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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的眼泪

在节目内容，招笑点的选择上，则明显感到脱口秀演员更贴合

时代，也更放得开，甚至有一些网络语言或外语的“哏”，台

下的会心大笑却让滑稽演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或许，在

坚持传统，扎实技艺，服务于民，守正创新的基础上，如何思

变、思进、思新，既要发挥曲艺本身艺术特色，不丢传统精华，

又能更贴合时代，创作出令观众满意，而并非依靠“出镜率”，

或者唱上一段《金陵塔》，被贴上“吃老本，不务正业”标签，

会是年轻一代滑稽演员未来更需要思考和努力的方向。

滑稽艺术何去何从，对此，潘前卫有自己的认识：“我觉

得迫切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说滑稽戏最主要的就是紧跟潮流。

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来被诟病最多的就是脱离时代，我们演的戏

还停留在八九十年代，说的话停留在那个年代的生活状态，这

是滑稽戏落寞的根本原因。”他认为作为一个滑稽戏演员，应

当广泛地接触各行各业，丰富自身的生活体验，这样才能写出

有人情味、好笑的段子。同时，每一个人都需克服急功近利的

心态，平静地接受自身的起起落落，才能摆脱尴尬，直面批评，

走向未来。在潘前卫的计划中，除了在抖音等新媒体平台上发

布作品和进行直播，未来可能会发展驻场演出，通过小剧场演出，

拉近演员与观众的距离，也逐渐建立专属观众。

最终，滑稽演员的目光放到了“梦开始的地方”——大世界。

去年，在大世界二楼小剧场，中心派出了目前团里顶级三队人马。

潘前卫和陈靓作为首席搭档，配以钱懿、陶德兴和曹雄、许伟

忠两组辅助，再加上其他青年演员加盟演出。选在曾经风靡上

海滩的大世界，地处市中心，并且又是连续一个多月的超长档

期，再加之 100 元的亲民票价，果然场场爆满，成果喜人，就

连曾经在网上冷嘲热讽的一些观众，也不得不承认：“看这阵势，

虽然不能说夺人眼球，但也是目前滑稽界里最好的组合了。放

下身段进驻小剧场，回归舞台，滑稽演员这一步应该是走得及

时。如果说滑稽人能真正地开始脚踏实地地做回本行，这也是

观众们希望看到的，上海滑稽作为沪语地喜闻乐见的曲艺形式，

希望能够有第二春。”

语言问题，另一难题

去年夏天，在黄浦区的一场“经典慢生活·文化进滨江”

滑稽戏《天地“粮”心》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