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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宗智

尚氏喜剧被质疑

近日，由尚敬再度倾心打造的武侠喜剧
《欢乐英雄》在剧迷的期待中开启首播。白客、
杨玏、蓝盈莹、孙艺洲担任主演，老戏骨演员

“佟掌柜”闫妮、“邢捕头”范明等同台飙戏。从
同福客栈到富贵山庄，相同的基因，不同的故
事，这次尚氏喜剧没能续写神话。

《欢乐英雄》根据古龙的同名小说改编。
讲述了“百佬会”掌门的子女——— 燕七、王动、
林太平在成为掌门继承人的路上与郭大路相
遇，在江湖中共同成长的故事。四人因缘际
会，共同经历了许多离奇而又惊险的冒险。在
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收获了深厚的友谊，还
逐渐揭开了各自心中的秘密。尽管主创团队
引人期待，但剧集播出后，评价一路下滑。无
论是古龙的原著粉，还是尚敬的“武林外传
粉”，普遍吐槽《欢乐英雄》的剧情与笑点套路
过时，演员的表现参差不齐，服化道令人出
戏，整体跟想象相去甚远。甚至有网友犀利点
评道：“除了名字外，跟原著一点关系都没
有。”可以说《欢乐英雄》将尚氏喜剧的口碑拉
到了谷底，观众们对中国情景喜剧的质疑非
常多。

同样是古装武侠题材，同样由喜剧大咖
“加盟”，去年赵本山的《鹊刀门传奇》反倒令
不少观众找到了一些熟悉的味道。该剧由赵
本山主演，讲述了江湖之中鹊刀门内部的一
系列故事。40集播完，豆瓣评分8 . 1分，取得了
不错的反响，被观众戏称为“不是下饭剧，而
是喷饭剧”。许多观众将这部剧与《武林外传》
对比，称其为古装情景喜剧的复兴。就像那些
大众记忆犹新的小品一样，《鹊刀门传奇》呈
现出的喜剧质感也是“赵本山小品式”的。标
签鲜明的人物，简单的故事情节，通过行为冲
突来制造笑点，用语言和表演“抖包袱”。密集
铺陈的笑点里总有一个能及时打中你，观众
来不及深思，笑声常常先于思考。《鹊刀门传
奇》既有娴熟的喜剧表达、接地气的制作，也
有略显老套的剧情、浅显的主题表达。总体而
言瑕不掩瑜，在当下的剧集市场中已经是相
对尚可的作品。正如网友所说，“套路，但有诚
意。”

三十年流变转向

中国情景喜剧的三十年成长实在短暂，
但值得肯定的是，它虽是舶来品，却在诞生之
初便烙印了鲜明的本土特征。1993年，中国第
一部情景喜剧诞生。《我爱我家》从中国的相
声艺术切入，并融入了中国小品艺术的幽默
语言，以北京一家人日常生活中各种令人啼
笑皆非的事件，以充满“京味儿”的幽默与诙
谐，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感受到放松与愉悦。时
至今日，《我爱我家》仍然因其鲜活的角色和
经典语录令观众难以忘怀。这部集合了英达、
王朔、梁左等众多创作精英的作品，在文兴
宇、宋丹丹等喜剧演员的演绎下获得空前成
功。

随后，英达等又趁热打铁推出《候车大
厅》，这部剧走出家庭，把叙事空间放置到火
车站这一人来人往的公共场所，让各色人等
和世间百态尽皆登场，呈现了一幅笑料百出
的浮世绘。在此之前，首部海派情景喜剧《老
娘舅》也出现在荧屏上，这部戏以退休市民老
娘舅和老舅妈一家人的生活为基本表现对
象，展现了大上海普通人家及其邻里之间的
故事。随后，英达和梁左又联袂拍摄了另一部
海派情景喜剧《新七十二家房客》。这部戏以
上海老石库门一带的弄堂居民为表现对象，
反映了改革开放后市民的生存境遇，由严顺
开领衔的演员阵容连同英氏喜剧的特有幽
默，合力上演了一出沪上风味十足的好戏。岭
南情景喜剧《外地媳妇本地郎》以生活在广州
西关老屋的一家人的生活为核心，以康伯、康
婶为中心，以他们四个儿子各自的家庭展开
叙事。剧中四个儿子各自的妻子来自四面八
方，这些外地媳妇尤其是外国媳妇的“加盟”，
强化了作品的喜剧效果，整部作品在南粤文
化与外来文化的差异碰撞之间欢乐播送。这
些剧作的集体发力，在当时掀起一股情景喜

剧的创作和收视热潮。
之后，中国的情景喜剧虽然没能像美国

《老友记》那样“火遍全球”，但产生了不少令
观众满意的好作品，如《闲人马大姐》《东北一
家人》《老窦一家亲》，尤其是连续制作四年之
久、长达280集的《闲人马大姐》，获得了最高
达10%至12%的收视率。

在《闲人马大姐》中客串的尚敬，成为继
英达之后再次将情景喜剧推向高潮的创作
者。他以军旅生活为表现内容，巧妙构思出

《炊事班的故事》。军旅艺术中有喜剧小品的
创作传统，这部集合了导演尚敬，演员洪剑
涛、范明、沙溢、毛孩等一线创作班底的军旅
风格情景喜剧，得到各界一致好评。

《我爱我家》之后最为成功的家庭生活类
情景喜剧作品当数《家有儿女》。这部剧以重
组家庭为背景，让家庭成员在人数上能够回
归到传统意义上的大家庭。三个来自不同家
庭、不同成长经历、不同生活背景的孩子组合
在一起，产生较为强烈的“化学”反应，让喜剧
性得到加强。在剧情设置层面，该剧较为注重
故事的教育意义和娱乐功能的双重提升。

2006年，《武林外传》借助章回体小说的
躯壳，巧妙实现情景喜剧的民族化和本土化
生存。这部剧通过对人物身份的重新置换，对
侠义精神的另类解读，对江湖规矩的有意调
侃以及对流行文化的拼贴戏仿，把神秘的、充
满传奇的武林还原为世俗生活，用戏谑的视
角来挑战“江湖”逻辑和角色的“江湖”地位，
被观众视为情景喜剧的巅峰之作。

呼唤新情景喜剧

在当下的影视市场中，观众们对于优质
情景喜剧的呼唤从未停止。但是近十几年来，
中国情景喜剧的创新脚步逐渐放缓，没有再
涌现出像《武林外传》《炊事班的故事》一样的
经典之作。观众对于传统古装武侠题材和喜
剧噱头已经出现审美疲劳，大部分剧作文本
缺少文化积淀，随意抄袭网络烂梗和段子，把

“没乐找乐”当幽默，把媚俗当通俗，一味追求
娱乐消遣，情景喜剧亟待寻求突破。

较早创作情景喜剧的英达曾说，“电视改
变了300年欣赏喜剧的方式。”这句话通俗精
炼地指明了情景喜剧的基本特征，即“把观众
或者剧场的概念搬到电视里”。因此，情景喜
剧不应被看作只是一种耍贫嘴、搞笑话的民
间闹剧，不应被作为一种流行性的电视节目，
它应该与时俱进，贴近现实生活，不断捕捉热
门话题，体现普通人的真实情感。2009年，聚
焦都市男女生活的《爱情公寓》横空出世，该
剧大量借鉴美剧中的人物设置和戏剧桥段，
表现了都市中租住在同一公寓的年轻人之间
发生的关于爱情、事业和生活等方方面面的
搞笑故事，吸引了一大批年轻受众，并且在此
后十余年间逐渐形成系列，积累起不少忠实
粉丝。

值得肯定的是，中国情景喜剧的创作者
们一直在求新求变。《龙门镖局》被普遍看作
是情景喜剧创作范式上的一次重大突破。该
剧讲述了一群年轻人在龙门镖局内演绎的一
幕幕经典的搞笑场面，在欢笑与眼泪中陪伴
观众们一起成长。中国情景喜剧的规定情境
一般都设在一个有限的固定空间内，往往通
过这个固定场景里的戏剧冲突，反映出场景
之外的大千世界。《龙门镖局》虽然在故事内
容上延续了《武林外传》的创作套路，但是在
创作形式上已经突破《武林外传》的框架，不
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情景喜剧。该剧在视觉呈
现上大量运用电脑特效，比如在叙事时画面
忽然跳出的动漫以及打破线性叙事的蒙太奇
呈现等。在听觉层面，该剧放弃罐装笑声的使
用，同时在音乐和音响的使用上更为丰富，突
破了室内剧的声音要求。

多元化的题材或许也将成为新情景喜剧
的破局点之一。回首经典之作，不难发现，家
长里短、军旅生活、都市男女等都曾是创作的
灵感来源和素描内容，反观当下的情景喜剧，
多局限于古装武侠，题材过于单一化，难以满
足观众的多样化需求。

让人笑比让人哭要难得多。不论是三十
年间积累的经验，还是暴露的缺陷，都说明中
国情景喜剧的再突破核心在创作，而不论是剧
本还是演员，都需要人文精神和审美趣味的进
一步提升，更需要幽默智慧的进一步释放。

1993年，中
国第一部情景
喜 剧《 我 爱 我
家》诞生。三十
年间，随着社会
的发展变化，情
景喜剧走过探
索期和拓展期，
曾迎来百花齐
放的辉煌时刻，
也面临着逐渐
式微的困局，创
新的步履虽一
直未曾停歇，但
大众的反响渐
渐趋于平淡。尤
其 是 近 几 年 ，

《武林外传》《炊
事班的故事》等
珠玉在前，观众
们的怀旧风潮
愈演愈烈，新情
景喜剧求新求
变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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