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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就被春晚看上了？杭儿风早就上了央视节目
擅长本土剧的杭州滑稽艺术剧院，早就把“杭儿风”带上了央视

——曾获得2015年曲艺新作大赛创作金奖的小品《返程车票》就参加了
央视三套的《我爱满堂彩》（即以前的《曲苑杂坛》）节目的录制。

董其峰说，杭滑跟《我爱满堂彩》还达成了战略合作，“每个月会有
两到三个节目的录制播出。”直到去年年中，“我们录节目完了后，他们
选中了一个，推荐到了春晚的语言类导演组。”语言类节目“一审”之前，
有一个“读本子”环节，相当于“海选”：节目组从全国各地筛选出了 200
余个语言类节目，到现场来“读”。为了把握住这个进春晚的机会，“从
一开始的修改本子，到后来的读本子，从一审到终审，过五关斩六将，就
这么过来了。”

“一审”和“终审”在两个演播室里，“一审在 400 平米，二审在 1000
平米，三四百个观众是有的。”演员、观众都要签保密协议，更不能带手
机入场，“我们四个演员，包括现场的工作人员，不能带手机，人家的节
目也不能看，因为看了人家的节目，难免聊天的时候会聊到。下面的观
众都是签协议的，不能带手机到现场，看了也不能说内容。”如有发现，
结果是这样的：“今天排练现场有人拍了张照片，就被拉进黑名单了，这
个人永久不能进一号大厅了。”更不要提，是不是可以来场直播，揭秘春
晚背后的故事了。

董其峰所说的一号大厅，是央视春晚的演播厅，也是他们此行北京的
终极目的地。昨天下午，董其峰才第一次进入这个一号演播厅排练，因为
保密协议，他还不能透露演播厅里的状况，但表示：“争取凯旋！”

演的什么能不能透露点？讲的是南方邻里之间一些故事
要上央视春晚，语言类节目的对手很强。董其峰排练时见到的都是蔡明、冯巩、潘长江、苗

阜、王声等等这些老炮或大咖选手。杭滑是新面孔，代表的是江南，带去的故事也“很江南”。
“我们这个小品，是南方邻里之间一些故事。我觉得，小品最终是要回味的，不能一味让人

家去笑，告诉人家做人不能两面三刀，不能见风使舵，不要为了拍马屁做墙头草两面倒。”这出滑
稽戏，其实已经在浙江各地演过30多场了，杭州也肯定有观众看到过。

在“读本子”环节，杭滑的这个节目就被看好了。春晚节目组认为，该节目有南方语言类节
目的细腻，人物设置“走心”；剧本的结构非常讨巧，有情理之中但意料之外的东西；除了能带来
欢笑，还能带给观众以回味和启示。

可是董其峰面临了大问题，“南戏北演”怎么演，水土不服又怎么办？“南方节目到了北方后，
有文化差异，在南方很爆的笑料，在北方不一定会爆，我们在南方惯用的方言，在北方就不能用
了。我们要丢弃最擅长的方言，用不擅长的普通话来演，南方小品情节比较多，北方是贯口、包
袱比较多，我们是在用自己的短项拼人家的强项，所以就会比较辛苦。”

剧本改了 50 多次，精雕细琢，一个开头就改了三四十稿，“这种艰辛和压力，真的无法用言
语表达。”现在，剧组里多了位导演，他是辽宁大学艺术学院的赵旭教授，“我们提出来，南方的节
目到北方会水土不服，要有北方的导演加入，央视就邀请了一位辽宁大学的教授，跟我们一起编
排，一起完成节目。”

整个过程有多难？有演员卡壳忘词就立刻开会
上春晚的整个过程是煎熬的，董其峰和剧组人员，跟央视导演组的

第一次碰头是“离 1 月 27 日的央视春晚倒计时 150 多天的时候，大概是
五个月之前”。直到春晚倒计时 100 天的时候，他们入住央视的影视之
家宾馆，正式开始磨节目了。

说起这个过程，董其峰的音调都低沉了些：“太煎熬了，我们刚到北
京的时候，每天修改本子，一稿两稿修改完了，领导不满意就改，再一改两
改，领导再看，还要改，每天在不停地打磨修改剧本，休息的时候已经到凌
晨两三点了。”央视春晚导演组的工作可谓夜以继日，每个剧组自然得跟
着导演组的节奏，“他们很忙，做事情很严谨，有时候看完了别的节目已经
很晚了，再来看我们的节目，那就要弄到凌晨了。”对他而言，无法定心安
神的是“两三点还没敲定最终的剧本，晚上其实是睡不着的”。

春晚的要求之高，让每个人都压力重重。因为高强度训练，在一次
表演中，一位演员不小心卡壳忘词了，停顿了两三秒钟才继续下去，春
晚节目组立刻召开紧急会议，评估该演员是否适合登台。小品的时长
精确到“秒”，细节也反复抠、反复推敲了不下百遍。高压、高强度的训
练，让节目里的女演员不知道哭了多少回。

去年平安夜，董其峰终于回了趟杭州，1 月 2 日又赶去了北京。离
开那天儿子多多问他：“爸爸，你会偷偷回来给我惊喜吗？”可是一投入
工作，他又得把想儿子的这份心藏起来。

剧组昨天第一次进入央视一号演播厅
杭州滑稽戏要上鸡年春晚
说起其中的煎熬和辛苦
晚上刚进被窝都可能被导演组叫起来

元旦一过，各大卫视的跨年晚会收场，中央电视台
2017 年春节联欢晚会的锣鼓就渐渐响起来了。网上已经
有节目单流传，里面有个十分吸引杭州人的亮点：在入选
的语言类节目里，杭州滑稽戏也在其中！

经过快报记者求证，2016 年 12 月 22 日，央视春晚的
语言类节目终审上，本土的杭州滑稽艺术剧院（以下简称

“杭滑”）带着原创滑稽戏过五关斩六将，通关了！据杭滑
院长董其峰证实，他们是作为江南地区唯一代表，通过了
春晚语言类节目终审，“仅此一家”。

那么压力就来了——昨天，快报记者联系了董其峰，
他下午才第一次进入录制春晚的一号演播厅，晚上 5 点，
他刚刚结束一天排练，又被央视的导演组喊去开会，开完
会匆匆吃饭，再继续投入排练⋯⋯他说，晚上 11 点，刚刚
进被窝也可能再被叫起来接受导演组的节目审查，央视
春晚的排练节奏，对于演员而言，“可以说是煎熬”。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董其峰说，其实最
终上不上春晚，还要看春晚官方发布的节目单，“估计要
到临近 1 月 27 日（除夕）才会发布，我们也不清楚。”因为
签了保密协议，所以甚至连剧名都不能透露。董其峰和
杭滑剧组人员现在正在北京，做着最后的冲刺。

记者 顾欣悦

本土那么多笑星几乎都产自杭滑
他们还身负着九项非遗传承

杭州滑稽艺术剧院是全国唯一一家拥有九项非遗的
责任保护单位，国家级的非遗项目有：杭州评词、杭州评
话、杭州小热昏、杭州滩簧、武林调、独角戏；省级的有：杭
剧、滑稽戏；市级的是杭州方言。这在全国 7 个专业滑稽
剧团中颇具影响。

杭滑是充满了“杭味”的专业艺术单位，以滑稽戏为
主，集独角戏、小品、歌舞等艺术表演于一体。同时，他们
是“杭剧”的传承保护单位，坚持三年创作排演一台杭剧
大戏，每年创排一台杭剧小戏，陆续编演杭剧小戏二十余
出，积极参加历年的传统戏剧曲艺巡回演出。

董其峰说：“在杭州，杭滑主要做的是商业市场的拓
展，我们每年在商业市场的演出中，量不算少，在杭州市
专业院团中是领先的。老百姓对我们比较熟悉，除了商
演，我们还有文化惠民，这是各级要求的，每年将近有 200
场进文化礼堂的文化演出。”

在杭州，我们可以常常看到杭滑演员的身影，本土笑
星几乎都产自杭滑，“杭滑的节目比较接地气，有一批杭
州市有影响力的笑星，类似《阿六头说新闻》《我和你说》

《生活大参考》《开心茶馆》，都是以我们单位演员为主的，
是大家相互合作的平台。”

杭滑剧组成员在春晚“终审”前的合影

本版照片均由杭滑院长董其峰提供

杭滑春晚主创人员在
北京排练现场，边吃盒饭
边谈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