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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QIRITAN

原创喜剧竞演节目《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第二季
还在热播阶段，一批喜剧节目和演员已经迅速出圈
儿上了热搜。前两天，央视开播了喜剧综艺《喜剧的
喜聚》，收视一路走高，《脱口秀大会》决出冠军后，里
面的段子也一再被人反复引用，再回头看《欢乐喜剧
人》已经制作了七季。收视率是最好的风向标，显
然，喜剧格外让观众青睐。

综艺节目有竞争，欢乐没有输赢。尽管观众对
每个喜剧综艺都有赞美与吐槽，但是，对喜剧中“梗”
的喜爱，观众总是不约而同。喜剧需要的是错位与
反差、对比与夸张，把人们从日常中释放出来，敢于
讽刺，也勇于自嘲，而这些都需要敏锐的观察力。所
以，尽管喜剧综艺中有淘汰赛制，优秀的作品却总能
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比如《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里

《虎父无犬子》的选手虽然无缘三赛段，作品中对于
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如何平衡的探讨，却让人捧腹
之余思考良多。“飞扯不可”组合的《全民运动会》选
手，用夸张的肢体语言，天马行空的想象，同样让观
众在错愕中与欢乐齐飞。

新生代喜剧演员正在成为新的创作者和表演
者。长红几十年的晚会类小品，让观众牢牢记住了
活跃在晚会小品中的喜剧演员，他们虽是常青树，但
他们依赖的文本和舞台形式，已经不能满足当下观
众的要求。观众需要更加有时代特色的喜剧和喜剧
人。喜剧综艺中涌现出许多新的表演形式，“独角
戏”“偶剧”“漫才”“黑灯剧”完全刷新了我们从以往晚
会小品中获得的喜剧体验：更具备实验性，也更具荒
诞不经的气质，甚至“无厘头”的喜剧，给人带来惊喜，
让人体验了欢笑无须理由。尤其最近出圈的《一年一
度喜剧大赛》作品《少爷和我》，是两名鞍山演员的合
作，一个是创作型的喜剧演员，一个是中戏科班出身
的年轻演员，两人把为人诟病但又颇为流行的“霸总
文学”活灵活现地搬上舞台，让全场爆笑不已，接连登
上热搜，成为现象级作品。这种题材文本创作带有鲜
明的网络文学痕迹，表演对演员节奏、气质颇有要求，
既不能彻底油腻，又不能游离之外，两人合作赢得了
评委和观众的高度认同。而另一组两名女舞蹈演员
出身的组合，用极为丰富的肢体语言接连创作，几个
作品都让人难忘，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风格，这恰恰
说明，喜剧传统重要，但每一代喜剧人都会在自己所
处的当下加以创新，赋予喜剧以新的支点。

喜剧精神永不过时，喜剧边界还在不断拓展。
讽刺批判、乐观自信、理性超脱和自由狂欢都是喜剧
多面性中的一种。多年以来，备受推崇的是含泪的
微笑，在如今的喜剧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更多温暖
与鼓舞。这其中，有年轻人面对爱情的青涩与纯真、
年轻学子想努力又怕被嘲笑的纠结、天台告白中对
失败的坦然，也有歌迷对青春的回忆，不同恋爱观的
碰撞，新生代的喜剧中有锋芒，更有温暖，这不仅是
喜剧创作者价值观的取舍和当下更加包容和美好的
一种反映，而且是喜剧俘获观众的“硬通货”。

制作精良细腻，让新的喜剧综艺更有魅力。我
们非常习惯于晚会的三面喷绘做个屋，摆俩家具就
齐活的简单小品布景。新的喜剧综艺中，服装、布
景、道具、舞美都在向更加真实传神发展。新的喜剧
综艺中，我们看到寻常百姓家、豪宅客厅、东北土炕
平房、百货公司、餐厅，都有精细的布置与还原；而灯
光，音乐、音效的完美配合，极大地帮助了人物形象
的塑造，带动了喜剧节奏。可以说新的喜剧综艺，除
了文本和表演者的优秀，前期后期制作团队的工作
同样功不可没。

从古典喜剧《西厢记》到影响了一代人的喜剧电
影，从大团圆的结局到无厘头中有心酸的故事，我们
不难发现，对喜剧的理解、创作、解读不仅仅是创作
者单方面的事，台下观众也是这一出时代笑声的原
型，我们每个人都是某一出喜剧的演出者或观赏者，
有时自知而窃喜，有时不觉而事后莞尔。无论如何，
幽默都是我们缓解疲惫奔波对抗平庸焦虑的良方，
欢乐本身就是能量。

锋芒与温暖
是喜剧的“硬通货”
王海宁

本报讯 记者商越报道 历时 4 年
实地踏访，丹东地区发掘的抗美援朝时
期革命文物，其中认定的最有代表性的
就是中朝人民空军联合司令部指挥所

（以下简称空联司）遗址群。目前，空联
司金崮村地下指挥所旧址已修缮一新
并陈列布展。作为抗美援朝时期的最
高联合作战指挥机关，这里见证了中国
人民志愿军空军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从
雏鹰展翅到雄鹰翱翔的战斗成长过程，
对研究抗美援朝空军战史、开展爱国主
义教育和国防教育，都具有深远意义。

指挥所坐落在丹东市汤池镇金崮
村的一个椅圈形山坳里，这里前方视野
开阔，后方丘陵连绵起伏，便于隐蔽。
如今，在半山腰的凹部，能够看到“空联
司地下指挥所旧址”几个金色大字，在
其前面是一架展翅欲飞的银色战斗

机。70年前，志愿军空军无数次的作战命
令，就是从这里发出，传向各个战斗机场，
指挥着一架架雄鹰振翅翱翔杀向敌阵。

从指挥所南部东侧口进入，顺着长
约8米的通道而下，可见走廊宽敞，别有
天地。这里共有通过两道走廊连接的
10 个房间，为中朝空军使用，分别为通
讯、指挥、情报和警卫室等，其中最大的
一个房间就是作战指挥室，空联司前后
两任司令员刘震、聂凤智就坚守在这里
指挥空军作战。这些房间已按原使用
功能陈列布展，展陈有通讯、指挥器材、
电话、军事地图等近200件，大部分是从空联
司所辖的各参战部队征集上来的老物件。

丹东市文旅局文博科科长李辉介绍，
指挥所旧址为掘开式地下工事，现浇筑钢
筋混凝土结构，建筑面积约1189平方米，
使用面积约760平方米，顶盖厚达1.2米。

1951年 3月，为了便于同朝鲜人民
空军统一指挥、联合作战，中国人民志
愿军空军司令部组建了“中朝人民空军
联合司令部”，统一指挥空军作战行动，
即如今我们看到的“空联司地下指挥所
旧址”。空联司遗存非常丰富，有发电
站、指挥部、后勤部等机构。

在空联司地下指挥所旧址陈列馆
的展示墙上，王海、张积慧、赵宝桐等一
张张空军战斗英雄的照片及一份份激
动人心的捷报，记录着那些惊心动魄的
骄人战绩。自1950年12月中国人民志
愿军空军第4师进驻浪头机场准备参战
开始，志愿军空军共有12个歼击航空兵
师进驻丹东各机场。抗美援朝战争期
间，空联司指挥所统一指挥、调度丹东各
部和驻守在西丰、辽阳的“轰炸机指挥所”

“冲击机指挥所”及所部参加对敌空战。

展示墙上，陈列的两份部队“捷报”
引人注意：其中一份上书《抵近射击的
又一范例！1041 部队陶伟同志在 120
公尺短距离内击落佩刀式敌机一架》，
记录着空 4 师 10 团飞行员陶伟，冒着
与敌机相撞的危险，一连三炮打得敌
机凌空解体，首创 120米近战歼敌的英
雄事迹；另一份捷报上书《我夜航部队空
战首次告捷：侯书军同志击落敌夜航战斗
机一架》，记录着空4师12团副团长侯书
军首次夜间战斗，歼敌制胜的辉煌往事。

参与遗址普查调研的专家表示，遗
址见证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空军将士不
畏艰险、保家卫国的英雄壮举，对遗址
的展示利用，不仅彰显了我省红色旅游
深厚的文化底蕴，更能够作为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传承红色基因、赓
续红色血脉，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丹东抗美援朝遗址普查新添红色陈列馆

空联司地下指挥所旧址布展开放

音乐响起，纱幕上出现“红医摇篮”四
个字，一位穿着白大褂满头银发的女医生，
伴着舒缓的音乐，从纱幕后走向台口。她
说：“岁月老了，我已经82岁了，作为医科大
学 49期毕业生，我又回来了。我这个曾经
听故事的人，成了讲故事的人，讲故事的人
成了故事里的人……”11月 20日晚，中国
医科大学原创校史剧《红医摇篮》在沈阳开
演。整场演出震撼人心，多角度地呈现了中
国医科大学90多年服务人民的红医精神。

5个时间节点穿起全剧

中国医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创建
的院校，是唯一以学校名义走完红军二万
五千里长征全程并在长征中继续办学的院
校，是我国最早开展西医学学院式教育的
医学高校之一。其前身为 1931 年 11 月创
建于江西瑞金的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
1932 年学校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
校。1940年9月在延安，经中共中央批准，
学校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

今年是中国医科大学建校 90周年，为
了挖掘红色资源，弘扬红医精神，讲好红医
故事，创排了话剧《红医摇篮》。

编剧回宝昆说，《红医摇篮》以中国医
科大学的建校历史为剧作原型，在深入挖
掘校史元素、探寻红医故事的基础之上，充
分展现了医大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及情系

人民、服务人民、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医者
仁心。

整场话剧充满历史感、厚重感。《红医
摇篮》校史话剧时长90分钟，共7场，选取中
国医科大学建校90多年来不同历史时期的
红医故事，以学校发展历程中重大事件为历
史背景，选取瑞金、长征、延安、兴山、沈阳等
时间节点。舞台上，82岁的女医生张红延，
讲述她的父辈的故事。透过她的讲述，将30
多名小红医们置身于历史场景中，也将观众
的情绪带入到那个光荣而艰难的历史年代。

30名在校生倾情演绎红医精神

如何将中国医科大学90年的历史在一
部话剧中表现出来？导演李松说，中国医
科大学 90多年的历史波澜壮阔，仅用一部
话剧来呈现，这个任务艰难的程度可想而
知的，主创人员及参演的 30多名医大学子
反复研读校史资料，将其中具有戏剧性的
故事提炼出来，在不失原貌的前提下，重新
处理加工呈现在了舞台上。本剧中的主线

是一条路，它象征着医大从瑞金到沈阳走
过的漫漫征程，在这条路上有无数平凡英
雄，他们或许只在记录中留下了一个名字，
抑或是在老照片中留下了一个身影，但是
他们却用一生的奉献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
发光发热。

谈到创排《红医摇篮》的初衷，中国医
科大学团委书记吴难告诉记者，中国医科
大学播种在井冈山，诞生在瑞金城，锤炼
在长征路，成长在延河畔，驰骋在东北山
水间，腾飞在辽沈大地上，有着厚重的革
命情怀和红色基因，90 多年的沉淀，形成
了内涵丰富的“红医精神”。创排《红医摇
篮》是想通过话剧的艺术表现形式，用最
直观、立体的方式，把中国医科大学深厚
的历史底蕴和鲜明的红医文化特色，呈现
在广大师生面前，用红医精神激励、引领
年轻学子。

记者在演出现场采访了几位参演的学
生，他们感触颇多。法医学院 43班的王勃
皓在剧中饰演张汝新，他告诉记者，第一次
上台参加演出，让他既紧张又自豪。剧中，
17岁的张汝新经历了在军医学校学习的憧
憬与梦想，长征时期丢下“老战友”的悲痛
和无奈，教书育人时对学生的教导与期盼，
东北解放后建设沈阳的喜悦与希望……一
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红医精神，为了更好
地塑造角色，他反复观看了中国医科大学
在长征时期的校史。

旋律中蕴含前行的力量

恢宏的管弦乐唤醒历史记忆，影片中
远远驶来的火车将人们带入 1948 年的鞍
山，一段如铁水般炽热的火红岁月呈现在
银幕之上。打击乐所营造的工业气氛、弦
乐刻画的人物情感、铜管乐表现的历史环
境，电影音乐让过去与现在相遇，让观众

“走进”历史，让人们感受到鼓舞人心的精
神力量。

“电影音乐是一部电影的气质，更是一
部电影的‘哲学思想’。”曲作者舒楠说，“当
导演宁海强给我看剧本和样片时，我就被
深深打动了。创作中我也去了鞍钢，那里
本身就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感染力。几代钢
铁人为了国家付出了太多太多。我想所有
的乐章都是对他们最好的赞颂。”

电影《钢铁意志》是近些年比较少见的
工业题材电影，舒楠特别珍惜这次参与其
音乐创作的机会。他介绍，《钢铁意志》电

影音乐由三个主题构建而成：一个是鞍钢
人的豪迈气质；一个是赵铁池和孙雪飞之
间的爱情，其中饱含着他们舍弃小我为国
奉献的情怀；一个是贯穿始终的用以叙事
的爱情主题。“创作中，我们大量使用打击
乐来表现出鞍钢人的大无畏豪情，我希望
大家能从旋律中感受到音乐的力量，并获
得更多前行的力量。”舒楠说。

“钢铁”与“爱人”，一刚一柔，彼此呼
应，在汤非深情而充满力量的演唱中，主题
曲《钢铁爱人》展现出丰富的感染力。汤非
认为，歌者一定要以充满代入感的演唱才
能展现出历史年代中那些鲜活的人物以及
他们的奋斗精神。

在词作者张玉珠看来，主题曲《钢铁爱
人》的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他所熟悉
的生活和人物。“我是鞍山人，电影让我看
到了我的父辈，正是他们身上的自强不息
精神才铸就了新中国钢铁事业。”张玉珠
说，“这首主题曲的歌词描写的是赵铁池与
孙雪飞的爱情，在战场上、在钢厂里、在火

车上，他们的分别与相逢，彼此之间的相识
相爱，他们是把自己的个人情感和国家钢
铁事业紧紧融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份情感
很崇高。‘我已经踏上远方的征途，我的脚
步就一刻不停驻。只为明天那美丽的风
景，不在乎山有多高，水几重’，歌词创作
上，我希望突破爱情本身，同时让作品也更
有张力，更具有当下的现实意义，希望能够
给予我们更多如铁水般炽热、如钢铁般的
坚强意志和奋斗精神。”

歌词具有东方韵律之美

“音乐跟语言有相近之处，我认为讲述
中国人的故事还是要用中国人的曲调。”
曲作者王备说，“《之初》是一首民歌，作曲
上我尽可能做到凝练，严格来说这首歌只
有三个乐句，这就更需要呈现出丰富的表
现力。用中国的音乐语言去讲述中国人的
故事，我希望通过音乐能够让大家联想到
一个质朴的故事，他们是心里纯净、内心很

坚定的人，通过音乐能够让大家重温新中
国第一代钢铁人的故事。”

“《之初》听起来就像一个人给你讲故事
一样，讲他的青春、讲他的历史。作为推广
曲，它很好地体现出这种感觉。”词作者陈涛
认为，电影故事本身是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
初，讲述的也是很多当时年轻钢铁人的青春
故事，无论从故事的时间上，还是从人物角色
上，歌名《之初》都特别契合电影主题。

“天地之初的星徽，渡尽我千山和万
水。”《之初》的歌词意蕴悠远，在王备的创
作基础上，陈涛以简约而富有内涵的歌词
呈现出东方韵律之美。

演唱者陈思思表示，电影中钢铁工人
们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深深感
动着她，“‘岁月你只管去不回，难忘情之
初’，我觉得这句歌词能够把保持初心的人
生态度充分表达出来。作为文艺工作者，我
要不忘初心，继续为人民歌唱，为时代歌唱，
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用心用情用力讲
好中国故事。”

电影《钢铁意志》主题曲登陆央视

在澎湃的音乐中重温钢铁岁月
本报记者 谭 硕

近日，电影《钢铁
意志》主题曲《钢铁爱
人》登上央视音乐频
道《全球中文音乐榜

上榜》，萦绕心头的动人旋律，饱
含深情的精彩演唱，这首由张玉
珠作词、舒楠作曲、汤非演唱的
歌曲通过各大音乐平台的广泛
传播获得大家的喜爱与认可。

音乐是电影《钢铁意志》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部讲述新
中国第一炉铁水诞生过程的影
片中，不仅有主题曲《钢铁爱
人》，还有陈涛作词、王备作曲、
陈思思演唱的推广曲《之初》以
及由作曲家舒楠创作的电影配
乐。这些令人心潮澎湃的音乐
将历史题材的厚重感融入一个
个生动的音符当中，用中国的音
乐语言讲述着中国人的故事。

核心
提示

中国医大原创话剧《红医摇篮》成功首演

用“红医精神”引领年轻学子
本报记者 杨 竞

《钢铁意志》剧照。

延安时期的中国医大。（受访者供图） 《红医摇篮》剧照。 本报讯 记者谭硕报道 11 月 18 日、19 日，辽
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儿童艺术剧院）创作的话剧

《天算》在大连开发区大剧院上演。
作为国家艺术基金 2020 年度舞台艺术创作资

助项目，话剧《天算》以抗日战争时期的沈阳老北市
场为故事背景，讲述了沈阳人民与日本侵略者英勇
斗争的故事。在演员们具有东北特色的关东演剧学
派风格的演绎下，白凤岐等剧中人物所表现出的家
国情怀感染着现场观众，演出在观众们热烈的掌声
中落下帷幕。

此外，据了解，从12月7日开始，作为辽艺“抗战
三部曲”，话剧《祖传秘方》《开炉》《天算》将相继亮相

“大河之澜”演出季。

辽艺话剧《天算》
在大连上演

“冬天的故事”少儿绘本
推荐书单上线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11月 17日，省图以
“冬天的故事”为主题，线上为小朋友和家长推出少
儿绘本推荐书单，上榜书目有《下雪了》《下雪天的声
音》《冬天在这里》《下雪天，来跳舞》《雪花人》。

《下雪了》作者以童年与大自然为主题，以金瓜
儿和银豆儿为首的几个乡村孩子为主角，描绘了孩
子们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冬天在这里》是绘本作
者凯文·汉克斯为孩子们创作的冬之歌。大自然在
不同的季节呈现出不同的风貌，生活其间的生命也
随着自然的节律呈现出不同的状态。本书语言简
洁明快，引导孩子认知、感受冬天，培养孩子的良好
审美能力。《冬天在这里》把冬天写得既宁静又异常
调皮。“冬天来了，到处都是冬天。”寥寥几个字，让人
体会到冬天是一个多么具有两面性的季节啊——可
以是寒冷的，也可以是热闹的；可以是悄然无息的，
又可以是气势磅礴的……读这样的一本季节书，孩
子的体验是丰富的、立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