年，我还创作了舞台喜剧《戏

台》《阳台》等，追求更全面的喜剧表现，也尝

试在悲喜剧之间掌握平衡的技巧。参与《金

牌喜剧班》综艺，又让我了解到综艺喜剧这种

新形式。

好的喜剧不仅仅靠表演，它一定建立在

扎实的文本基础上。所以喜剧创作者要表演

精进，更要关注文本。演过那么多喜剧，我最

大的感受是，虽然喜剧是引人发笑的艺术，但

其内核是摆脱困境。就像“滑稽”一词，“滑”

是光滑、润滑，“稽”指困境，这个词就有摆脱

困境之意。“摆脱困境”是角色行动的内驱力，

有内驱力才会形成行动线。所以在创作之

前，首先要把这个内核想清楚，想透彻。

合格的喜剧剧本通过不同角色组成相悖

的行动线而生发故事。对经典喜剧来说，一

个主体故事往往穿插了更多角色、更多行动

线，它们叠加一起，互为因果。拿建筑做比

喻，只有不同材料互相支撑，才能不断延展、

加高，搭建出摩天大楼。如果只关注一幕一

幕的表演，而不讲究结构搭建，即便拥有再多

的建筑材料，也只能搭成一个个单独的架子，

不能凝结成一个有机整体。

喜剧创作有不同的层次。最粗浅的是模

仿差异，因为笑的行为，与“势差”有很大关

系。这包括角色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势差，也

包括表演者和观众之间的势差。而有了势差

之后，演员们在编织出的关系网中精心地绕、

躲、走、闪，观众就会产生自己的思索和价值

判断，进而触发“笑点”，这样充满智慧的喜剧

才是高级的喜剧。喜剧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度”的把握。幽默的产生需要打破固有秩

序，但这种打破是有条件的，不能违反社会公

序良俗。一些粗俗、鄙陋的喜剧往往会引起

观众的反感。

在长期的喜剧表演中，我还有一个体会，

观众的笑是需要练习的。比如在看小品时，

观众知道这是一种幽默的艺术形式，自然而

然会放下顾忌、放声大笑。但如果在剧场看

喜剧，会感到严肃而笑不出来。当一个喜剧

包袱出现，观众首先左看右看，观察别人笑没

笑，整个剧场好像被一根绳子紧紧绷住。这

时突然一个观众忍不住，发出“哈哈哈”的笑

声，众人才放心地笑起来。由此可见，喜剧人

要设计好包袱，把握好尺度和节奏，带着观众

养成笑的习惯。

与观众频繁互动，打磨喜
剧艺术精品

喜剧创作者需要通过技巧方法、故事讲

述和人物行动等实现思想性，达到喜剧作品

的高度。

表现和思想是有机统一的，千万不要把

目的当成方法。有些喜剧创作，不注重结构

和讲故事，仅仅用无厘头来解决故事中的矛

盾冲突，想着怎样抓包袱“挠人痒痒”惹人笑，

这就会成为问题。创造笑声是创作者的出发

点，但不是创作的手段。眼里只有“包袱”，不

去好好地结构故事，我觉得是本末倒置，也导

致演员表演上的急功近利。

很多演员眼睛里没有人，也不感受对手，

在各自的场景里表演，观众很难自然而然地

发笑。喜剧创作者一定谨记：作为一种大众

文艺形式，喜剧是为观众服务的。喜剧创作

者要拥有好心态，摆不正喜剧创作者与观众

的位置，只会让观众和自己都尴尬。

当前舞台喜剧、影视喜剧、综艺喜剧新作

品不断涌现，这反映了社会对喜剧的强烈需

求。这三类是不同的。舞台喜剧中，创作者

直接面对观众。而在综艺喜剧、影视喜剧中，

创作者和观众不处于同一个观演空间。有的

演员认为，自己在综艺中表演得好，就能把喜

剧演好。其实综艺喜剧、影视喜剧很多是通

过 蒙 太 奇 剪 接 、后 期 制 作 才 呈 现 出 喜 剧 效

果。而真正好的演技需要通过一场场现场表

演，与观众频繁互动才能磨炼出来。之前我

在电视屏幕上的一些小品，也都是经过上百

场和观众真实的切磋打磨后，才去镜头前表

演的。

在走南闯北的演出过程中，我很高兴看

到当前喜剧品类越来越多，前来观看喜剧的

观众也越来越多。每次看到观众或粲然一笑

或捧腹大笑时，极有获得感。普及喜剧，把笑

声带给观众，这是一位喜剧人幸福的来源，我

大半辈子都致力于此。经过这几十年的打拼

和磨砺，我的使命感越发坚定：用好的作品推

广喜剧艺术、培养新的喜剧人才。光大喜剧

艺术，中国喜剧人任重道远。

（作者为喜剧演员）

图为话剧《戏台》剧照。

制图：赵偲汝

用好的作品推广喜剧艺术
陈佩斯

近年来，喜剧创作风生水起，舞台喜剧、

影视喜剧、综艺喜剧、小品、相声、脱口秀等文

艺形式层出不穷。总体来讲，喜剧创作观演

氛围越来越浓，质量不断提升。不过也有一

些作品经不起细细琢磨，缺乏经典喜剧那种

令人回味无穷的气韵。中央电视台综艺节

目《金牌喜剧班》面对这一挑战，革新喜剧节

目形态，展现普通人的酸甜苦辣，着重从中

国传统喜剧艺术中汲取营养，探索喜剧创作

新方向。

喜剧是制造笑声的艺术，价值观上立得

住的“包袱”才留得下、传得远。《金牌喜剧班》

集中表达人们对美好和幸福的追求，也对社

会不良风气进行讽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比如《忘不了》崇敬英雄、颂扬人间温

情与善意，《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老师找我爸》

表现立德树人教育理念对学生发展的重要

性，《断片》展现普通人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成为平凡英雄等。除此之外，一些作品对直

播流量造假、高价彩礼、虚假广告等社会不良

风气进行了讽刺，鞭辟入里、入木三分。这些

作品既有意思又有意义，受到观众青睐。

中国传统喜剧的大观园历来是百花齐

放 。《金 牌 喜 剧 班》呈 现 多 种 传 统 喜 剧 的 风

采，涉及京剧、吉剧、木偶戏、魔术戏剧、谐

剧、默剧等艺术门类，让不少观众尤其是年

轻观众感叹：原来中国传统喜剧这么丰富、

这么好看！比如，上海戏剧学院木偶专业的

学生们和相声演员共同创作的木偶戏《毛巾

的事》，构思巧妙，生动幽默，让观众笑声不

断 。 此 外 ，三 位 导 师 在 点 评 时 提 到 的 腻 缝

儿、外插花、筋劲儿等专业喜剧名词，令人初

窥中国传统喜剧“门道”，读懂传统喜剧的独

特风采。

中国传统喜剧源于民间，始终与生活息

息相关。无论是《救风尘》《墙头马上》《西厢

记》等经典之作，还是老舍、赵树理创作的现

当代喜剧，无不反映社会现实，塑造出众多有

血有肉的人物形象，用喜剧独有的审美方式

劝善讽喻、弘扬正气。《金牌喜剧班》的创作者

对日常生活进行艺术化提炼，把出租车司机、

外卖小哥、保洁大姐、小区保安、人民教师当

作舞台的主角，以充满烟火气的故事为观众

营造真实的沉浸感和代入感，有生气、接地气

地讲述百姓自己的故事，引起观众共鸣。让

人印象深刻的是，导师带着学员学习“撂地”

技艺，就是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节目通过

“撂地”环节的设置表达这样的艺术理念：只

有和人民的火热生活、情感世界发生联系，喜

剧才会产生永恒的艺术魅力。

传承中国传统喜剧精神，不仅要提炼精

髓，还要发掘其中蕴含适合当代社会的价值

内涵，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体而

言，要对不同类型、不同地域的喜剧兼容并

包，对喜剧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实现更具创新

性的艺术表达。比如现代音乐剧与西游记题

材结合的《五指山》在短视频平台成功出圈；

充满地域文化特色的吉剧结合当代喜剧元

素，表演让人忍俊不禁。这些节目都对当代

喜剧创作进行了有益探索。

火热的生活是喜剧创作的现实土壤和取

之不尽的富矿。《金牌喜剧班》坚持正确的价

值导向和文化方向，开掘传统喜剧文化精髓，

把普通人推向舞台中心，在欢声笑语中启迪

心灵、引领风尚。

探索综艺喜剧新路径

胡 祥

核心阅读

当我们深入中国喜剧传
统，领悟到喜剧表演技巧，以
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作支撑，创
作喜剧的信心就会显著增强

喜剧艺术当随时代不断
创新，时代越是发展、科技越
是进步、表现方法和手段越是
丰富，我们越要回溯源头，回
归艺术本体，遵从艺术规律

喜剧创作者一定谨记：作
为一种大众文艺形式，喜剧是
为观众服务的；真正好的演技
需要通过一场场现场表演，与
观众频繁互动才能磨炼出来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那些有价
值、感动人的好内容得以突破单一
媒介的固定受众群体，获得最大程
度的传播和关注，实现“网聚人心”

“正能量成为大流量”的积极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