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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电影《耳朵大有福》剧照。

喜剧电影《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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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城的喜剧基因与百年电影梦
本报记者 杨 竞

日前，首届中国（沈阳）喜剧电影周圆满落幕，众多业内人士和观众将沈阳誉为“喜
剧之城”，沈阳与电影、沈阳与喜剧电影那些最初的缘起与故事依然为人津津乐道，热
度仍然在持续：新中国电影史中诸多“第一”为何在沈阳绽放？第一部有喜剧元素的戏
曲影片《定军山》如何出自沈阳人之手？辽宁人的喜剧天赋来自哪里……针对这些话
题及背后的故事，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进行深度解读。

上周，为期5天的首届中国（沈阳）
喜剧电影周圆满落幕。为喜剧类型电
影打造电影周，这在中国是首次。热情
好客、自带喜感的沈阳人民笑迎八方来
客，与电影人一道细致回顾新中国喜剧
电影的辉煌历程，展望喜剧电影高质量
发展的美好明天。

中国的喜剧电影与沈阳有着不解
之缘。

1905年，沈阳人任庆泰拍摄了中
国第一部黑白无声电影《定军山》，其拍
摄时间比西方国家发明电影的时间仅
晚10年，使这部电影在世界和中国电影
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一部喜剧电影通常结构巧妙、手
法夸张、情节轻松有趣、语言幽默诙
谐，而且着重刻画喜剧性人物的独特
性格，不仅表现在剧情上，也包括演
员的表演上。《定军山》拍摄简单，但
是 70多岁的“老将军”连续多个动作
比舞台表演夸张、轻松得多，片中喜
剧元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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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审看中心专家、沈阳文化学者钟晓光
告诉记者，1892年，生于沈阳法库、名叫
任庆泰的人在北京开了一间照相馆，取
名丰泰照相馆。这可是北京城里第一
家由中国人创办的照相馆，宾客纷至沓
来，不仅有盛宣怀等富商大贾，也有谭
鑫培等名角，照相馆生意兴隆。当时，
西班牙人雷玛斯来北京放映电影，生意
也好得不得了。任庆泰天天跑到福寿
堂去看电影，越看越有兴趣，这时他突
然产生了自己拍电影的想法。于是，他
花了不少钱购买了一架法国制造的木
壳手摇摄影机和14卷胶片。

设备有了，拍什么内容呢？任庆泰
想的是，一定要拍咱自己的人和事儿。
经过研究后，他决定拍中国人喜闻乐见
的京剧，拍当红老生的武打戏。

那由谁来主演呢？当时北京戏剧
舞台上群英璀璨，最走红的老生有谭鑫
培、孙菊仙、汪桂芬、裘桂仙等人，经过
一番考虑，任庆泰选中了谭鑫培。

这样，1905年，已经开门营业了13
年的丰泰照相馆开始尝试拍电影。任

庆泰以导演的身份在丰泰照相馆里布
置场景，他的徒弟刘仲伦担任摄影，谭
鑫培则根据要求，演出《定军山》中“请
缨”“舞刀”“交锋”三个场面。在大家共
同努力下，终于在3天的时间里完成了
3卷胶片的拍摄。然后，他们把电影拿
到前门大观楼公开放映。听说是中国
人拍的谭老板的武打戏，人们纷纷赶
来，一下子万人空巷，引起了巨大的轰
动，《定军山》取得了成功，标志着中国
电影的诞生。

京剧《定军山》讲述的是《三国演
义》中老将黄忠奋勇夺取定军山的故
事。谭鑫培演老将黄忠，在镜头前表演
了自己最拿手的几个片段。

上世纪50年代末，有人采访过丰
泰照相馆学徒刘仲明，拍摄电影时，他
在场。他回忆：“……只见他（谭鑫培）
配合着锣鼓点儿，一甩髯口，把刀一横，
立成顶梁柱一般，就听旁边有人喊：‘快
摇’，刘仲伦便使劲摇了起来，那时的胶
片只有二百尺一卷，很快便摇完了，算
告一段落……”

1 沈阳人拍出中国首部电影《定军山》，颇有喜剧元素

电影传入沈阳，是在1904年。
据钟晓光介绍，1904 年夏秋之

际，沈阳第一次放映电影，地点在小
北门天后宫（现沈阳市第 26中学）前
路东，聚丰粮栈院内搭设席棚，因为
只有两部影片放映，只放映一个月。

当时沈阳人对于电影的称谓千
奇百怪：影戏、电光活动影戏、电光影
戏、活动影戏、电影相片、电影片等，
归结起来“电光影戏”使用的频率最
多。钟晓光解释，早期电影进入沈阳
时，多采取巡回流动放映，挂银幕、设
投影，加之人物、山川很像当时流行
的皮影戏。于是，民间为其取名“电
光影戏”。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拍摄的第
一部喜剧电影《新局长到来之前》受
到观众好评，主演浦克是沈阳人。浦
克在片中饰演新上任的张局长。剧
中的牛科长是一个十足的官僚主义
者，平时工作马马虎虎，不负责任，当
张局长上任时，牛科长把吹牛拍马、
讨好上级演绎得淋漓尽致。最后，牛

科长受到了惩罚。浦克饰演的张局
长，不夸张不做作，恰到好处。

记者了解到，新中国电影史诸多
“第一”在沈阳绽放。1948 年沈阳解
放后，“沈阳元素”开始不断出现在新
中国电影事业中，国产优秀影片开始
在沈阳集中上映，并呈现若干“第
一”。如 1949年 1月 22日，新中国第
一部喜剧动画电影《瓮中捉鳖》在沈
阳首映。1949 年 5 月 1 日，新中国第
一部故事片《桥》在沈阳隆重首映，引
起极大轰动。1949年初开始，沈阳各
家电影院陆续放映了新中国第一部
木偶片《皇帝梦》、第一部科教片《预
防鼠疫》、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
老蒋》、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
等。这些影片的上映，无疑给当时的
沈阳电影市场带来了新的曙光。

1959 年 10 月，为庆祝新中国成
立 10 周年，“国产新片展览月”活动
在沈阳举行。沈阳 28 家电影院、67
个俱乐部、13个电影放映队集中上映
了《林则徐》《老兵新传》《我们村里的

年轻人》等 24部“献礼”影片，其中不
乏喜剧片。

1965 年 2 月 17 日至 3 月 3 日，由
“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雷锋》在
沈阳隆重首映。全市 20家电影院集
中 上 映 15 天 ，放 映 1497 场 ，观 众
128.8 万人次，平均上座率 74.3%，占
全市人口的85%。

“需要重点说明的是新中国第一
部喜剧动画电影《瓮中捉鳖》。”钟晓
光说，1949 年 1 月 22 日，在沈阳宏大
电影院（今沈阳市文化宮剧场）首映
了中国第一部喜剧动画片，名字叫

《瓮中捉鳖》，影片描写国民党反动派
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内战，
但在人民力量的打击下以失败告终，
成了瓮中之鳖。影片巧妙地运用夸
张手法，辛辣地嘲讽了反动派与人民
作对必将失败的下场。

动画片《瓮中捉鳖》设计新颖、动
作性强、节奏明快，既生动又诙谐的
画面充满喜剧感，深深地吸引了沈阳
观众。

2 新中国第一部喜剧电影“男一号”是沈阳人

有人评价，东北人的基因里就充
满了喜剧，这种天生的欢乐植在骨子
里。研究发现，清朝时期，大量移民
涌入东北，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
形成了独特的东北文化。这种文化
的多元性为喜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
素材和灵感。

沈阳人的喜剧基因与电影已有
百年“瓜葛”。沈阳人天生的豪气、直
爽、幽默和善于“融会贯通”“喜形于
色”的性格，深深融入文化血脉之中，
无论是欣赏还是创作往往都是“现于
喜、避其悲”。奉天落子、二人转、沈
阳相声、东北大鼓、评书、大秧歌等，
还有当年沈阳北市场的“众生相”，如
评书、变戏法、拉洋片、说大鼓等，都
为沈阳喜剧和喜剧电影提供了丰富
的资源，成为后来喜剧创作用之不尽
的“沈阳素材”。

钟晓光认为，沈阳是“中国电影
之父”任庆泰的家乡，也是新中国喜
剧电影事业的主要“策源地之一”。
沈阳涌现出了一大批喜剧作品和人
才。这些有利因素使沈阳形成包括
喜剧电影在内的喜剧文化的独特优
势和良好基础。

说到沈阳与喜剧电影的渊源，沈
阳市曲艺家协会主席穆凯说：“沈阳
的地方戏曲成为喜剧艺术的‘催化
剂’。20世纪40年代，在沈阳第一商
场‘兴游园’拍摄了一部影片《艺苑情

侣》，其中有很多珍贵的沈阳喜剧元
素片段。”

电影《艺苑情侣》里沈阳的喜剧
元素表现得很明显：有一个片断表现
的是男女主角在沈阳逛第一商场兴
游园。当时兴游园是一个类似于“杂
八地”的地方。镜头展现的是一些曲
艺杂耍儿撂地的小摊子，其中有白银
耳、李永春在说相声，霍树棠在唱东
北大鼓，韩静文在表演戏法儿。兴游
园里游人很多，跟随男女主角一起看
着这些喜剧色彩浓重的表演。

沈阳一直是喜剧电影的“排头
兵”。“因为沈阳有喜剧人才、喜剧作
品，还有许多喜剧元素。”穆凯说，
1979 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
摄纪录电影《笑》，拍摄地分别为北
京、天津和沈阳，片中表现的是全国
30位相声表演艺术家奉献的15段脍
炙人口的相声。其中有沈阳曲艺团
的杨振华、金炳昶表演的《计划生育
好》以及王志涛、陈连仲表演的《特殊
生活》，作品大获好评，在全国产生了
巨大影响。后来，由沈阳曲艺团王志
涛、陈连仲、大良等主演，1980年拍摄
的喜剧电影《祸不单行》，也令观众捧
腹大笑。

近些年，沈阳产生了一大批喜剧
艺术家，如范伟、巩汉林、潘长江、黄
小娟等。拍摄和沈阳人参演的喜剧
电影有《别拿豆包不当干粮》《欢天喜

地对亲家》《耳朵大有福》《毛驴县令》
《捉妖记》《热辣滚烫》《末路狂花钱》
等，令观众笑不拢嘴。

全国知名编剧、制片人李海兵是
沈阳人。从 2009 年开始，他先后编
剧的有喜剧元素的影视剧、小品近百
个，如电影《让我过过瘾》《猛烈》《男
神时代》《练胆儿》；电视剧《槑头槑
脑》《不是钱的事》《爹妈满院》等。他
说：“沈阳人讲的东北话具有喜剧的
重要特色、幽默元素和夸张的表达，
使得喜剧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和亲和力，为喜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
资源。”

“沈阳的喜剧定义应该是很广泛
的，既体现在戏剧、电影、曲艺等艺术
形式中，也呈现于民间的地域文化
里。如果将不同艺术形式的喜剧元
素比作来自不同源头的河流，那么最
后在咱沈阳这儿汇成了一条泱泱大
河。”穆凯解释说，历史上，沈阳就是
一座移民城市，人口结构丰富多元。
原住民由多民族组成，明朝之后又有
一些流民从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来
到沈阳。相比于那些固守家园的农
民，选择迁徙的人不论是被动流放还
是主动出走，他们骨子里都有一些拓
荒意识，性格中自带“不安分”的活跃
因素，很少刻意在言谈上约束自我。
这些历史、地缘的因素，久而久之造
就了东北人天性使然的快乐个性。

3 得天独厚的沃土和欢乐基因使沈阳成为喜剧电影“排头兵”

1927年，一个叫韦耀先的商人在沈阳
原第一商场（亚洲电影院对面原省百货公
司仓库）院内建成了电影院，取名真光电
影院。1930年，杨进之等人将电影院承租
下来，更名为“明星电影院”。但是由于资
金的问题，电影院极其简陋，全部是木板
结构，有座席700多个。开业之初，由于明
星电影院设施差，来这里看电影的人并不
多，影院濒临倒闭。

就在大家伙一筹莫展的时候，武侠影
片《火烧红莲寺》公开放映。《火烧红莲寺》
一上映就成为沈阳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的
主题，市民们争先恐后涌入影院，观看这
部武侠片。不仅如此，这部影片还带动了
当时沈城电影市场空前繁荣。各家影院
纷纷行动起来，抢拷贝、增加场次、扩大观
映人数。

这部电影如一剂灵药，让明星电影院
回春转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成为上世
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期沈阳市电影
票房较高的电影院之一。

一部《火烧红莲寺》
救活了一家电影院

在辽沈地区拍摄的最早影片是一部
纪录片。

虽然辽沈地区的电影放映历史已有
百年，而且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由沈
阳人在北京拍摄，但辽沈地区影片的生产

（摄制）却始终处于萌芽的状态。1958年，
安波自编自导组织拍摄了《辽河在奔
腾》，这是在辽沈地区拍摄最早的影片
之一。影片拍成后交由中国电影发行放
映公司面向全国发行，被列为1958年度
国家重点影片。

这部纪录影片拍成后，国家开始正式
组建辽宁电影制片厂。1958年8月，辽宁
电影制片厂在沈阳市和平区同泽街一段
7-3号成立，标志着电影制片业正式在沈
阳地区出现。

在辽沈地区拍摄的
第一部影片

沈阳人拍的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剧照。

喜剧电影《爹妈满院》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