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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此前《喜人奇妙夜》《脱口秀和Ta

的朋友们》以及《喜剧之王单口季》多部

喜剧类综艺的“轮番轰炸”之后，日前腾

讯视频上线的《喜剧大会》没有显露出疲

态，播出当日就登上网络综艺节目热度

第一。尤其是话题和关注度呈现出圈现

象，如“短视频与倍速观剧”等话题相继

登上热搜高位，引发网友热议。

喜剧为观众带来情绪价值，而优秀

的作品更能让观众产生思考。尽管《喜

剧大会》开播后褒贬不一，但其精准的

议题设置引发了观众的思考和讨论，这

就足以促使业内思考：这档节目做对了

什么？

在欢笑中“冒犯”，促成观
众深刻反思

《喜剧大会》主题曲中的一句歌词这

样说：“没梗的世界处处是荒野。”“梗”为

观众带来欢乐，“梗”自身也源于生活。

对于《喜剧大会》开播所展现的热度，有

评论认为这些作品受欢迎的共性在于，

它将普通人的烦恼、日常生活中司空见

惯但被忽略的小事、社会的不良现象等

素材，通过解构、自嘲的方式进行呈现，

在荒诞的表象之下呈现出创作者思考的

深度。

被一部喜剧作品“骂了”，还要笑

着鼓掌“骂得好”——在嘉宾大张伟看

来，这才是优秀喜剧的特质。大宝的作

品 《电影消亡史》 将故事背景设置在

100年以后，观众跟随去电影学院面试

的小帅的视角，见证了电影“进化”到

只有短视频的荒谬时代。在那个8分钟

电影属于“鸿篇巨著”的未来时代，小

帅因为立志于拍摄90分钟的电影而被

视为异类，他绝望地反问考官：“角色

的姓名、情绪、台词都不需要了吗？”

然而，略带讽刺的是，小帅本人极其娴

熟地回答考题：“男人叫小帅、女人叫

小美、坏人是丧彪、无关路人是‘小卡

拉 米 ’、 执 法 机 构 统 称 ‘ 佛 波

勒’……”不经意间透露出奋力抨击短

视频吸血电影现象的小帅本人，也是速

读电影的用户人群之一。实际上，速读

电影之所以泛滥，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

观众对此类作品乐此不疲。而《电影消

亡史》和风细雨式地对观众人群的警示

或者“冒犯”，让观众在欢笑中接受了

创作者的“意见输出”。大张伟用他鲜

明的个人特征的语言评价：“笑完之后

你就骂自个儿，我怎么这样啊？然后问

题就在于你还爱看。”另一位嘉宾郭麒

麟也反省到，对于观众倍速看剧、速读

电影的现象，作为演艺从业者也要从自

己身上找找原因。

“做个人吧！”李飞作品《人工智能之

死》最后的一句双关语让观众沸腾了，有

弹幕回应：“骂得好，以后我确实得‘做个

人’。”程序员小汪设计出的为了打工而

生的AI分身“小汪1号”，依然和人类一

样陷入“996加班”“还房贷”“刷短视频消

除焦虑”的生活模式。小汪甚至设计出

“AI老板”，构建出AI打工人的闭环关

系。最后，小汪本人与“AI老板”留在原

地；“小汪1号”放下对“打工人”状态的

执念，走向生活的远方，它不无嘲讽地问

观众：“如果我是人工智能，那你们又是

什么？”

描摹身边人身边事，喜剧
也是现实题材的“标杆”

从身边人、身边事挖掘题材，更容易

让观众产生共情，但这需要创作者细致

入微地观察和思考。《喜剧大会》的很多

题材来自周遭生活，让观众从中看到自

己、看见他人，更有代入感，难怪有网友

写下评语：“喜剧向很多披着‘现实题材’

外衣的电视剧证明了什么才是接地气和

贴近生活。”

短剧时代，“霸总”遍地。《“凡

死”人了》 极尽可能地讽刺了“凡尔

赛”人群的“讨人厌”。沉浸在“生活

的美酒”的李先生上一秒在还电话里惊

呼“那么大的金融公司倒闭了”，下一

秒就凑近记者话筒说：“以后只能靠家

里的石油和房地产生活了吗？”嘴上说

“热爱摇滚”却唱出“我怎么这么好

看”  连评委们也在爆笑中忍不住握

拳说“好想揍他”。三边人的作品《分

工明确》以讽刺手法和爆笑情节揭示了

现实中职场效率低下的尴尬现象。作品

通过讲述一位大明星被绑票的故事，而

当明星保镖、谈判专家、交易专家、烤

肉管家等角色依次出场后，原本简单的

“救人”任务反而陷入了“死循环”。

事实上，口碑出众的喜剧作品多以

荒诞的方式，唤起深刻的思考。如郝肖

张的作品《哲学家的愿望》将哲学家、

神灯和劫匪这三个身份完全不同的人物

放在同一空间，通过他们之间的荒谬交

流和答非所问，探讨了哲学、金钱、欲

望背后的人性问题。

年轻人热爱喜剧，需要喜剧。喜剧

不仅拥有反映当下现实的能力，也具备

创造新的现实的能力——用喜剧的方式

生产出新的流行话语，甚至有人说喜剧

已成为了青年人文艺生活中的刚需。这

也倒逼着创作者们必须殚精竭虑锐意创

新。《喜剧大会》首轮个别作品后半程

苍白乏力、虎头蛇尾，难免暴露创作者

的思考深度和创作能力的参差。哪怕

《“凡死”人了》中的李川表现十分出

彩，仍难免被观众拿来与《少爷与我》

中龙傲天更为独到的人物塑造相对照，

并对其后续能否实现更新的突破抱有些

许疑虑。

《喜剧大会》笑出眼泪之后，留下了点什么

在指挥安德里斯 · 尼尔

森斯的从容引领下，肖斯塔

科维奇《第九交响曲》一段

颇具“孩子气”嬉戏姿态的

旋律，奏响了“古典天团”

维也纳爱乐乐团重返申城的

号角。作为第二十三届中国

上海国际艺术节重磅项目之

一，维也纳爱乐以连续两晚

交响盛宴与沪上乐迷再续前

缘、再谱新篇。

维 也 纳 爱 乐 乐 团 主

席、小提琴家丹尼尔 · 弗

洛绍尔告诉记者，这是乐

团第七次登台上海，“东

艺向乐团赠送了代表中国

文 化 美 学 的 榫 卯 文 创 手

作，寓意着‘古典天团’

与上海这座古典音乐东方

重 镇 的 双 向 奔 赴 ”。“ 目

前，东艺与乐团在此次音

乐会期间特别策划的‘维

也纳爱乐主题日’正如火

如荼地展开，通过公开彩

排 观 摩 、 演 前 导 赏 等 活

动，加深世界顶级艺术团

体与中国观众的联结，我

们 也 相 信 未 来 的 更 多 合

作，能够为上海古典乐氛

围注入新活力。”东艺总

经理雷雯表示。

此次维也纳爱乐在上

海的两场音乐会，由正值

“当打之年”的指挥家安德

里斯 · 尼尔森斯执棒。第

一场以肖斯塔科维奇 《第

九 交 响 曲》 与 德 沃 夏 克

《第七交响曲》，诠释穿透

时空的欢欣与哀愁。第二

场 音 乐 会 则 回 归 德 奥 作

品，除了当红钢琴家叶菲

姆 · 布朗夫曼带来的贝多

芬 《第 三 钢 琴 协 奏 曲》

外，还有呼应2017年尼尔

森斯中国首秀时为人称道

的经典之作——理查 · 施

特劳斯篇幅宏大的长篇交响诗《英雄

的生涯》。当年，尼尔森斯在执棒乐

团演绎这部作品时，展现出的宏观视

野以及渗透音乐肌理的点

睛之笔令人刻骨铭心。此

次重返申城，乐团主席丹

尼尔 · 弗洛绍尔对尼尔森

斯的表演十分期待。“他

（尼尔森斯） 比七年前来中

国时瘦了不少，我们能感

受到他是个精力充沛、温

和友善的人。因为他是歌

剧指挥出身，对华尔兹舞

曲的细节阐释尤为擅长，

相信这次乐迷们也能感受

到尼尔森斯的别样魅力。”

1973年，指挥大师阿

巴多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

第一次献演中国，在北京

民族文化宫剧场为中国观

众献上 《黄河》 钢琴协奏

曲 等 精 心 筹 备 的 音 乐 作

品。东艺与维也纳爱乐也

是 渊 源 已 久 。 早 在 2007

年，小泽征尔便执棒维也

纳国家歌剧院带来音乐会

版歌剧 《费加罗的婚礼》；

2009年由祖宾 · 梅塔指挥

的音乐会现场更面向全欧

播出。此后，维也纳爱乐

的演奏家们活跃在东艺舞

台，以独奏、重奏等不同

形式的组合亮相……2017

年起，乐团开启首个大规

模中国巡演。同年，上海

东方艺术中心与乐团签署

五年战略合作协议，在安

德里斯 · 尼尔森斯执棒下

开启“五年之约”。2017

年-2019年乐团连续三年上

海之行，也令沪上爱乐者

沸腾。

“来听我们音乐会的听

众不仅年轻、对古典音乐

充满热情，而且十分欣赏

维也纳爱乐的演奏传统和

演奏方式，我们希望以后

有更多机会和上海的乐迷

交流！”正如丹尼尔 · 弗洛

绍尔所期待的，未来东艺

与维也纳爱乐将通过音乐

会、资料展览、学术性交流等活动，

共同推动古典音乐在中国、在上海的

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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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视觉艺术项目

于日前启幕，张超然个展《肤趣无界》

和吕东昆、陈伶俐联合策展的群展《虚

构的贸易：拒绝以物换物的故事复写》

即日起至11月17日向公众免费开放，

共同开启青年艺术的创想“视”界。据

悉，今年项目申报者平均年龄不到30

岁，00后表现踊跃，最终入选艺术家

平均年龄23岁，展现出新生代的创新

活力。

EKA天物的535艺术中心，面对

自己的首个策展，哲学专业本科生吕

东昆很是兴奋：“人类学讲究参与式观

察，这次策展就是我对艺术界最好的

‘参与式观察’，给我的人生提供了别

样的可能性。”他的联合策展伙伴陈伶

俐也告诉记者：“我们获得很多知名、

新锐艺术家的支持，得以在这么大的

空间内展现艺术畅想，也希望自己继

续在艺术中生根。”

与此同时，在长阳创谷的引力艺

术空间，青年艺术家张超然的首次个

展也拉开帷幕。他说：“这里能够展示

出艺术家最细小的感触与理念，是我

艺术人生的第一站，对我而言是基石

一般的存在。”

身体感知与历史叙述是
他们的艺术表达方式

用艺术的语汇重塑“身体”、与自

我和解，这是张超然试图在其首次个

展《肤趣无界》中表达的。他刚从英国

伦敦艺术大学切尔西艺术学院毕业，

以自身感受为引子，将个体对疾病的

抗争与接纳融入作品之中。他告诉记

者：“‘肤趣’二字要表达我们对皮肤和

身体的和解。‘无界’就是摆脱身体的

种种限制，消解界限，解放自我。”

展览以“皮肤”为锚点，扩展到不同

维度的表达。展览特邀青年策展人韩

春阳策展，共计展出八组系列作品，媒

介涵盖装置、绘画、综合材料等。八组

作品从时间与空间延伸至微观视角，

展现出由内而外的生命体悟，捕捉物

质世界与感知世界之间的微妙关系。

在更宏观的历史维度，新生代策

展人同样可以大展身手。伊塔洛 ·卡尔

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虚构出贸易

之城“欧菲米亚”，吕东昆和陈伶俐敏

锐地捕捉到“文化是物物交换的深层

介质”，并以此为线索，首次联合策划了

他们的群展——《虚构的贸易：拒绝以物

换物的故事复写》。植物、动物以及工业

用品，展览通过探寻不同物品的意义变

迁，以当代语境“复写”丝绸之路的故事。

“申请扶青计划前，我们就策划了两

三个月，项目开始后获得了艺术家们的

支持。”吕东昆告诉记者，展览汇聚白莉

鸿、程新皓、童义欣、毛晨雨、覃钰玲、吴

雨航六位艺术家的创作，借助三个篇章

呈现人与物的丰富关系。“无论是用玻璃

制品塑形人工弃林，还是植物猎人用交

响乐融入云南当地社群，抑或以动物视

角旁观城市化，每一个作品背后都有一

段鲜活的故事。”

“见识到了跨学科之间的工作，我们

之间就是专业理论与实践方法的‘完美

补充’。”陈伶俐笑着说。这是一对跨学

科的“最佳拍档”，吕东昆专攻哲学，陈伶

俐则是研究当代艺术理论的，吕东昆将

当代著名人类学家蒂姆 ·英格尔德的理

论引入展览，陈伶俐也将自己线上策展

的经验分享给同伴。“我们不想拘泥于一

种范式，而是合力让作品自然地融入整

个展览。毕竟是第一次策展，每一步我

们都在学习，向工人师傅学习，向艺术家

学习，最后一步步成功把展策划出来。”

吕东昆说。

视觉艺术“源头”提供年轻
新动能

今年是“扶青计划”视觉艺术项目的

第二年，项目以其专业性、包容性和国际

性吸引了海内外优秀青年艺术家和策展

人参与，收到逾百份申报作品和方案，申

报者们共来自5个国家，具有国内外重点

艺术院校教育背景的超过六成。青年创

作者们正以更先锋的视角解构传统表现

媒介，打破视觉传达壁垒，呈现出视觉艺

术跨领域、多学科融合的发展路径。

全球化视角下，固有价值观念逐渐消

解，当代视觉艺术正在转型。为拓宽视觉

艺术的形态边界和创作模式，艺术节正积

极与国内外艺术高校建立深入合作关系，

意图搭建青年视觉艺术人才培育基地，培

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型艺术创作者。

打造链接全球艺术资源的平台，视觉

艺术“源头”提供年轻新动能。未来，中国

上海国际艺术节还将通过不同领域的委

约项目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培育和发展

艺术新质生产力，促进不同领域青年艺

术的多元共生，以新生艺术赋能城市美好

生活。

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扶青计划”视觉艺术项目启幕

为青年提供创想“视”界第一站

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暨青年艺术创

想周日前在上海戏剧学院圆满收官。

在“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开启新十年

的起点上，上海戏剧学院携手中国上

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共同推出了精彩纷

呈的系列活动，内容涵盖舞台艺术委

约作品演出、系列艺术讲座和主题展

览等多种艺术形式。

今年，“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邀

请了丁乙、丁设、叶小纲、田沁鑫、沈

伟、杨丽萍、黄豆豆、黄昌勇、龚彦、廖

昌永、谭盾、濮存昕12位大咖担任新

一届“扶青”艺术委员会成员，为青年

艺术家搭建高质量的国际平台，挖掘青

年艺术家创作潜力，孵化优秀原创作品，

助力更多青年艺术家走向国际舞台。

在本次创想周上，可以欣赏到包括

《声闻于天》《最后一杆猎枪》《奔向铺满

向日葵的美丽国度》在内的多部话剧。

这些来自国内外不同专业艺术院校和剧

院剧团的作品侧重于舞台表达的多样性

和创新性，以青年人的艺术理念、思辨精

神和美学品格跟当代观众对话。与此同

时，《借东风》《在时间的岛屿上》《九紫离

火动静释然 · 火与舞术 · 流动艺术〈离

火〉》等融合民族特色、古典风格和实验

色彩的音乐、舞蹈演出，将源源不断的新

意注入视听表达。艺术与青春是创想周

的关键词，青年艺术家们通过多媒介、多

视角、多元化、多层次的审美表达，极力

探索传统文化的丰厚底蕴、东西方的美

学碰撞和现代科技的融合，带来作品诸

如艺术装置《光合作用》和特别活动《创

想破界，无声漫舞》。

继去年推出“十年至新，未来可期”

专题论坛后，上海戏剧学院与中国上海国

际艺术节中心此次还特邀了一批深耕戏

剧、影视、舞蹈、科技等领域的艺术家、专

家、演员和学者举办不同主题的讲座。北

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上海戏剧学

院教授王苏、表演艺术家奚美娟、上海芭

蕾舞团艺术总监辛丽丽以及上海戏剧学

院优秀校友薛佳凝等众多嘉宾，结合自

身的从艺经历，分享了他们的从艺经验

和独到见解。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人工智

能金融学院院长邵怡蕾、Xenario飞来飞

去创始人飞苹果（AlexanderBrandt）与

国际戏剧制作人翁世卉聚焦艺术与科技

的融合，深入探讨人工智能时代的艺术

本质与创作主体性、失败与成长、未来表

演艺术的多种可能。

据悉，上海戏剧学院未来将与中国

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开展更加深层次的

合作，依托双方优势，进一步完善人才培

养体系，挖掘和培育更多优秀的青年艺

术人才，搭建更多元化的国际文化交流

平台，为青年艺术家提供更多的创作空

间和展示机会。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的深入实施，今年的“扶持青年艺术家

计划”还增设了“一带一路”专题推介项

目板块。

业界大咖助阵青年艺术创想周

此次维也纳爱乐乐团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两场音乐会，由指挥家安德里

斯 ·尼尔森斯执棒上演。 （演出方供图）

本报讯 （记者宣晶）
作为第二十三届中国上

海国际艺术节参演剧目，

杨丽萍作品原创史诗舞

台剧《荆楚映象》今起至

11月2日将在上海大剧院

连演三场，为观众呈现华

丽神秘的东方奇观。

作为杨丽萍第四部

映象系列作品，《荆楚映

象》是目前中国舞台上首

次大规模用歌舞形式展

示演绎荆楚文化的舞台

巨作。

左图：原创史诗舞台

剧《荆 楚 映 象》演 出 海

报。 （演出方供图）

《荆楚映象》
今 起 上 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