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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陈佩斯开始他的舞台
喜剧《托儿》的创作，他希望真正探索
出一条中国式喜剧的路。接下来几
年，相继推出《亲戚朋友好算账》《阳
台》《老宅》，陈佩斯带着他的创作团
队走遍了全中国，票房收益不错，但
始终有一些悲情的故事笼罩着他。
比如，有媒体说他被央视“封杀”后过
得落魄，只好跑去开山种石榴。

陈佩斯后来解释，他没有种过石
榴，是做公益活动养护树。“我没有那
么落魄，我是厌弃了过去的生活，所
以自我放逐于江湖，而不是很哀伤地
进了山区苦苦挣扎求生存。”事实上，
他过得很快乐。不再去央视演小品
的第一年春节，陈佩斯在农村的家里
陪父母过年，他感慨终于有时间晒太
阳，静下心来读书、看报、思考。正是
从那时候，陈佩斯开始喜剧事业的冲
刺，因此也走得更远。

除了话剧演出，2012 年陈佩斯
创办了大道喜剧院，开设喜剧学员
班，在北京两个小剧场做得风生水
起。没有上过戏剧专业课的陈佩斯
凭借多年的积累和琢磨，总结出了一
套自己的喜剧理论，他毫不保留地将
之传授给后起之秀，其中包括他的儿
子陈大愚。

让陈佩斯自豪的是他的团队是
纯民营运作，没有国家的补助，靠市
场一张一张地去卖票，一分一分地挣
钱。他感叹自己是喜剧界的“野生动
物”，顽强地生存，像沙漠里的胡杨。

对陈佩斯来说，现在最大的困境
是缺少一个稳定的创作团队和一位
等重量的搭档，以及一个专业的编剧
团队。纵然困难重重，陈佩斯觉得自
己是快乐的。特别是60岁以后，他
越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他说，从《托儿》到《阳台》，他觉
得自己找到了喜剧的梁和柱，找到了
喜剧的基础。对他来说，演喜剧是一
种享受，他这样对媒体描述过他站在
舞台上的感受：“你不断地把笑料扔
出去，对方不断地反馈回来。潮水一
样的笑声向你涌来，你再把包袱扔出
去。特别满足。演喜剧是一种快乐，
世界上没有一种方式能比得上这种
快乐。”

陈佩斯把舞台剧视为自己“最后
的归宿”。过去的影视、小品都是积
累，喜剧到舞台上才算完整。

《好大一个家》是陈佩斯阔别荧
屏16载的首部电视剧作品，1月27日
首播当日收视率成功破2%，位列全
国电视剧收视榜亚军，紧逼湖南卫视
热播的《武媚娘传奇》。久违的陈氏
喜剧风格，以及剧本的接地气，使这
部戏获得了观众极高的关注度。

《好大一个家》海报上打着“陈佩
斯回归之作”字样，他却否认会回到
荧屏：“没有回归，只是把这么多年总
结的经验拿来小试牛刀。” （宗和）

舞台剧
是他“最后的归宿”

人们提起陈佩斯（右图），总把他当成台上逗人
笑，台下忧伤的悲情人物，和所有的喜剧大师一样，
躯壳里安放的是悲观主义者的灵魂。特别是他因为
侵权事件状告央视的行为，如鸡蛋碰石头，在既定规
则和庞大机构面前，他个人的力量显得如此渺小。

在被央视“封杀”的16年间，陈佩斯从未走出过
观众的心。他不理荣誉、掌声和纷争，走出一条艰
辛、独特的喜剧之路。即便2011年哈文总导演应广
大观众的呼声，邀请陈佩斯再回央视春晚的小品舞
台，他依然选择了拒绝。直到央视一套2015年的第
一部电视剧《好大一个家》1月27日开播，观众欣喜
地看到导演和主演的名字写着陈佩斯三个字，仿佛
看到一对情侣放下恩怨重新走到一起。“以和为贵”
的场面，让人们幻想着：陈佩斯还会回来演小品吧？

陈佩斯：喜剧不忧伤

陈佩斯小档案

1954 年 2 月 1 日出生，电
影表演艺术家陈强之子。著名
喜剧演员，小品和舞台剧演员。

上世纪 80年代，陈佩斯主
演的喜剧电影多以市井小人物

“二子”的形象出现，形成了中
国第一个喜剧系列电影“二子”
系列。

1984 年春晚，他与朱时茂
表演小品《吃面条》一炮走红。
此后两人推出《羊肉串》《主角
和配角》等多部小品。2000 年
改行话剧表演创作和研究。
2012 年创立大道喜剧院，致力
于培养喜剧新人。

陈佩斯肯定不会再登春晚的小
品舞台了，与过往的恩怨无关，而是
他早已志不在此，也不需要这个平台
来为他开疆拓土，只是观众难舍对他
的一份情。

他离开的时候，光头，正值壮年，
演惯了卑微的小人物；他回来的时
候，依然是光头，胡子却已花白，演起
了成功人士。

从 1984年的《吃面条》开始，陈
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给无数观众带
去欢乐，此后诞生的《羊肉串》《主角
与配角》《警察与小偷》《姐夫与小舅
子》等小品，陈佩斯和朱时茂一正一
邪，两个人物之间的对立矛盾，制造
出巨大的笑料。陈佩斯对肢体语言
的控制极为准确和出色，多一分不
行，少一分不笑。陈佩斯的小品不说
方言，不拿残疾人开玩笑，基本不出
现女性角色，他一直扮演的是不断
变迁的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命运格
局。

遗憾的是，1999 年，因版权纠
纷，陈佩斯与朱时茂将央视下属的中
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告上法庭。打官
司的同时，他们俩准备的小品被临时
拿下，因此，1998年陈朱二人的《王
爷与邮差》成了陈佩斯在央视舞台上
的绝唱。可惜，这最后一部作品却差
强人意。陈佩斯一身清朝衙役装扮，
胸前印着一个繁体的“邮”字，慷慨激
昂地念着台词。他的表演风格由肢
体语言上的润物细无声变成了大嗓
门的喊口号。

从 1984年到 1998年，陈佩斯和
朱时茂在春晚一共11次登台。陈佩
斯曾说过：“急流勇退，既需要勇气，
更需要一个时机。我很庆幸，我们撤
的时候正好有人替我们。”他说的替
他们的人正是赵本山，1999 年央视
春晚一共有11个语言类节目，小品占
了 8个。第 9年参加春晚的赵本山
首次携手宋丹丹，在除夕夜11点半左
右带来了小品《昨天·今天·明天》，

“山丹丹”组合应运而生。
伴随着陈佩斯、朱时茂两人毅然

决然的背影，春晚的一个小品时代结
束了。

他的远去是
一个小品时代的结束

翻看陈佩斯的人生履历，他的父亲是
著名表演艺术家陈强。出生在艺术之家，
比别人有着先天优势，只是命运捉弄，在
陈佩斯本该求学的年纪，父亲却被关进了
牛棚。十几岁的少年随着上山下乡的人
潮插队到内蒙古，塞外的风沙让他得到了
磨练，可正在长身体阶段的他常常吃不饱
饭，陈佩斯萌生了当文艺兵的念头，无奈
因为父亲的缘故被拒绝了多次。直到著
名表演艺术家田华将他招至八一电影制
片厂，19岁的陈佩斯如愿成了一名文艺
兵。

在八一电影制片厂的 13年间，陈佩
斯为本单位拍过的电影并不多，他的第一
部作品是在《万水千山》中演匪兵乙。真
正使陈佩斯出道的是《瞧这一家子》，1979
年上映的《瞧这一家子》是“文革”后中国
第一部喜剧电影，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
摄，陈强是北影厂的资深演员，陈佩斯能
出演这部电影离不开父亲的提携和指
导。当年拍摄时，没有任何可参照的电影
和教材，在父亲的督促下，陈佩斯临摹卓
别林的电影。陈佩斯曾说：“我当时是为
生活所迫，吃不饱饭才混进八一电影制片
厂。说心里话，我没有想过当明星，也没
这个概念，说我有喜剧天分，那是骗人。”

1982年，陈佩斯在电影《夕照街》里
扮演街道小青年“二子”，从那以后，他所
饰演的喜剧人物就都叫“二子”。这部电
影依然是北影厂的制作班底，陈佩斯凭借
这部影片获得了“金鸡奖”最佳男主角提
名。

拍完《夕照街》后，陈强建议陈佩斯多
在喜剧上下功夫，爷俩又一起拍摄了《父
与子》《二子开店》《爷俩开歌厅》《父子老
爷车》等作品，每一部都围绕着陈佩斯父
子展开。

上世纪80年代，陈氏父子的电影走
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城市和农村。他们
为中国电影创造了一种新的喜剧模式：利
用父子冲突构建喜剧情境。陈佩斯分析
过“二子”这一形象：身份很低，绝对的小
人物，在电影中，多以单身汉的形象出
现。他说：“通过父子之间的矛盾引发戏
剧冲突，是当时我们唯一找到的一个喜剧
结构，通过颠覆权威和伦理做戏，父亲是
伦理关系中的强者，然后用弱者颠覆强
者，是一个正反两面的套路。”

走上喜剧之路，
是需要也是机遇

在冯小刚的贺岁电影出现以前，
“二子”系列在国产喜剧电影中占据“霸
主”地位，可惜它们生不逢时，只做了5
部。

众所周知，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
代初，伤痕文学与先锋文学先后在中国
文坛画下浓墨重彩的篇章，整个大的文
化环境是精英化的。第四代第五代电
影导演深受文学作品的影响，谢晋导演
根据张贤亮的《灵与肉》拍出了《牧马
人》，张艺谋的崛起之作有改编自莫言
小说的《红高粱》、余华的《活着》，这些
擎中国电影大旗的导演比陈佩斯显得

“主流”许多。再加上陈佩斯开始登上
春晚舞台后，慢慢地摸到了舞台喜剧的
门槛，“二子”系列电影只好停拍。

1986 年，尽管八一电影制片厂努
力挽留，但执拗的陈佩斯还是脱下军
装，选择离开。他觉得自己后来搞的东
西，几乎与军队没有什么关系，没有留
下的理由了。而比陈佩斯晚几年登上
春晚小品舞台的黄宏，由总政歌舞团的
演员，成长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

去年陈佩斯曾有过一个采访被广
为传颂：记者问他“获过国家一级的奖
没有？”陈佩斯说没有。记者又问：“无
论是小品，或者喜剧话剧，都没有获
过？”陈佩斯摇头说：“没有，都没有，我
是一个非常干净的人。”

众所周知，国家级奖项往往由单位
申报评选，陈佩斯在八一厂的13年间，
他的形象、特质与擅长拍摄宏大题材正
剧的八一厂不搭，倒是北影厂拍摄的反
映底层市民生活的电影成就了陈佩
斯。所以，奖项与陈佩斯无缘，除了让
他发出“非常干净”的感慨，也从另一方
面说明了陈佩斯不是一个生逢其时的
喜剧演员——跟个性有关，跟他喜欢的
喜剧形式也有关系。因为他后来的电
影作品如《临时爸爸》《编外丈夫》《孝子
贤孙伺候着》《太后吉祥》，都是通过小
人物来对社会现象进行讽刺。

可惜，拍完《太后吉祥》的1995年，
中国电影还没有贺岁档的概念。两年
后，冯小刚带着《甲方乙方》推出“国内
首部贺岁片”的概念，创下3600万元的
票房。这个时候的陈佩斯，却渐渐告别
电影，转战到了话剧舞台。

是认真
还是生不逢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