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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日前在北京介绍，
2024 年春节联欢晚会
由北京主会场和辽宁
沈阳、湖南长沙、陕西
西安、新疆喀什四个分
会场构成，力求让分会
场节目与主会场浑然
一体、气韵贯通，展现
全国各地丰富的民俗
文化、彰显多彩的新气
象。 来源：新华网

正在热映中的电影《年会不能停！》凭借对职场生态的深入观察和
辛辣讽刺，道出了无数打工人的心声，成为开年第一部黑马影片。票
房走出了逆袭弧线，最终票房有望破10亿元。

这部影片的最大亮点，在于用喜剧手法拍出了职场的痛点。职场
喜剧很少见，因为难度过大。人人对上班都有切肤之感，一旦拍得太
悬浮，就难以让人共情，更何况还得在真实的情况下做到好笑。影片
主创几乎都是喜剧好手：导演兼编剧董润年参与过《心花路放》《疯狂
的外星人》的编剧工作，主演大鹏近几年创作的喜剧片相当叫座，其他
主演白客、孔连顺、王皓、宋木子等则是受到年轻观众喜爱的喜剧演
员、脱口秀演员。这么多擅长喜剧的主创一起发力，保证了《年会不能
停！》的好笑度。

影片在结构上走的是刘姥姥进大观园的路线。大鹏饰演的高级
钳工胡建林在集团裁员之际阴差阳错被提拔到总公司，朴实勤劳的他
面对各种职场潜规则自然是一头雾水、笑料百出，但却能一次次青云
直上，从K7到K11一路升职加薪。身份错位带来的讽刺喜剧效果，让
人想起果戈里的《钦差大臣》。

片中从头到尾的职场“黑话”，听起来既亲切，也营造了大量笑
点。谁没在工作中说过类似“对齐颗粒度”“形成闭环”“底层逻辑”等
听起来高大上的话术？又有谁没听过公司领导“这个问题的关键，是
要找到关键的问题”等表意不明的“废话文学”？最好笑又心酸的要数
美化裁员的“优化”一词，在片中成为重要线索。公司高层想出了“裁
员广进，财源广进”的谐音梗，胡建林误以为“优化”等于升职加薪，底
层员工则一听“裁员”瑟瑟发抖。

《年会不能停！》把职场痛点说得很接地气。为了不违反八小时工
作制，加班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自愿，还有食堂、健身房、班车鼓励这
种“内卷”；领导故意把话说得含含糊糊让下属去揣摩，下属也主打“糊
弄”，万事都点头“明白好的”……影片故事看似荒诞，但荒诞背后让人
看到很多生活中的影子。

片中三名主角的遭遇和最后的反抗，让影片在好笑之余有了热
血。他们在职场中其实是最底层，裁员时首当其冲。胡建林精通专业
技能，为厂里贡献了大半辈子青春，但首先被公司放弃的却是他这类
员工；白客饰演的马杰更像万千普通打工人，兢兢业业“老黄牛”，为了
保住饭碗不惜自发“内卷”，从未想过这样到底有没有意义；庄达菲饰
演的潘怡然是既干活又“背锅”的外包，不愿溜须拍马，只想凭实力转
正，她的理想主义气质颇有“零零后整顿职场”的感觉。

只不过，影片最后“三人团”的反抗，多少有点天真、肤浅。问题的
解决，靠的是主角团在年会舞台上一通直白的说唱输出，打动了董事
长，这就又回到了“告御状”的套路。就连片尾，也打上了“本片纯属戏
谑”的字幕，好像生怕因此承担责任。前半段的精妙讽刺，最终还是回
归了小品式皆大欢喜，多少有点遗憾。

来源：《北京晚报》

戏谑道出职场打工人心声
《年会不能停！》开年跑出

影市第一匹“黑马”
随着跨年上演的第七届老舍戏剧节闭幕大戏——话剧《骆驼祥子》

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完成首演，并以清新的舞台表达收获高口
碑，第七届老舍戏剧节画上圆满的句号。由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出
品的话剧《骆驼祥子》，作为创办七年以来老舍戏剧节的首部委约作品，
在戏剧行业的“重启”之年、在2023年与2024年的交替之际亮相，呈现给
戏剧市场一部风格化的经典解读，也预示着老舍戏剧节厚积薄发，并将
以更加稳定的步伐和朝气蓬勃的面貌再上新台阶。

老舍戏剧节行至七年，历经积累沉淀，从首届终于有一个戏剧节叫
老舍，再到“京城文化新地标”的打造；从特殊时期的温暖守候，再到如今
万象更新、重新出发，始终坚守戏剧文学精神这一内核初心。在与极狐
汽车达成战略合作的初始之年，第七届老舍戏剧节用24部47场演出，用
特别策划的戏剧citywalk活动以及多场论坛活动，打造了一个更加丰满
的戏剧节。极狐汽车和老舍戏剧节两大“京派”强强联手，共同推动京城
文化繁荣发展和百姓生活幸福指数升级。第七届老舍戏剧节的文学浓
度、艺术品质与商业支持三大元素，在本届老舍戏剧节中形成了一个和
谐共生、彼此成就的平台。

目前，老舍戏剧节组委会已经开始筹划 2024 第八届老舍戏剧节。
“提前介入，希望有更加充分的时间遴选更加优秀的剧目，策划出让观众
喜爱、让观众能兴奋起来的活动。”老舍戏剧节策划人之一杨百祥说。

来源：《北京青年报》

第七届老舍戏剧节落幕
期待升级再出发

2024年总台春晚包含北京主会场和四地分会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