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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产业化改革之后 20 年的发展，
中国电影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制作经验
和产业发展经验，比如中国的后期制作
公司已经能够做出 《流浪地球》 这样令
世人惊艳的国产重工业大制作科幻片。
但在发展过程中，受累于缺乏全行业认
可的流程和标准，中国电影后期制作产
业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包括：市场不大
且存在无序竞争；科技含量较低，软件
和算法的研发力量比较薄弱，软件原创
较少，较多地依靠引进；上游环节的投
资人和导演对后期制作了解和重视不
够，部分地增大了后期制作环节的压
力；后期制作环节的标准化、流程化、
协同化不够，导致效率不高。在这些不
足中，科技方面的问题需要更长期的努
力来解决，市场方面的问题需要通过市
场博弈来解决，上游同行的支持需要后
期制作人员去沟通、争取，而制作环节
的效率问题，则可以通过行业自律和科
学管理，通过在全行业倡导标准化、流
程化、协同化来解决。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中国电影家协
会电影数字制作委员会、中国电影剪辑
学会、中国电影声音制作者联盟这3家行
业协会决定，联合研发推出电影后期制
作的行业标准，希望吸收全行业的意
见，逐步完善这个标准，推动其获得广
泛认可并在全行业实施，进而推动后期
制作产业生产效率提高。

我国要成为电影强国，需要持续不
断地推出国产大片，更需要打造强大的
电影工业基础。电影工业基础有六大构
成要素，包括强大的投融资体系、庞大
的创作和经营人才库、要素齐全的影视
基地、可建构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规模化
的影院设施、强大的多层次发行体系以
及高效率、高科技的制作产业等。在这
些要素中，高效率、高科技的制作产业
非常重要。考察研究国际大制作影片的
创作过程可以发现，制作的比例越来越
大，高科技棚拍越来越多于实景拍摄，
后期前置的工作越来越多。在后期制作
领域，我们要虚心承认自己是追赶者，
可以借鉴国外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
本土化的再创新，促进本土制作行业科
技含量和管理效率的提高。制定本土化
的中国电影后期制作标准，就是我们在
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一项为中
国电影工业夯实基础的任务。

后期前置已经成为行业惯例，而且
制作技术服务正在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
电影拍摄的前、中、后期，被业内人士
所惯用的术语“后期制作”会逐步成为
一个名不符实的术语。所以，“中国电影
后期制作标准”应该被“中国电影数字
制作标准”所取代。

理想的电影制作产业，应该实现制
作标准化、生产流程化、合作协同化、
艺术科技化。制作产业的这“四化”，制
作标准化尤为重要，因为只有实现制作
标准化，才可以达到生产流程化、合作
协同化，才可以在标准框架内提高国产
电影的科技含量。近年来，我国的相关
行业专家一直致力于探索电影制作标准
化、流程化、协同化，研发撰写本土化
的行业制作标准文件。期待这一行业标
准早日面世，为做强中国电影工业和建
设电影强国夯实基石。

“谢谢直播间的朋友们支持民间艺术。我
是魏氏糖画第五代传承人魏生国。老铁们想
看我做什么糖画，欢迎打在公屏上！”

3月4日，魏生国像往常一样在快手上直
播自己制作糖画的过程。晶莹剔透的金黄色
糖浆从半空中浇下，他以勺为笔，以糖为
墨，熟练地把握着糖浆的流量与流速。不到
一分钟，一条金灿灿的糖画长龙便呼之欲
出。稍冷却后，他用小铲刀将糖画从石板上
铲起，粘上竹签，对着镜头笑道：“来，老
铁，祝你在今后的生活中龙腾虎跃！”有网友
给魏生国留言：“虽然有烦恼，但瞬间被你的
糖画治愈。”

老手艺网上走红

在外漂泊“赶场”十几年的魏生国没有
想到，糖画能被这么多网友喜爱。

受父亲的熏陶，他很小就喜欢做糖画，22
岁开始专职制作糖画。“做糖画不能反复修改，
得一气呵成，所以要先在脑海里有画稿。”魏生
国说。起初他将摊位设在学校门口，但好景
不长，孩子们吃过几次便兴趣寥寥。他又把
目光瞄准全国各地的庙会，拖着折叠板车，
在山西、河南、陕西、内蒙古等地赶庙会卖
糖画，一年有八九个月在外地，但生意并不尽
如人意，“常常赶完这次庙会，下一次不知道在
哪里。有时候卖糖画的钱还不够路费。”

一个偶然的机会，魏生国在外甥女提议
下注册了快手账号。自2016年10月首开直播
以来，他和他的糖画手艺越来越受欢迎。如今
他的快手账号“魏国糖画”粉丝量达 62.3 万。

“我经常直播开了1个小时，回复网友们的留

言和私信要花3个小时。”魏生国说。
靠着网络平台积累的知名度，魏生国和

他的手艺被更多人看见。2018年，“魏氏糖画”
列入山东临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魏
生国受邀参加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的中华
传统文化展览。2020年，魏生国还参加了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进行时》的拍摄。

700多人慕名学艺

更令魏生国意外的是，不少网友表示想
跟他学习糖画制作。2017年下半年，魏生国
在老家山东费县成立了个人工作室，接待各
地慕名而来的人。

当年 9 月，魏生国迎来了他教学生涯中
年龄最大的学生——一位63岁的女士。她告
诉魏生国，她平时要照看两个孙子，但她和
孙子都特别喜欢糖画，所以想学做糖画给孙
子吃。于是这位女士在老伴的陪伴下，从天
津来到费县，找魏生国学艺。从熬糖到起笔
作画，她用半个月的时间学会了糖画的入门
技艺。“糖画很讲究手上控制糖浆流量的功
夫，她可能因为常年做饭，学得不比年轻人
慢。”魏生国说。学成回家后，这位女士有
时还会带着两个孙子出摊，体验糖画表演的
乐趣。

魏生国至今已经有徒弟 700 余人，蕴含
先人智慧和生活甜蜜的糖画，正被更多的人
品味、传播、欣赏。

做出自己的风格

活灵活现的十二生肖、花鸟鱼虫和以抗
疫人物、童趣瞬间等为题材创作的原创糖画
作品，在魏生国的工作室随处可见。

“传统糖画是用单调的糖本色做出来的平
面图案，很难长期保存，我把糖画做出了我
的风格。”魏生国说。在传承传统技法的基础
上，他对糖画的颜色、形状和保存方法进行
大胆改革，使“魏国糖画”实现了从单色到
彩色、从平面到立体、从易融易碎到能长期
珍藏的创新。为了满足当下人们的审美要
求，魏生国还先后到江苏、杭州、天津等地
拜师学艺，将剪纸、皮影、漫画等艺术形式
中的元素融入到糖画的造型设计中。

做糖画20多年来，有时候看着身边做草
编、捏面人等的老匠人迫于生计而转行，魏
生国非常感激网络平台对糖画的继承传播起
到的作用，而他对这门传统手艺的创新得到
了市场回馈，也令他感到欣慰。他如今也依
然会和儿子一起出摊。“我的很多灵感就来自
生活。出摊的时候从孩子们口里听来他们的
想法和要求，回家后我就反复尝试，做出来
后他们很喜欢，我也特别高兴。”魏生国说。

新喜剧更加“短平快”

素描喜剧、陷阱喜剧、即兴喜剧、漫才、
物件剧……很多观众是通过《一年一度喜剧大
赛》了解到这些喜剧新名词的。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讲师吴可认为，
《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中的《一出不好戏》《父
亲的葬礼》等作品可谓新喜剧的典型代表。如

《一出不好戏》展现的是喜剧剧本创作“难产”
的过程。几位编剧不断搭起一个又一个新剧本
框架，又马上被投资人一个接一个毙掉，讽刺
了当下文艺创作中“蹭IP”的不良做法。这些
作品通过情节的不断升级强化，进行越来越快
的转换，并成为层层加码的循环，
让观众发出连续不断的笑声，其结
构和机制与传统喜剧形式不同。比
如相声往往靠三翻四抖，也就是铺
垫和抖包袱、靠节奏快慢的变化甚
至靠一些在捧哏和逗哏之间的反差
来引发观众心理、情感的变化，从
而产生笑声；相声的语言基于前人
的语言习惯，表达方式也相对委婉
和缓。但现在年轻人说话习惯于

“直给”，做出来的新喜剧作品也是
这样。“如今生活节奏加快，娱乐
方式也在提速，艺术创作实践进行
了多元探索，今天的喜剧确实更加

‘短平快’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副
研究员李静说。

还有一些新喜剧作品，比如
《互联网体检》《时间都去哪儿
了》，给予观众强烈的代入感，而
且其中往往为观众预留了类似游戏
玩家的位置。在吴可看来，如今的
观众再也不愿意被动地观看演出、
被灌输观念和想法，他们更愿意进
入喜剧提供的想象性场景中，不断
体验一种自我讽刺的快感。

体现多样生活侧面

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麻文琦认
为，人类文明的转型期总会出现喜
剧的爆发，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我们考察当下一些喜剧的
时候，重点之一就是到底这些喜剧
创作有没有和现实呼应”。

如今喜剧越来越成为当代人的刚需，成为
表现当代生活尤其是年轻人生活的重要艺术形
式。李静认为，当下新喜剧类型多种多样，语
言表达生动鲜活，观察角度开阔多元，喜剧演
员也有不同风格和面貌，从而为我们体现了丰
富多样的生活侧面。比如她看一些脱口秀节目
时，“惊讶于其中各种当代经验的表达。生活中
我们经常有很多感受，但没有将其显化、清晰
化。喜剧演员把它们用合适的节奏、结构、语
言和表演等呈现出来，击中了当代都市青年的
笑点和痛点，给予观众另外一种看待生活的视
角和方式，达到为他们缓解压力和放松身心的目
的。”虽然目前的脱口秀大都只是演员的个人生
活感受和第一手经验的表达，但很能反映当代
年轻人的精神面貌。

与喜剧有关的词，或许我们首先会想到的
是“幽默”，这个词于1924 年由林语堂从外文
翻译而来；另一个词“滑稽”，则是相对地道的
中文词汇。滑稽在我国历史悠久，手段丰富，
如今也常常成为新喜剧借鉴的对象和表情达意
的利器。中国杂技家协会理论研究处副处长任
娟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滑稽有过长足
的发展，形成了迥异于西方、独树一帜的艺术
风格，但后来陷入低谷。2018年第十届中国杂
技金菊奖全国滑稽比赛举办后，滑稽这种传统

喜剧形式重新出现了创作热潮。“我们可以清晰
地感受到，反映现实生活、表达观点态度，令
观众在开怀大笑后留下余味，已经成为中国滑
稽新生代的普遍追求”。

中国煤矿文工团相声演员李春熠现在有时
说传统相声，有时也表演来自西方的即兴喜
剧。通过艺术实践，他认为，即兴喜剧要在中
国更好地“落地”，还需要结合中国观众的接受
习惯，运用一些汉语中引人发笑的技巧，“马季
总结的22种抖包袱的方法已经不够用了”。单
立人喜剧旗下播客《谐星聊天会》节目制作人
吕东认为，外来喜剧样式的本土化还要经过中
国喜剧从业者的努力，一方面要找到合适的汉
语言对生硬的翻译进行恰如其分的转换，另一

方面要努力发掘现实中和影视作品中的喜剧人
物，进行二度创作，“有了丰厚的现实土壤，本
土化方面就会越来越完善。”

期待更多人才涌现

张娜娜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是《一年一
度喜剧大赛》 中 《好闺蜜》 的编剧和演员之
一，目前供职于飞扯即兴喜剧。她说自己从小
喜欢喜剧，立志长大后要从事跟喜剧相关的工
作。但北京电影学院并没有专门教授喜剧写作
和表演的课程，只有一些民间渠道，比如陈佩
斯的训练营，喜剧爱好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
去选择。直到去年参加了 《一年一度喜剧大
赛》，才发现上综艺节目、获得更大知名度，也
是喜剧人的一条出路。

《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创作指导、喜剧厂牌
“闹即兴”主理人阿球说，现在青年喜剧人的成
长有很大空间，但海内外都没有相应的培养体
系。“我在北京这3年，就是在线上线下跨媒介
做即兴喜剧的培养体系并着重于系统化，让青
年喜剧人有一个螺旋上升通道。”

视频平台虽然会给新喜剧作品带来表演时
间和现场条件的限制，但是确实又让新喜剧火
了一把。阿球认为，对青年喜剧人而言，线上
线下的演出都很有必要：“线下观众的反馈是即

时的，所以线下表演可以不断地提升演员的敏
感度，验证自己对表演和观众反应的预判是不
是准确；线上表演可以极大地拓宽观众面，但
等节目播出后去看弹幕的评论，可能是两个月
以后的事。”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新喜剧目前仍然是新
兴行业，还没有实现产业化，大家还处在摸索
阶段。眼下喜剧节目并不多，职业喜剧从业者
也并不多，而这个行业的发展壮大，需要有庞
大的从业者基数，并形成金字塔结构。好在报
名参加《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编剧和演员一
年比一年明显增多，“等数量达到了一定程
度，其中就会涌
现出更多人才，
作品的内容、质
量和风格，都会
更加令人刮目相
看。”吕东说。

4月8日，肯尼亚国家图书馆举办中
国文化体验活动，人们通过学习写汉
字、画脸谱等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图为肯尼亚青年在画脸谱。

新华社记者 龙 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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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糖画画出甜蜜生活
许茂楠

出台制作行业标准

夯实电影强国基石
刘 藩

今天，如果你问一个年轻
人什么是喜剧，他可能首先提
到的不是中老年人熟悉的相
声、小品，而是会说起火爆一
时的喜剧综艺节目、脱口秀节
目和播客谐星聊天节目，甚至
可能带你去酒吧听“开放麦”。
近年来，各种各样新颖的喜剧
形式走进年轻人的生活。新喜
剧究竟新在哪里？和相声、小
品有哪些不同？喜剧在今天为
什么这么火？当下新喜剧行业
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日
前，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中国艺术
研究院研究生院中国语言文学
系等单位联合举办了第九十三
期青年文艺论坛，探讨了相关
话题。

右上图：喜剧演员史策 爱奇艺供图
中图：《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作品《互联网体检》剧照

爱奇艺供图
右下图：《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作品《好闺蜜》剧照

爱奇艺供图

上图：魏生国
糖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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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二） 和他的徒
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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