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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5日、26日，2022年
广州艺术季的优质剧目——话
剧《威廉与我》连续两晚登陆广
州大剧院歌剧厅，带领羊城观
众总览莎士比亚的一生。

话剧《威廉与我》是一部讲
述威廉·莎士比亚生平的原创
戏剧，由田晓威编导并主演，戏
剧演员李梅、张懿曼、杨柳联合
主演，四位演员在三小时内扮
演了全剧三十余名角色。四位
演员各自讲述和扮演一个年龄
段的莎士比亚，串联起莎士比
亚一生中的重要事件以及作品
创作情况，在舞台上还原了小
镇青年威廉成长为世界戏剧巨
匠莎士比亚的曲折经历和心路
历程，完成一部爱恨交织、有笑
有泪的舞台传记。

该剧编导田晓威更倾向于
把注意力放在“如今的戏剧工
作者如何看待莎士比亚，如何
理解那段历史”上，他强调：

“把自己放进去，而不是站在高
处，以一个宏观的角度来阐释
历史文献。”

在莎士比亚生平资料相
对匮乏的情况下，主创团队试
图通过舞台布景、服装造型等
方面细致地再现莎士比亚所
生活的 16 世纪的英国，演员
们通过将自己的情感与生活
体验融入当时的情景中，合理
化与舞台化莎士比亚的生平
与作品。此外，演出中交互式
的表演设计将拉近观众与舞
台的距离。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首季《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之
所以广受好评，还在于对喜剧新
人的大力挖掘上。

“逐梦亚军”组合蒋龙、张弛
凭借小品《这个杀手不大冷》一
炮而红，最终获得年度喜剧搭档
冠军。随后，二人参演的影视作
品获得广泛关注；由王皓、史策
组成的“皓史成双”组合，收到了
热播剧《二十不惑 2》的角色邀
约；由大锁、孙天宇组成的“大宇
治水”组合则晚会工作不断。

在作品《戏精导航》中，一个
人模拟了三种截然不同的导航模
式——包租婆模式、观音菩萨模
式和紫薇模式的尹贝希，同样声
名鹊起；因《水煮“三结义”》《先
生请出山》等作品受到欢迎的李
栋、蒋易、陈天明三人“江东鸣”
组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出圈。

除了台前演员，六兽、于奥等
默默无名的幕后编剧也被捧红，
获得了认可和关注。

《喜剧大赛2》延续首季节目
在力推新人方面的走心，除土

豆、吕严等少数“熟脸”外，节目
中的喜剧人仍以新面孔为主。
同时，选手队伍汇集编剧、表演
指导、脱口秀演员、话剧演员、自
媒体博主等多领域从业者，且在
作品创排上坚持“共创喜剧”的
制作初衷。

选手中不乏才华横溢又身兼
多职的斜杠青年：喜剧小队“老
师好”成员松天硕是第一季选手
蒋龙、张弛的表演指导老师；刘
旸则是号称“教主”的脱口秀演
员，在知名教培机构当了10年老
师。首期节目中的《虎父无犬
子》便是刘旸根据自己的教学经
历写出来的；《少爷和我》的鑫仔
此前是东北澡堂老板，转型成为
喜剧演员、编剧后，他曾频频受
挫，这一次站在《喜剧大赛 2》舞
台上，鑫仔创作的少爷刘波一角
深入人心，他“慢半拍”的表演节
奏也被导师所认可；而二人戏龄
加起来已经有40年，却仍是喜剧
新人的“嘉大晔大”小队，熬过了
找不到梗点、破天荒忘词等艰难

时刻，也在历练中摸索出了自己
的喜剧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演员、
幕后编剧还是身兼多职的喜剧
人，节目组都为他们提供了专业
指导、线下展演、剧本磨练、方向
摸索等一系列有序的创作成长渠
道。对于科班出身、台上台下均
能量爆棚的“小婉管乐”组合，那
英鼓励道：“你们俩已经形成了
别人拿不去的那一派（风格）。”
专业指导刘天池也给她们提出意
见，建议她们尝试将外在的能量

“旋转”沉淀到内里，在《大放光
彩》表演完毕后，刘天池认为她
们做到了。

另外，《喜剧大赛 2》依旧致
力于为幕后编剧提供创作舞台。
节目组透露，本季节目首次开放
了编剧报名通道，报名人数激增
至 5000 余人，包括 3800 名左右
的演员和 1800 名编剧。节目中
的编剧阐述环节也得到了延续，
让观众看到了《喜剧大赛》对编
剧的尊重。

创喜剧竞演综艺《一年
一度喜剧大赛》第二季

（以下简称《喜剧大赛 2》）自 9
月底上线以来，在社交媒体上的
话题度持续提升。目前节目已
播出至第四期，＃一年一度喜剧
大赛真的在演我＃＃一年一度
喜剧大赛刺激挺大的＃等相关
词条频登热搜。

根据灯塔专业版发布的数
据，《喜剧大赛2》在开播首日便
登上全网正片播放市场占有率
综艺类榜单的榜首，此后持续稳
居前列。截至目前，节目在豆瓣
拿到了8.1分的高分，评分人数
也已超过2万5千人次，小组讨
论数超过3万条，其热度可见一
斑。

去年，《一年一度喜剧大赛》
以全新姿态“杀”入喜剧综艺拥
挤的赛道，成功出圈，且摘得了
8.4 分的豆瓣高分。此番续作
回归，除了延续各种精心设计的
“金梗”和不打折扣的笑料之外，
《喜剧大赛 2》在作品类型与选
题等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新尝
试。同时，一批“腰部”演员和编
剧们的精彩发挥，也让《喜剧大
赛2》多了些意外之喜。

《喜剧大赛2》的“组委会秘
书长”马东表示，第二季节目比
起第一季花了更长的时间来准
备，“但我们相信它就像每个认
真做的综艺一样，只要认真对待
它，它就会慢慢变得更好”。

除了好笑，首季《一年一
度喜剧大赛》最让人称道的一
点，在于引入了若干公众较为
陌生的喜剧形式，比如漫才、

“狗坨子”、sketch（素描喜剧）
等。《喜剧大赛 2》延续了这一
路径，除了保留上一季涉及到
的漫才、音乐剧、sketch 之外，
新一轮创作者们又加入了像
《全民运动会》这类 Blackout
（黑场剧）、以《再见》为代表的
独角戏、以《男纸汉》为代表的
偶剧等未曾在这个舞台上出
现过的喜剧形式。

其中，由“飞扯不可”组合
带来的《全民运动会》无疑是类
型创新的代表者，该作品采用

“黑场剧”的表演形式，取材于
即兴喜剧演员们之间的基础游
戏——拍手叫停。即，A 做一
个动作，B随时叫停并将之“解
构”成另一个动作，以达到“情
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欧·亨利式
效果。

除了形式上继续“挖新”，
第二季节目中也出现了更多在
题材和内涵上别具一格的作
品。比如，由张哲华和鑫仔表
演，诞生了如“龙傲天你要誓死
守护刘波儿！”“千万别让刘波
儿刘海留疤！”“用真心就可以
吗？真的可以！”等一众金句的
作品《少爷和我》，无疑是《喜剧
大赛 2》播出到现在，内容上最
出圈的作品之一。该作品取材
于风靡网络的霸总网文，并将
小说中的惯用情节和对白化作
羞耻感爆棚又独具笑点的台
词，并在两位气质迥异的演员
诠释下，利用少爷刘波和管家
龙傲天之间身份与形象的矛盾

反差，混搭出特殊的化学反应，
作品中的“真心”梗更引得网友
争相模仿和套用。最终《少爷
和我》获得了台下观众及评委
的双重认可，拿到 11700 分的
高分。

除了网络文学的舞台化表
达，由“小婉管乐”组合演绎的
《大放光彩》则用“夜上海”大舞
台的歌女故事给观众带来了新
鲜感，女特工与热爱舞台的歌
女之间的博弈与互相欣赏、互
相成就，令观众感动之余，不禁
赞叹起两位演员的默契度和二
人的肢体表达能力。难怪那英
形容其“像音乐剧”一样好看，
黄渤更表示，“如果把这段戏扔
到电影里边，那太精彩了。”

无厘头叙事作品也让人眼
前一亮。上季选手土豆、吕严
组成的“胖达人 2”小队归来，
带来的作品《代号大本钟》不同
凡响，它表面上讲述了卧底特
工与笨蛋上校间的无厘头故
事，“我 PUA 我自己”的情节

“离晒大谱”，但又能传达出不
同层次的内涵，观众可以没心
没肺地一笑而过，也可以脑洞
大开，赋予作品更多更深入的
解读思路。

而李秋盟、郭嘉轩、郝李英
杰三人带来的作品《热血乒
乓》，则将几代人的童年动漫回
忆糅入其中，当熟悉的音乐与
台词响起，《圣斗士星矢》《神奇
宝贝》《火影忍者》等经典动画
元素逐一出现，《大风车》《排球
女将》《七巧板》等经典作品和
栏目也带来“回忆杀”，李诞在
看过之后感叹道：“我居然流眼
泪了。”

喜剧节目需要为观众的笑
点服务，呈现喜剧“有意思”的
本源。《喜剧大赛 2》中的很多
作品不仅好笑，也在选题和剧
本等要素上呈现出对生活本身
细腻的观察——选手将自己的
舞台经验与生活感悟充分结
合，讲述他们的日常观察和独
特思考，频频引发观众共鸣。

《虎父无犬子》通过特级教
师上门家访，反映了“父母行为
模式对于孩子的巨大影响”这一
社会话题。

《妈妈的味道》则通过一家
餐厅的荒诞服务作风，意指一部
分家庭中的亲子关系和日常互
动模式，让不少观众有“谁在我
的生活里装了监控”之感。

《黑夜里的脆弱》则将当代
打工人的心酸演绎得淋漓尽
致。“白天满满正能量，黑夜里独
自 emo（网 络 用 语 ，指 情 绪 低
落）”的打工人日常，让不少观众
表示“笑着笑着就哭了”“边笑边
飙泪”。

《排练疯云》则反映了互联
网时代，人们在线上云工作时频
频遭遇的掉线、网络卡顿、音频

撞频、沟通效率低下等新式职场
烦恼，最后用一首尽情释放的说
唱歌曲点燃全场。

张铭轩和张艺文的作品《我
不唱》将 KTV 里的麦霸朋友与

“一首歌都唱不完整”的自我形
象演绎得惟妙惟肖。谁没有几
个麦霸好友？从小在KTV长大
的导师那英也不例外，她在台下
表现出与作品《我不唱》的强烈
共鸣，也分享了自己“喜欢搭和
音的朋友”的故事，“我不懂喜剧
里的好多窍门，但是这个故事来
源于我的生活。”

《今天你要嫁给他》则聚焦
一场“幸福的婚礼”，主角不是
新人，而是前男友们组成的“失
恋者联盟”，以及风度翩翩、曾
被新娘暗恋过的风云学长。在
这场戏里，有人看到欢乐，有人
看到悲伤，但不论观众是哭是
笑，所有情绪并不生硬，一切水
到渠成。

总之，这些关注社会生活的
作品，能让观众瞬间代入作品中
的各类情境和角色，可以让观众
在大笑时得到放松和释放，感受
到笑的力量。

今年是作曲家朱践耳诞辰
百年，全国多地陆续开展不同
形式的纪念活动。10 月 22 日
晚，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在北京
音乐厅举行“党的光辉照我心
——纪念朱践耳诞辰一百周年
音乐会”。10月23日晚，“纪念
朱践耳诞辰一百周年音乐会”
在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举行。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
来比母亲……”提起朱践耳，大
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这首在半个
多世纪里被国人无数次吟唱的
旋律。作为中国当代最杰出的
作曲家之一，朱践耳在其近70
年的创作生涯里，除早期这首
《唱支山歌给党听》及《节日序
曲》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外，更是
涉足几乎所有音乐体裁，留下
11部交响曲、17部管弦乐、15
部室内乐、8部声乐作品。

每部作品的背后都有朱践
耳对人文哲思及音乐美学的探
索，不仅有力推动了中国交响
乐的发展，更用音符记录了作
曲家在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创作
生涯中，关于民族命运的思考
和洞见，恰如朱老先生的自勉

“笔游象牙塔，心系万民情”。
朱践耳 1922 年出生于天

津，在上海长大，中学时代曾自
学钢琴、作曲。他原名朱荣实，
因为被聂耳的歌曲深深打动，
便为自己改名“朱践耳”。他曾
说：“聂耳如果没有走得那么
早，他一定是中国的贝多芬。
我改名‘践耳’，就是一心想继
续走他没走完的路。”

10 月 23 日在沪举行的纪
念音乐会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上海市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上海
音乐家协会、上海交响乐团承
办。驻团指挥张洁敏、助理指
挥张橹挥棒上海交响乐团，奏
响了朱践耳的四部作品——管
弦乐《灯会》、交响组曲《黔岭
素描》、女声独唱与弦乐队《水
龙 吟》及《第 十 交 响 曲“ 江
雪”》；其中《水龙吟》由女高音
黄英担纲独唱，是上海首演。

除了纪念音乐会，上海交
响乐团从去年年底开始策划整
理朱践耳创作中较少被人关注
的室内乐作品，并与中国唱片
（上海）有限公司合作，参考先
生生前出版的《朱践耳创作回
忆录》，最终选定了《记忆》
《梦》《玉》《水龙吟》《丝路梦
寻》等七首上交从未录制发行
过的作品，于今年 3月、6月在
上海交响音乐厅演艺厅分批完
成录制。10月23日，黑胶唱片
在音乐会前首发。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余
隆说：“朱践耳先生的交响曲是
一座桥梁，连接着当代中国和
西方音乐文化，也承载着老一
辈中国音乐家的理想，更启迪
青年一代奋勇向前。上海交响
乐团继承和发扬着朱践耳先生
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薪火相
传，推动中国音乐走向世界。”

近日，上海交响乐团还在
微信公众号推出了纪念朱践耳
的线上生平回顾展“心为音之
源，音为心之华”，观众可聆听
朱践耳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
近期，全国各界专家也将齐聚
上海，就朱践耳的艺术成就、音
乐创作等举行专题研讨。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总览莎士比亚的一生

《威廉与我》登陆广州大剧院

著名作曲家朱践耳诞辰百年
多地开展纪念活动

审美多元，类型和题材频频上新

关注生活，笑点与引发共鸣并重

台前幕后，持续挖掘喜剧新人

《神秘博士》第十四季发布预告
首位黑人博士露真容，2023年播出

10 月 24 日，英剧《神秘博
士》第十四季发布预告，该剧将
于2023年播出。

《神秘博士》是一部英国
长 寿 科 幻 剧 ，于 1963 年 首
播。该剧讲述一名自称“博
士”的外星人在不同的时间
和空间里穿梭遨游的故事。
不少英国知名演员曾出演过
《神秘博士》。新一季的博士
由舒提·盖特瓦出演，此次预
告中，他首次以第十四任博
士的身份亮相。舒提·盖特
瓦出生于 1992 年，是《神秘博
士》系列的第一位黑人主演。

在《神秘博士》第十四季
里，第 10 任博士大卫·田纳特
将与女伴“多娜”凯瑟琳·塔
特回归。美剧《老爸老妈浪
漫史》主演、知名演员尼尔·
帕特里克·哈里斯加盟饰演

反派。他们均在此次预告片
中露面。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是什么
让《一年一度喜剧大赛2》的口碑
依旧能打？

原

《热血乒乓》剧照

《喜剧大赛 2》由马东、黄渤、李诞、于和伟、那英组成“导师”阵容

《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第二季海报

《我不唱》剧照

《虎父无犬子》剧照《黑夜里的脆弱》剧照《大放光彩》剧照

豆瓣8.1分，延续首季热播势头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纪念朱践耳百年诞辰黑胶唱片首发仪式现场

《威廉与我》剧照

舒提·盖特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