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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百场喜剧扎堆 岁末档期爆“笑”上演

音乐剧《泰坦尼克号》再现悲壮史诗 原创话剧《林则徐》

回望风起云涌的时代

话剧《莲花》倒叙演绎物欲纠葛

未来的一个多月里，北

京的喜剧演出市场异常热

闹， 上百场演出纷纷汇聚，

令岁末演出市场爆“笑”上

演。值得注意的是，喜剧演

出的类型愈发多样化，不仅

有喜剧话剧、 爆笑脱口秀，

还有近景即兴喜剧、音乐喜

剧等。随着越来越多的喜剧

演出纷纷亮相，市场竞争也

在所难免，如何抓住消费者

的注意力成为从业者需要

考虑的领域。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郑蕊）国家大剧院与广州话
剧艺术中心联合制作原创话剧《林则徐》将于12月

14日-22日震撼上演。该剧以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人

生际遇回看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呼唤坚贞不渝的

爱国精神和气贯长虹的民族正气。

2019年，时值虎门销烟18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

年之际，原创话剧《林则徐》根据林则徐虎门销烟、鸦

片战争、被诬罢官、发配新疆，直至去世的真实历史，

围绕他与道光帝、王鼎、琦善、关天培等政治人物的戏

剧矛盾，塑造出一个“数百年始得一出”的民族英雄形

象，并以他的报国之志、爱国之情与“开眼看世界”的

开拓精神，启迪当下、关照未来。

据悉，为创作出符合历史、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化

艺术精品，早在2018年10月，国家大剧院即确立与广

州话剧艺术中心的合作意向，邀请著名编剧郭启宏执

笔创作，广州话剧艺术中心董事长王筱■担任导演。

王筱■在谈到创作焦点时表示：“在1839年虎门销烟、

1840年鸦片战争这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中，我们极力

想表现伟大与渺小的对比，怯懦与勇气的对比，孱弱

与力量的对比，这是这部戏的着眼点，我们将用写意

空间着力塑造剧中人物的心理空间，去展现、去重建

那个时间点上的民族尊严。”

原创话剧《林则徐》虽以一人之际遇回看那段特殊

的历史，但展现的却是一个飘摇王朝在命运巨变中的

人物群像。剧中，林则徐的饰演者是著名表演艺术家濮

存昕，他曾出演过多部经典名剧中的核心角色，对于此

次出演林则徐，濮存昕表示，“我在调动生命中那些能

够跟林则徐接近的特质，那种戏剧本身出发、最实实在

在的品质，作为演员，我们要体会到饰演的这个角色，

展现彼时彼地应该出现的人物状态，因为那是观众所

期待的，是我们想要让观众看明白的”。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郑蕊）横扫托尼
奖五项大奖的音乐剧《泰坦尼克号》现已

登上天桥艺术中心的舞台，并将持续上

演至11月24日，为人们再现经典。

公开资料显示，音乐剧《泰坦尼克

号》与电影版同于1997年问世，并于百

老汇首演，实现连续上演804场，并在第

51届托尼奖中抱走五项大奖，包括最佳

音乐剧、最佳音乐剧剧本、最佳配乐、最

佳编曲及最佳舞美设计。该剧的剧本创

作为曾三获托尼奖的彼得·斯通，词曲创

作则是多次获得戏剧类音乐最高奖项的

莫利·耶斯顿。随后在1999年，音乐剧

《泰坦尼克号》开始进行国际巡演，截至

目前已登陆荷兰、德国、爱尔兰、加拿大、

澳大利亚、俄罗斯、日本、威尔士、英国、

比利时、挪威、韩国等多个国家。

曾有评价称，“卡梅隆的《泰坦尼克

号》拍的是爱情，音乐剧版的《泰坦尼克

号》讲的是人生”。且不同于电影版缱绻

缠绵的爱情故事，音乐剧《泰坦尼克号》

更侧重于对史实的还原，磅礴大气，又于

众多细微处动人心弦。

此次音乐剧《泰坦尼克号》则是在中

国首次进行巡演，并由伦敦西区的原班人

马打造，涵盖多位最强西区演员的阵容为

观众带来了原汁原味的英伦复古风情，如

曾在音乐剧《悲惨世界》中饰演冉·阿让的

詹姆斯·甘特以及饰演德纳第的格雷格·

卡斯提格里奥尼，在音乐剧《沙漠妖姬》中

饰演伯纳黛特的西蒙·格林等，每位演员

都在剧中展现了精彩的表演。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郑蕊 杨雅）11
月19日起，北京人艺话剧《莲花》再度

登台首都剧场，此次演出时间将持续

到12月1日。该剧是北京人艺2008年第

一部原创大戏，由熟谙古玩行当的著

名作家邹静之编剧，任鸣、徐昂导演，

陈小艺、谷智鑫主演，探讨人与欲望之

间的纠葛与异化。

《莲花》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30年

代，女主人公莲花为了使手里的古董瓷

器卖个好价钱，让丈夫跟随舅爷装起了

有钱人生活的阵仗，如住大饭店、坐洋

车等，但最后丈夫却陷入物欲不能自

拔，莲花发现一切失控后毁掉了一切。

业内普遍认为，该剧最大的特色

是“完全倒叙”，即每一幕都是相对前

一幕的倒叙。这种叙事手法虽然弱化

了悬念，但情节因果关系逆向的串联

成为该剧的独特魅力。

北京人艺院长任鸣曾公开表示，

一方面，该剧原原本本展现了那个时

代的生活；另一方面，该剧有与当下紧

密结合的现实意义，“戏写得入世又出

世，人物熟悉又陌生，故事结构曲折而

独异，好看好懂好寓意”。

目前《莲花》已成为北京人艺“新

京味儿”戏的代表之一。首轮演出即

超过30余场，于2015年再度复排，并

在去年十周年之际演出超50余场。此

次演出阵容沿用了陈小艺、谷智鑫等

11年前首次公演时原班人马。

谷智鑫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莲花》的剧作本身给了演员充分

的发挥空间，“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

作品，不管什么时候拿出来演，都会给

观众一种震撼和感触，它最特别之处

是放在任何一个大环境下都与每个人

息息相关。生活在改变，但故事是永恒

的，人面对金钱的诱惑，能够踏踏实实

过日子是多么可贵”。

新型表演频出

年底将至，演出市场也热闹起来，尤其是喜剧表演，据北京商报记

者不完全统计，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北京共有37部159场喜剧表演相

继登台。其中，线下脱口秀表演占据不小的比例，并将有23场相关表演

登台，如脱口秀《喜剧不凉人》、《以笑之名》等，这与近年来北京脱口秀

俱乐部数量增长密不可分。

而除了脱口秀外，还有不少并未被更多人熟知的新型表演陆续亮

相，即兴喜剧便是其中之一，且这种来自西方，无道具、无剧本、无排

练，强调真实情境下产生喜剧效果的演出形式，正成为喜剧表演市场

新品类，并从以往外国人、留学生在酒吧进行自发的小范围出演，变为

了现阶段由品牌主导的演出形式。且与往年仅有个别演出团体试水即

兴喜剧不同，今年更多品牌加入其中，包括北京喜剧中心将呈现的《大

笑盛典》；以及辰星剧社出品的多部近景即兴喜剧如《芥末有戏》、《爆

笑零距离》等，均推出相关演出。

除即兴喜剧外，互动喜剧、素描喜剧等新类型喜剧表演也开始出

现在北京演出市场。以即将上演的素描喜剧《不完美的邂逅》为例，该

剧以蒙太奇手法将数个独立片段故事拼接起来，中间融合快节奏的转

场小品把原本并无关联的人物和剧情巧妙串联。据悉，部分素描喜剧

甚至会加入舞蹈、原创音乐、独白、魔术、乐器等多种舞台表现形式，节

奏紧凑、笑点多，是目前中国剧场中少见的演出形式。

在资深演出行业人士宦峰看来，多元化是必然的，“比如到一个快

餐厅，会有面条、饺子、汉堡等各种选择，喜剧表演形式多样化同理，不

仅可以迎合多元化消费市场的需要，也是迎合商业资本的一个需要，

可以增加表演场次和到场率等”。

瞄准周末“拼盘”

周末是集中消费的时间段，对于演出市场而言亦是如此。北京商

报记者注意到，许多演出不仅安排了周末的场次，还针对周末打造喜

剧演出专场，如北京福隆剧场推出“周五夜现场”；北京77文创园剧场

演绎“周六喜剧之夜”；北京青蓝剧场则众星云集打造“周日喜剧大

会”等。

在新元文智创始人刘德良看来，这是产品品牌化的表现和市场营

销行为，为了更好挖掘消费潜力和满足消费者集中消费的需求，利用

消费特定时间内人们的需求去做产品的包装和营销。

值得注意的是，周末演出多以“拼盘”的喜剧专场形式呈现。其

中，北京福隆剧场推出“周五夜现场”，主题是戏精诞生记，内容则是

“即兴喜剧＋脱口秀双拼专场”；北京青蓝剧场的“周日喜剧大会”则

集结了50个演员，以每场120分钟将近380个笑点的连环包袱，演绎

一场“漫才＋素描喜剧＋即兴喜剧＋短剧＋单口喜剧＋脱口秀”的大荟

萃表演。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表示，“拼盘”的喜剧专

场演出适应现代人的业余消遣需要，“现在单一的娱乐形式或者表演

艺术模式可能很难适应现代社会，同时对于演出方而言，‘拼盘’还可

以解决某一个品类专业人才相对不足的问题”。

集中在一个时间段做不同的表演形式可以为观众带来不同的现

场体验，无论是从不同艺术的表达形式来看，还是从消费者的市场需

求来看，“拼盘”演出本身是一个创新方向。“但是演出的组合需要有机

安排，不能随意搭配，让观众觉得不违和才是成功的作品”。刘德良强

调道。

结合观众需求谋突围

随着市场的发展和消费群体的增加，喜剧表演类型越来越丰富

和细分。魏鹏举表示，演出的核心依旧是内容。热闹的喜剧表演

市场核心是足量的消费者需求，喜剧表演抓住了观众娱乐解压

的市场诉求。一方面，观众有足够的收入基础进行消费；另一方

面，收入来源伴随着社会和工作压力，所以在既有强烈的诉求又

有一定支付能力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喜欢并愿意消费

喜剧表演。

但同时也能发现，喜剧演出的竞争也愈发激烈，且随着消费时间

成本变高，在短时间内博得观众的眼球变得十分重要，如何抓住消费

者的注意力成为了演出市场考虑的内容之一。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利用档期策划演出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宦

峰认为，“抓住档期营销、拼盘演出、利用周末专场集中消费等都

是可行的营销方式，也是目前市场上常用的方法”。除此以外，刘

德良认为，“不仅电影有春节档、国庆档，演出市场也有档期，年底

便是演出市场消费比较旺盛的时间段，不仅对于喜剧表演如此，

对于戏曲、交响乐等其他演出也都是重要的档期，契合了迎新的

欢乐气氛”。

“对于频出的新型喜剧表演，像是线下脱口秀、即兴互动喜剧、素

描喜剧等源于西方的喜剧表演形式，需要与演员进行不断沟通，甚至

需要上场一起互动，相较西方观众而言，国内观众更加内敛含蓄可能

不容易放开。因此，喜剧表演市场之争本质依旧是内容之争，谁能更好

地本土化，谁就能脱颖而出。”魏鹏举如是说。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杨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