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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带来200多场中外喜剧

7 月 16 日一大早，位于东二环的北京喜剧院门外
就排起了蜿蜒的长队。《仲夏夜之梦》 片段展示、《西
游记》 探秘、“行动与笑声”喜剧工作坊……再到院
庆大戏 《老宅》，在迎来 1 周年院庆之际，北京喜剧
院被装扮得像一个欢乐嘉年华，吸引了众多前来观摩
的人们。

成立1年来，北京喜剧院以包容的胸怀，把不同类
型、流派和风格样式的喜剧都纳入视野——既有极具中
国特色的 《戏台》《老宅》 等原创精品，也有 《无病呻
吟》等展现外国喜剧艺苑风采的经典作品；不仅有《河
东狮吼》等淬炼于传统文化的优秀之作，也有《五斗米
靠腰》等反映都市风貌的时代新戏；既上演喜剧院倾力
打造的看家剧目，也盛邀开心麻花等国内优秀院团亮相
舞台。

据北京喜剧院运营年报显示，截至 2016 年 7 月 15
日，北京喜剧院共带来 35 台 212 场商业演出，观众达
17.6万人次。其间，共策划了开幕演出季、2015北京喜
剧艺术节、2016春节贺岁档、精品喜剧展演、第九届北
京儿童戏剧季等板块活动，仅开幕演出季这一板块就呈
现了9台78场演出。与之相配套，“周末艺术活动”“周
二喜剧课堂”“戏剧普及与鉴赏”及传统文化讲座等艺
术普及教育活动也办得有声有色。

这些数据，不仅证明北京喜剧院找到自己的运营之
道，也反映了观众的变化。对此，北京喜剧院艺术总监
陈佩斯特别有感触：“像《老宅》这个戏，5年前演出时
观众的反映跟现在不一样，为什么呢？社会变化了。对
于现在的观众来说，有没有明星无所谓，作品立住了才
是最重要的。”

演出有滋有味的作品

1年前，中国文联副主席、作家冯骥才表达了对北
京喜剧院的期待：“一直以来，我们期待感受喜剧最纯
粹的魅力，期待那种有意味有滋味的笑，期待被商业文
化挤到边缘的喜剧艺术重回当代文化生活中来，北京喜
剧院的出现，让人们看到了这种希望。”

现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宋
宝珍高度评价：“北京喜剧院从成立、运营到如今已经
整整1年。从选取剧目演出状况来看，它的审美趣味是
机智的、幽默的、诙谐的、风趣的、讽喻的，是有喜剧
美学追求的，不是装疯卖傻的搞笑，我觉得他们是在表
现喜剧的品格和品位。”在她看来，北京喜剧院立足于
喜剧的技巧和艺术的基石，而不是媚俗的搔痒搞笑，已
成为北京喜剧的大本营和风向标，极大地拓展了喜剧的
社会影响力。

对北京喜剧院交出的答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
员陶子认为，北京喜剧院“不固守城市一隅的固定之
场”，一开始就“化剧场为戏剧作品的平台”，极大地推
动了喜剧的发展。

与北京喜剧院合作过 《驴得水》 的至乐汇制作总
监茜吉尔对此深有感触，想起合作的经历仍感到很

“暖心”。她告诉记者：“喜剧本身包罗万象，有不同
的种类，北京喜剧院提供的平台让喜剧的方方面面都
得到了展示，我觉得这个平台非常好，让喜剧能做
透、做妙。”

事实确实如此。北京喜剧院，这个被业内称之为
“迟开的玫瑰”的剧院，正逐渐成为北京的一座文化地
标，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不单是来到这里演出的
中外合作者，更是那些慕名而来的普通观众。

年年都有新尝试，好戏在后头

虽然成立时间短，但北京喜剧院很喜欢挑战新事
物。去年的开幕大戏《戏台》所作出的探索，至今仍在
业内持续发酵，而此次演出的悬疑喜剧《老宅》又进行
了一个新的尝试。

这部由北京喜剧院艺术总监陈佩斯执导的院庆大
戏，打破了传统的观演关系，依靠观众的参与推进剧情发
展，每场结果根据互动的推进都将不同。这种对观演互动
和游戏色彩的强调，将喜剧的观念和实践又向前推进了
一步，引起强烈反响。

新尝试似乎正在成为北京喜剧院的“常规动作”。
《老宅》 之后，一系列全新的演出和艺术普及教育活动
又将紧锣密鼓地举办——

8 月，将陆续推出 4 部儿童剧目，既有国内家喻户
晓的名著改编作品《西游记》，也有世界经典题材伊索寓
言《蝉与蚂蚁》以及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包含
了神话剧、黑光剧、儿童现代舞剧以及音乐剧等多种形
式。同时，还会继续安排“精品喜剧展演”这一贯穿全年的
板块，推出至乐汇黑色喜剧《笨贼一箩筐》、开心麻花全新
喜剧《李茶的姑妈》以及陈佩斯主演的《戏台》等。自10月
20 日开始，在历时 67 天的时间里，北京喜剧院还将推出

“2016北京喜剧艺术节”。届时，俄罗斯圣彼得堡赛蒙扬
奇剧团 《瞧这一家子》、意大利都灵国家剧院 《皆大欢
喜》、美国演员班剧团演出的蒂姆·罗宾斯喜剧作品《通
向自由之路》等将精彩亮相。

高雅的喜剧理念、包容的喜剧情怀、不断创新的实践
精神、渐趋完善的运营框架，使成立1周年的北京喜剧院
当之无愧地成为人们心向往之的“快乐大本营”。一个加
速的艺术“引擎”，正带动着中国喜剧向着未来稳步前行。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积累了
丰厚的喜剧遗产，如优孟衣冠的
讽喻寓言、晏子使楚的机智巧辩
以及从参军戏到元杂剧、明清传
奇和后来的小说等。然而，一段
时间以来，各种打着“爆笑喜
剧”标签的商业戏剧、娱乐戏剧
大行其道，深受业内诟病。北京
喜剧院成立之初，有人担忧、怀
疑，有人期待：它能否独创一
格，扛起中国喜剧大旗？各种各
样的情绪都有。可喜的是，在短
短一年的时间里，北京喜剧院就
交出了一份可喜的答卷。

这是一首皖北民歌，又称《凤阳歌》。其产生的
背景有多种说法：一，说它来自民间歌舞，是安徽
民间歌舞“打花鼓”中的歌曲；安徽花鼓又称为

“双条鼓”“花边鼓”“花鼓小锣”，历史上，由于淮
河流域经常闹水灾，一有灾情，老百姓便四处逃
荒，沿路乞讨，其乞讨的手段之一就是身背花鼓，
手执小锣，边敲边舞边唱，所唱的曲子大都是当地
的秧歌、小调，因这种歌舞形式最早流行于凤阳，
故又称凤阳花鼓。

二，说它来自明代戏曲，依据是清乾隆年间的
戏曲集 《缀白裘》 第六集梆子腔 《花鼓》 中出现了
这首歌 （词与本首民歌基本相同，故略），并被称为

《风阳歌》；因为这段词出自明万历年间周朝俊所编
传奇 《红梅记》，故有人说 《凤阳歌》 产生于明代。
但从安徽与明都南京相距很近，而且歌词中有直接
讥讽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内容以及明代文字狱十分
残酷这几点来看，似乎不太可能。所以，说它流行
于明末清初较为妥切。至于歌舞与戏曲孰前孰后，
恐怕也还应该说是歌舞在前为妥。

其曲调共四个乐句，首句中的两个句逗都以
“Mi （3） ”作尾音，而后面的三个乐句都结束于
“Re （2） ”音，形成乐句结束音“一边倒”的趋
势，这在以“起承转合”为典型结构原则的汉族民
歌中是较为少见的。四句共同构成两头高、中间低
的格局，不仅“掩盖”了同音结束的“不足”，反而
使之成为民歌文献中手法大胆的一个范例。另外，
每唱完“正词”段落后，再一连补唱四个“咚咚咚
咚呛”，并仍然结束于“Re （2） ”音，既突出了花
鼓的特征，又使结束音更加稳定。歌曲反复时第
一、二乐句作的一些变化，是作曲家任光 1935年在
影片 《大路》 中引用原民歌时所作的改动，这一改
动使原曲增加了新的光彩，也为后人所接受。

“凤阳花鼓”还有另一代表曲目也十分经典。该
曲目的曲调在四个规整乐句的基础上又加了一个补
充句，接着又有一个相当于“正词”乐段一半的衬词段
落。与前一首不同的是，它的一、三乐句结于“Sol（5）”
音，二、四乐句结于“Do（1）”音，
相互间形成五度关系。而补充句
及整个“衬段”则全部结束于“Do

（1）”音，具有稳定感。“衬段”另
一特征是一小节为一个律动单
位的短小“句幅”结构，这种结构
增加了后半段的急促感和跳跃
性，与前半段平缓的歌唱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 扫二维码听歌

日前，云端传媒在北
京召开战略发布会，公布
了包括 《帝皇》《盘龙》

《穿越人海拥抱你》《犯罪
现场》《记忆之国》 等 20
余个影视项目，其中包括
3部IP剧 （以在有一定粉
丝数量基础上的国产原创
网络小说、游戏、动漫为
题材，创作改编而成的影
视 剧）、 15 部 网 络 大 电
影、1 部院线电影以及系
列网剧。

其中，《犯罪现场》
和《记忆之国》是云端传
媒和公安部金盾影视中心
合作的原创剧。《犯罪现
场》以公安部提供的新中
国成立以来发生的大案要
案实际调查卷宗为基础，
在公安专家的实时参与
下，由多名专业编剧组成
编写团队，力争呈现出最
真实的“犯罪现场”。《记
忆之国》取材于我国公安
民警首次到意大利跨国联
合执法的真实案例，力争
以当代年轻人喜闻乐见的
形式呈现有血有肉的公安
民警形象，成为年轻人喜
欢 的 主 旋 律 偶 像 剧 。

（文 纳）

云端传媒
发布影视项目

问：今年是汤显祖逝世400周年，但听
说上昆一年前就策划“临川四梦”，当时是
怎么考虑的？

谷好好：上昆的“临川四梦”其实是第三次亮
相。第一次是 2008 年，正值上海昆剧团团庆 30周
年，首次推出了“临川四梦”系列演出。第二次是
2010年，上海世博会来临之际，也是汤显祖460周
年诞辰，“临川四梦”再次集结上演。今年上昆第三
度创排“临川四梦”，主要是为了纪念汤显祖逝世

400周年，其次也是想展现我们的历史积淀和人才
梯队。

问：这次的“临川四梦”有什么不同？

谷好好：这次的《牡丹亭》是重新打磨，《邯郸
记》是再次传承，《紫钗记》是复排修改，《南柯梦
记》是原创打造。2008年上昆曾上演过印象版《南
柯记》，这次是首次以完整的大戏形式呈现此剧。
所以，这次“临川四梦”是最完整的一次集合。

还有，这次“四梦”的演出顺序是从观众的角
度来定的。《邯郸记》和《南柯梦记》剧情荒诞不经，

可看性强，节奏推进相对较快，而《紫钗
记》和《牡丹亭》是典型的才子佳人戏，故
事相对慢，情感更细腻。为了照顾到连看4
场、完整欣赏“四梦”的观众，我们穿插上
演，一快一慢，有张有弛。

问：“临川四梦”中，《牡丹
亭》几乎各昆曲院团都有自己的版
本，其他三梦仅有少数折子戏传承
下来，为什么只有上昆能把“四
梦”整理恢复后一起搬上舞台？

谷好好：第一，得益于人才梯队。上昆
最大的特色就是“人”。在昆曲“学馆制”的
呵育之下，又一代年轻的昆曲人迅速成长
了起来。在典藏版《牡丹亭》里，观众可以
看到 60 岁、40 岁、20 岁的杜丽娘和柳梦
梅。连续四晚的大戏，上昆的“五班三代”
齐亮相，正因为有这个梯队，“临川四梦”
的集中呈现才成为可能。第二，得益于齐
备的行当。上昆历来讲究文武双全、行当
齐备，这让我们可以胜任各种剧目。虽然
现在市场上最火昆曲大多以文戏为主，但
我们团从来不冷落武戏演员，反而更加保
护和重点培养他们，给武生、武旦、武花脸
创造机会。

问：听说上昆2016年演出计划已排
满，继续追加的“临川四梦”演出邀请只能
排到2017年。这么火爆你们想到没有？

谷好好：今年“临川四梦”的世界巡演共计 44
场，创造了上昆历年同一项目商业演出的最高纪
录。6月份我们在广州大剧院四场演出平均上座率
超过90%，总票房收入近100万元。

“临川四梦”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占尽了天

时、地利、人和。今年恰逢汤显祖逝世 400 周年，
“临川四梦”的适时上演交上了最切合时机的答
卷。其次，经过多年来《牡丹亭》的孕育，已经积累
了相当数量的观众，他们对于昆曲有所了解。但

《牡丹亭》只是四梦之一，“临川四梦”的全貌少有
人能说得清。上昆此时推出“四梦”正好满足了这
一部分观众的饥渴心里。

问：看到剧院里那么多年轻观众，有什
么样的感受？

谷好好：广州演出时，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从广
西赶来的观众，为了看演出，她特意去苏州做旗
袍，每天都穿来看戏。因为很受欢迎，我们组织主
演为观众签名，演员刚一进大堂，就有很多年轻人
尖叫着冲过来签名合影，场面非常热烈。

在北京的演出也几近满座。每场我都注意观
察，以年轻人为主。这么多年来，我们扎扎实实地
普及推广昆曲，培养了一批有文化涵养、有消费能
力、对传统文化有浓厚兴趣的年轻观众。他们的活
力与热情，对“临川四梦”的火爆起到了基础性作
用。8年前《紫钗记》演出时，我担心的是1000个座
位给谁看，8年后，在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我却觉
得1000个座位太少了。这就是时代的进步。

问：“临川四梦”的全面恢复对昆曲今
后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

谷好好：上海昆剧团演出的许多经典折子
戏，大多数是过去那一代老艺术家“捏”出来的，
他们又手把手传承给了年轻一代。我们一直有
一个心愿，就是希望能让这种精神延续下去，既
尊重传统、传承传统、保护传统，又能激活传统，
贴近当下生活，努力往“高峰”走。

“临川四梦”的整理恢复，是一个戏曲工程。它
让我们认识到昆曲必须扎根于经典。昆曲的首要
任务还是传承和保护，然后才是创新。未来还有很
多优秀的传奇剧目等待整理排演，我们很愿意去
做这件事。

上昆圆了“临川四梦”
——访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

本报记者 郑 娜

上周，京城最热的演出莫过于上

海昆剧团带来的“临川四梦”。继南下

广州引起轰动后，“临川四梦”在北京

再度上演了一票难求的场面，以至于

演出前团长谷好好不得不发微信朋友

圈求票。为何上昆的“临川四梦”这么

受欢迎？作为目前全国唯一能将“临川

四梦”一气呵成搬上舞台的艺术团体，

上昆有何独到之处？“临川四梦”全部

恢复，对昆曲发展意味着什么？演出期

间，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谷好

好。 蔡正仁（左）、张静娴手把手教授昆五班学员。蒋迪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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