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年 %月 $&日，农历腊月
十五，大寒。
位于北京广播大楼东 '楼的北

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一楼的
(&&平方米大播送室，被布置成了
“茶座式”。二楼导演室里，晚会导
演王扶林通过耳麦忙着与摄像师、
灯光师等沟通。各部门准备就
绪。

)点整，王扶林一声令下：开
始！

一把折扇出现在镜头前，上书
四个大字：笑的晚会。
负责切换的副导演金成半个世

纪后告诉记者，由于当时欠缺特技
手段，为了营造满屏的效果，折扇被
紧紧贴在镜头前。

扇子忽然收了起来，露出了一
张胖胖的苦脸，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的演员方琯德慢条斯理地开了腔：
“大家说我是一个喜剧演员，因而找
我来报幕。其实我不是喜剧演员，
我是一个悲剧小生，专演林黛玉型
的悲剧角色……”他自嘲说，自己从
出娘胎到现在都不会笑。
这时相声演员马季从茶座上站

了起来，表演了开场节目《笑一笑》。
方琯德的苦脸稍有好转。然后，他
的脸在逐个节目之后发生变化，直
至哈哈大笑。
坐在观众席上的年轻播音员赵

忠祥也乐出了声。让他意想不到的
是，$&年后，他会登上 %")*年首届
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担任男主持
人。
“当时我的那种感觉，就像足球

学校的一个年轻运动员看马拉多纳
一样。”他如此对记者评价这台“最
早的春晚”。

“让百姓笑”
“笑的晚会”肇始于 %"(%年的

“新侨会议”。
%"(%年，三年困难时期逐渐进

入尾声。(月，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
开了“新侨会议”，倡导“双百”方针

和文艺民主。会议在沉寂已久的文
艺界激起了巨大波澜。
北京电视台马上行动起来。
北京电视台是新中国首家电视

台，隶属于中央广播事业局，于 %"+)

年开播。每晚播出，都是直播。
节目只覆盖北京地区。%"(%年

时，北京市 ,'&万常住人口中，约有
%万家庭有了电视机。那时候，买一
台天津产的 "寸或 %-寸北京牌黑
白电视机，普通人家需要花三四个
月的工资。如果哪户人家有了电视，
到了晚上，就会搬到屋外，院子里几
十人围着一起看。

,月初，北京电视台编辑部副
主任（相当于副台长）孟启予主持了
编辑组长会，落实“新侨会议”精
神。
她传达说，针对当时干部群众

普遍精神紧张、情绪不大好的状况，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提出，
广播电视节目要轻松一些、愉快一
些。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则进
一步提出，电视应该比广播离人民
生活更近一点，要创办一些在电影

院和剧院买票看不到的节目。
文艺组组长、不到 *&岁的笪远

怀将领导的话记在了心上，召集手
下的编导们开会落实。文艺组不到
%&人，都是年轻人。
为此，负责戏曲的杨洁（后来的

《西游记》的导演）等人别出心裁地
搞了一个“丑戏集锦”，负责音乐、歌
舞的黄一鹤和邓在军（%")*年春晚
的导演）将“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搬
上了屏幕，并做了颇富创意的电视
化处理。
但笪远怀觉得，种类还不够丰

富。他决定要办一个相声晚会。“既
然要让大家笑，那就叫‘笑的晚会’
吧。”他告诉记者。

“买票看不到的节目”
当时的中国相声界，最有名的

是京津两地的相声演员，北京有侯
宝林，天津有马三立，“相当于相声
界的两个码头”。这两个码头的演员
从来没有在电视上合作过，这不就
是外面“买票看不到”的节目吗？
文艺组一个早年师从侯宝林的

年轻人宋洪负责联系天津曲艺团，
没想到对方一口答应。同在北京的
中央广播说唱团、北京曲艺团就更
好沟通了。

笪远怀将节目按照青年在前、
资深人士在后的顺序做了编排，京
津两地节目穿插进行，唯一的群口
相声作为压台节目。

%"(% 年 ) 月 *& 日这一天，非
年非节，只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三。
白天，几个团的相声演员来到

了台里。对天津来的演员没有任何
接待，甚至没有安排住处。演员们简
单地走了一遍场。
当晚 )点，“笑的晚会”在大播

送室（台内人习惯称“大播”）开始直
播。台下的几排椅子上，满满挤着参
加晚会的演员和工作人员们。
观众开怀大笑的情景被在场的

摄影师陈铎用镜头记录了下来。
多年后因主持《话说长江》而为

大家所熟知的陈铎，当时在中央广
播事业局下属的中央广播电视剧团
工作，身兼演员、摄影师和音乐编辑
数职。当时局里一共有两台禄来福
莱克斯相机，陈铎持有其中一台，常
出入晚会现场拍摄照片。

那天，他一边帮着音响师调话
筒，一边拍照。“拍这种晚会有要求。
为节约经费，不能超过两个胶卷，每
个胶卷 %-张片子，必须上交。”陈铎
告诉记者。
因为当年尚无录像技术，所有

节目都是直播，三次笑的晚会都没
有录像带留下，甚至也没有节目单
留存，陈铎保留下来的照片，就成为
少有的影像记录。

晚会播出之后，观众写来了

%&&多封来信，大加赞扬，要求再
办。这是他们第一次在电视中看到
如此集中的名家相声。

但导演笪远怀却在演出后，找
到了孟启予，大哭了一场。
当时的导演，远远没有现在晚

会导演的威风，联络、接待都是自己
做。演出散场之后，所有人都走光
了，现场的折叠椅没人收拾。他找不
到人帮忙，自己把所有的椅子都收
拾完，觉得太委屈了，太累了。
这大概是“笑的晚会”中唯一一

个哭了的人。

打破第四堵墙
因为晚会在台内外反响热烈，台

里决定在 %"(-年春节前再办一次。
文艺组办晚会实行轮流制，这一

次轮到组里负责曲艺、话剧口的王扶
林来办。“外面买票看不到”的创新理
念，依然是这次晚会的方针。

王扶林和笪远怀是同班同学，
都毕业于上海市立戏剧专科学校
（现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入校后
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做话剧小品练
习。王扶林为了挑选话剧类节目，常
去中央戏剧学院看学生演的小品。
他想，如果将这些小品搬到晚

会上，才是百姓真正“买票看不到”
的节目。他在戏剧圈内打听，各自单
位的联欢晚会上哪些表演最诙谐。
节目很快确定了。除了上次的

相声演员之外，还敲定了北京人民
艺术剧院、中央实验话剧院等单位
的演员。为了不让观众产生审美疲
劳，相声和小品穿插编排。
这是小品第一次登上屏幕。王

扶林还创造了另一个第一：茶座式
的演出现场。
这一创意来源于一部国外的片

子。%"(%年末，孟启予从国外考察
回国，带回了东德电视台一部电视
贺岁片。这个节目没有固定舞台，演
员们边喝咖啡边当众表演。“他们和
观众之间没有‘第四堵墙’，做到了
参与和互动。”王扶林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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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忠祥回顾这台“最早的春晚”时说：“当时我的那种感觉，就像足球学校的
一个年轻运动员看马拉多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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