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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播!情景喜剧》：怀旧情结与喜剧精神同在

新书架架

《给孩子的美文美绘》

★ ★ ★

友谊与梦想的交织，情怀与喜剧的融汇，让《无限训练班》在重温昔日经典港剧的
片段与角色之余，用真情、真意、真感情，突破了语言的障碍，为观众传递出港式喜剧
的欢乐以及他们自己的心声。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钟玲

已在东方卫视开播一月有余的国内首档
情景喜剧IP孵化节目《开播！情景喜剧》，让已
经渐渐淡出荧屏许久的情景喜剧又回到了人
们的视线，且引发许多业内外人士对情景喜剧
未来发展方向的探讨和思考。

曾经，优秀的情景喜剧用浓郁的喜剧色
彩、独特的戏剧风格吸引过无数观众，《我爱我
家》《武林外传》《家有儿女》《爱情公寓》等经典
作品，一度火爆全国并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
但近几年来，情景喜剧却日渐没落，这一次，

《开播！情景喜剧》以情景喜剧“IP孵化”为核
心，采用剧综结合的创新模式还原情景喜剧制
作的真实生态，竞技最终的胜出者，将有望把
作品搬上荧屏在东方卫视播出。

重回喜剧的“宇宙”，情景喜剧能延续曾经
的辉煌吗？答案还是未知数，但这档综艺，既
让观众看到了情景喜剧的“过去”，也看到了情
景喜剧的“现在”与“未来”。

杨超越团队的《家有姐妹》，温馨讲述姐妹
情深、家庭生活；尚敬团队的《薪剧场》，新面
孔、新思维重新解构情景喜剧；小沈阳团队的

《沈阳这一家》，熟悉的东北味道关注现实生活
困境；李雪琴团队的《今天有演出吗？》，以密集
笑点演绎现代年轻人的生活状态；王秋雨团队
的《再见爱人》，将歌舞元素代入情景喜剧；王
祖蓝和王浩信分别做过发起人的《无限训练
班》，有情怀、有创新，在真实与虚幻的碰撞中
聚焦“小人物”的命运。

直面社会议题、切中民生热点、发挥地域
特色……六大剧组，六种截然不同的喜剧风格，
六个不同题材的情景喜剧，有的在研究创新，有
的在探索融合，有的在深耕内容，犹如“八仙过
海，各显神通”。对于一个港剧迷来说，最令人
惊喜的还是大湾区团队的作品《无限训练班》，
在香港演员的“港普”和内地演员流利的普通话
无法比肩的情况下，他们努力地制造笑点、认真
地演绎角色，将怀旧情结、喜剧元素巧妙融合，
让港式喜剧在这档综艺中大放异彩——

王浩信、张振朗、高海宁担当主角的《无限
训练班》，在重温昔日经典港剧的片段与角色之
余，展现的是TVB艺人真实的行业生态和成长
经历。在这个“草根演员”逐梦演艺圈的故事
里，有“小人物”的生存困境，有理想与现实的落

差，也有他们对梦想的执着热爱与不懈追求。
第一期参赛作品，极具视觉冲击感，汇集

了枪战、格斗、爆破等多种元素，将经典港剧片
段融入现实情境，一场与《上海滩》、与周润发
的“跨时空对话”，于舞台再现了《上海滩》许文
强的伤感结局，也实现了“草根演员”与“大明
星”的另类同框。

第二期参赛作品，文戏富有强烈的艺术感
染力，既是一次对《冲上云霄》的致敬，也是对
热爱梦想的人的无声激励，三个龙套演员的奋
斗故事辛酸又励志，折射出的是哪怕承受生活
重负也要积极面对困难与挑战的顽强力量。

欢乐的基调下，《无限训练班》真实呈现出
了TVB艺人的工作状态与生活态度，以及他们
共同拥有的敬业精神、喜剧精神。

戏里，为演好一个机长，王浩信饰演的王
浩浩会为一个角色写6万字的人物小传。

戏外，已拿过两届TVB“视帝”的王浩信，为
了《无限训练班》中一个3秒露腹肌的镜头，连续
40天只吃沙拉与健身维持身材；为了一段东北
话对白，只要有时间就不停地练习，还虚心地向
李雪琴请教如何能说出地道的东北味儿。

剧中，在拍戏时，张振朗饰演的张小朗被
导演狂扇巴掌。

剧外，第一次参与内地竞技类综艺的张振
朗，开拍前集中学习了解内地的情景喜剧和

《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在《无限训练班》的排练
过程中，他意外受伤，但依然忍痛坚持。

对王浩信与张振朗来说，这是一次全新的
挑战。

在接受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的采访时，
王浩信说：“这次参与演出情景喜剧的竞技，与
我平时拍戏完全是两种感觉，情景喜剧有其特
定的剧本模式，又是在现场表演，我不仅要去

琢磨怎样投入角色，还要克服语言的速度。”虽
然普通话相对流利一点，但在王浩信看来，这
次竞技无异于一次头脑风暴。他和剧中的王
浩浩一样，在笔记中认真记录下他对角色的领
悟、对剧情的理解，也常常与编剧、导演讨论剧
中的种种细节。

而张振朗则坦言：“这是我入行十年第一
次用普通话讲台词，对很少讲普通话的我来说
这真的很困难。虽然平时我们在接受采访有

时也会用到普通话，但是在拍戏过程中是要代
入角色情绪的，无法流利地表达台词会限制我
的发挥。还好，我找到了一个好老师，让我慢
慢学会改变自己的发音习惯，学会用一种我不
熟悉的语言来表演。”每日都努力地学习普通
话，从单纯的死记硬背到现在，他已经可以做
出正确的理解和表达。

不过，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并没有影响
《无限训练班》在流畅叙事的同时，最大限度地

呈现出喜剧效果。
王浩信与张振朗，在剧中“复刻”他们在电

视剧《反黑路人甲》中饰演的两位男主角的“神
仙友谊”；在各自cosplay《冲上云霄》里吴镇宇
和张智霖饰演的两位机长角色后，王浩信还完
成了一段东北方言的对白；与吴启华饰演的

“戏霸”华哥的斗智斗勇，令人啼笑皆非，反转
剧情又带着人文关怀的温度……

他们的作品里，有笑点，也有泪点；有幽默
的戏谑，也有温情的流露。

第二期节目中，天台上三个好友仰望星空
时的互相激励，他们流着泪仍然对生活充满憧
憬的那一幕，打动了现场的观众，也打动了荧
幕外的许多人。而那一幕也是王浩信自己最
喜欢的一个片段，“那段朋友之间的真诚对话，
也是我内心深处最真实的表达。”

友谊与梦想的交织，情怀与喜剧的融汇，让
《无限训练班》用真情、真意、真感情，突破了语言
的障碍。第一期节目宣布下位区待定后，有许多
网友对这一结果愤愤不平；第二期节目，他们的表
演得到了几个评委的肯定，也收获了无数拥趸。

对李雪琴团队的作品印象深刻的王浩信
与张振朗，在这档综艺节目中都感受到了压
力，在表达对东北特色的梗喜爱的同时，表示

《无限训练班》带给他们更多的是收获。不在
意输赢的结果，王浩信将这次竞技看作是一次
很好的交流机会：“很开心在香港回归祖国25
周年的时候参与这样一档综艺，可以让我看到
不同节奏、不同风格的喜剧表演和更多喜剧的
创作方式，虽然时间有限，但我学习到很多宝
贵的经验来提升自己的不足，也在剧中尝试了
一些把角色处理得更好的技巧与方法。”

张振朗对自己普通话的“突飞猛进”很有成
就感，他说：“之前听说这是一档和电视剧有关的
综艺，我很开心，但是来了之后才发现，并不是单
纯的拍戏，原来情景喜剧的‘包袱’是这么重要！
我们的剧本也因此改了又改，最后一集内容剧本
反复调整，所以那几天基本上是通宵工作。遗憾
的是用普通话表演，不能呈现最好的自己，如果
再给我一点时间，我相信会做得更好一点。”

也正是由于他们的敬业，他们的谦逊，才
让王浩浩、张小朗与他们自身合而为一。

关于喜剧，语言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差异一
向是道很难逾越的鸿沟，但精湛的演技、有趣
的剧情，以本色塑造人物形象，用真情实感打
动观众，让《无限训练班》为观众传递出港式喜
剧的欢乐以及他们自己的心声。

左手是喜剧精神，右手是怀旧情结，对《无
限训练班》的喜爱之情，或许就如同剧中天台
上，他们高唱的那首歌——

“天气不似如期，但要走总要飞，道别不可
再等你……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
共我曾愉快的记忆。”

阿果 著
现代出版社2022年5月版

《给孩子的美文美绘》系列是新加坡
绘本大师阿果的图文代表作，精选作者
对生活、生命、时间、理想等话题的深度
思考，亦是对寻找所包含思想的具象化
展示，包括《寻找》《来时宇宙，去时宇宙》
《玫瑰与荆棘》《一日一年一生》。

这套书其中，《寻找》是阿果的成名
绘本，讲述了一个孤独的小男孩去寻找
如何“不孤独”的故事。整部绘本用绚丽
的图画、细腻的文字构筑了一个充满哲
学思考的世界。作者以其深厚的绘画功
底，将原本令人苦恼的抽象思考，具象化
为一场充满冒险和新奇的“寻宝游戏”旅
程，并用一个个生动的场景，向我们解释
何为渺小，何为永恒，何为自由与流浪，
以及何为信任与温暖；《来时宇宙，去时
宇宙》精选作者对生活思考的文章，像打
开观察之门的钥匙，让人们能够欣赏平
淡生活中那些细微却生动的美好；《玫瑰
与荆棘》中的文字静美如诗，告诉人们要
用更开阔的视野体会人生的波澜壮阔；
《一日一年一生》，是作者对时间与理想
等主题思考的文章，书中作者激发了更
多的创作灵感，更深入地理解了时间的
意义，梦想的实现，教人们学会专注，活
在当下，让生活变精致。 （端木紫）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韵曦

当跨过上学、工作、结婚等对中国人而
言意义重大的“人生第一次”，在满怀憧憬
推开生活之门后，难免会经历一些疾风暴
雨，让人不得不在彷徨中抉择、在困境中抗
争。

被拐儿童卫卓应遵从血浓于水还是顺
应养大于生？义无反顾追逐着“美”的年轻
人该如何定义自身？婚姻关系破裂后女性
该如何找回自己？

……
近期，由央视网、SMG、哔哩哔哩联合

出品的纪录片《人生第二次》一经播出，便
引发关注和讨论。“谢谢《人生第二次》，看
完后我觉得，虽然高考发挥没有很好，但是
生活还是可以继续的，高考的失败或者高
考发挥得不理想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了。”
观众的留言，让《人生第二次》总制片人张
昊在探讨“人生的意义”这一话题时，有了
更深刻的体会。日前，他在接受中国妇女
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分享道：“人生的意义
就是不断遇到困难、解决困难，然后去享受
困难解决之后的成就感。”这也正是《人生
第二次》所带给观众的思考。

人生的“第二次”是一个新的开始

当《人生第一次》落幕后，如何为人生
的“第二次”破题，是“人生三部曲”主创团
队首先面临的挑战。

作为第一部的延续，《人生第二次》继
续描绘着“中国百姓生活图鉴”，但不同的
是，“在第二部，我们更多关注当意外来临
时，普通人是如何与突如其来的‘惊涛骇
浪’斗争、和解的戏剧化过程。”张昊说。

因此，在将近半年的采访调研、确立选
题的过程中，主创团体明晰了人生“第二
次”的立意。“‘第二次’并非‘第一次’的重
复，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是在勇敢的和过去
告别后，在一片‘废墟’上所进行的重启、重
逢、重建和涅槃。”张昊解释道。

主创团队改变了遵循“人生时钟”的纵
向叙事，精选四组对立的关键词进行故事
讲述：“圆”与“缺”，关乎骨肉亲情的分离和
重逢；“纳”与“拒”，探讨如何面对身体缺陷
和容貌焦虑；“是”与“非”，聚焦司法领域，
记录出狱后的二次人生，以及追求公平正
义的检察官与申诉人；“破”与“立”，则对准
了新时代女性改变命运的故事。四组关键
词、八幅人生图景两两呼应地展开横向比
照，用多维度多视角观察普通人在面临决
定性瞬间时的选择与命运。

之所以在《人生第二次》中加入更多辩
证议题，张昊解释，是因为在人生的“第二
次”这样一个相对漫长且复杂的过程中，常
常蕴含着中国人传承了几千年的生活哲学，
即对立统一。

“我们会发现两两对立的题与题之间，
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张昊举例道，
比如第一集的“圆”，他们寻亲相认的那一刻

是“圆”，但在彼此找寻的这18年中则是
“缺”；而第二集的“缺”，虽然是由原生家庭
的不健全造成，但孩子们在“梦想之家”通过
长跑改变命运和未来时，就是不断在用奔跑
的方式跑向一个“圆”。

正是这种极具东方表达的、始终贯穿
于中国人个体命运中的“人生辩证法”，让
观众获得了更加丰富的思辨空间。

还原生活中的复杂、多元与不确定性

在拍摄、创作的过程中，主创团队始
终尽可能保持克制、客观和中立，通过多
维度记录，充分还原生活中的复杂、多元
与不确定性，希望观众能用一颗平和、理
性和包容的心，对主人公们的选择和命运
产生更多理解。

总统筹黎晓炜梳理，第一集《圆》在讲
述被拐儿童家庭重聚团圆的故事时，便用
了三个视角：父母的视角、孩子的视角、警
察的视角；在第四集《拒》中讲述整形故事
时，出镜的受访者不仅有美容整形的人，还
有持两种观念从业的美容整形医师；在第
五集《是》中，是检察官和申诉人面对面盘
整案情……

“可以看到，在社交网络中，不少传递给
观众的内容往往限于二元化，非好即坏。所
以在《人生第二次》中，不管是哪个群体，我
们都希望呈现出他们的更多面，让观众能够
更全面地看待事件或者一群人的全景，从而
避免片面偏见地下结论。”黎晓炜说。

在《人生第一次》中，镜头记录了几对
年轻人的“喜事”，但在《人生第二次》中，镜
头则带领观众目睹了离婚所牵扯到的财产
分割、子女抚养、债务处理等种种纠葛。

在第七集《破》中，年轻妈妈周东晓为
了变更小儿子抚养权，离婚多年后又和前
夫对簿公堂；佩佩瞒着家人投资，失败后负
债累累，面对身怀二胎的妻子和幼小的女
儿，坦诚认错仍然无法挽回；施静离婚后去
女儿学校蹲守，只为相见一面，却遭前夫和
女儿厌烦，被斥责“我们家不欢迎你！”当婚
姻关系破裂后，他们面对一系列错综复杂
的问题，如何顺利开启新的人生，牵动着屏
幕前的观众。

“我们的主人公在面对生活出现重大
转折的时候，他们所呈现出的勇气和坚韧
都让我们特别敬佩。”随着《人生第二次》播
出接近尾声，黎晓炜希望，“观众能从中获

得一些直面生活的勇气和希望”。

让更多女性获得自信与鼓舞

不管是《人生第一次》还是《人生第二
次》，都呈现出众多女性形象。她们中，有
努力为生活打拼的独立女性，有为孩子甘
愿付出一切的母亲，也有初出茅庐、憧憬着
未来的年轻女性。虽然年龄、职业、身份不
尽相同，但在她们身上，都呈现出了女性特
有的坚韧和勇敢。

在第三集《纳》中，浙江小伙儿何华杰
在蒙古国出差时不幸遭遇车祸，高位截瘫
导致胸部以下没有知觉。为了更好地照
顾儿子，他的妈妈全心全意陪伴他复建、
帮助他重建生活的信心，一直给予孩子各
种帮助陪伴。这位妈妈的故事深深打动
了黎晓炜。

而让张昊最感动的女性，出现在第八
集《立》中。这一集中有两位来自农村的深
圳务工者：一位是来深圳6年、在电子厂上
班的中年母亲黄妹芳，每天盘算着积分落
户让孩子留在深圳读书；另一位是20岁出
头、初入社会的李婷，高中毕业进厂打工，
将每月4000多元的工资存下大半报名学
IT课程，一点点实现自己“坐办公室，朝九
晚五”的梦想。

在张昊看来，虽然“最后一集可能是八
集中最‘普通’的一集，两位女性普通到可能
你我身边比比皆是”，但通过一年多的跟踪
拍摄，他发现，“不甘于现状的她们，每天在
平凡的生活中积蓄着力量，每一天都在攀
升”。她们的故事也让张昊切身感觉到，“我
们的社会发展到今天，就是源于一个个普通
人不屈不挠的拼搏奋斗”。

一个个丰富、饱满的女性形象，带给黎
晓炜的不仅有感动、反思，更有力量和鼓
舞。“通过我们这些年不断跟每一位女性拍
摄对象打交道、记录着她们的故事，我们会
发现，女性在面对问题时所展现出的坚韧，
在克服困难时呈现出的勇气和力量，背后都
有着强大的意志力。”

黎晓炜希望通过纪录片呈现这些女性
形象、女性故事，不仅“让更多男性去重视和
尊重女性”，也想“让更多女性看到这样的个
体故事，在其中获得更多的自信与鼓舞，更
加自信地活出自己，当遭遇人生风雨之时，
能更加勇敢地直面困难、走向属于自己的人
生‘第二次’”。

“圆”与“缺”，“纳”与“拒”，“是”与“非”，“破”与“立”，《人生第二次》用四组关键词、八幅人生图景两两呼应地
展开横向比照，用多维度多视角观察普通人在面临决定性瞬间时的选择与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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