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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的五年是了解职场的过程

记者：这个故事的最初灵感来源是
什么？

董润年：2017年跟在企业工作的朋
友聊天，他们说的很多词，我完全听不
懂，那时还不懂这些互联网用语，但是
在思考怎么会有这样一种语言出现呢？

交流过程中，听他们对职场各种吐槽，
发现职场里有很多奇葩的人和事，非常好
笑，于是就迸发了做职场喜剧的想法。

上班群体是中国最主流的人群之
一，上班也是中国很主流的生活方式。
这几年，反而没看到关于职场的电影，
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挖掘的题材。

这个故事从2017年写到2022年，

完整的剧本写了七八稿，人物全部推倒

了三次。创作过程中，职场生态也发生

了很大变化。创作的五年，也是了解打

工人、了解职场生态的过程。

记者：为什么落脚到年会？
董润年：一是从创作本身来说，年

会是一个特殊的场面，不管公司上层还
是下层，所有人在那一刻集中在一起，也
容易引发各种冲突的爆发。另外一个层
面，年会很有趣。最早提起年会，想到的
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比如我父亲之前在
天津某企业上班，他那时的年会就是一

个小规模的联欢会，大家一起嗑嗑瓜子、

聊聊天，谁有才艺就去表演一个节目。

年会上都是温暖、亲民的一些小活动。

到2010年以后，互联网企业逐渐

发展，很多大企业的年会已经演化成不

输明星演唱会的架势。大体育场里坐

着上万人，老板和员工在台上有非常足

的气势。这一方面体现了经济发展，另

一个角度又感觉似乎年会变得很隆重，

等级也很明确，反而没有以前那种共同

欢乐、共同凝聚的感觉了。所以创作时

在想电影中用什么最戏剧化的方式来

展现企业，结果一下想到了年会。

记者：影片最后的年会，是否参考
了2019年某企业年会？

董润年：2017年开始创作时就决定

要做年会，也确定了高潮落在年会表演

上，但具体表演形式还没确定。当时写

过好几种，可能是歌舞表演，小品表演，甚

至是戏中戏、小话剧，但都觉得不太对。

直到2020年初，在网上看到某企

业的年会表演，觉得演得特好，词曲和

情绪都非常动人。既说出了打工人的

内心，又很激励人心。后来就在想电影

中年会的歌曲怎么改编，直到拍摄中才

真正完成歌曲改编。

还有个非常有趣的事，电影上映后
我才通过朋友认识当初某企业年会改
编歌曲的作者。她看完电影后说很喜
欢，对年会这个歌也很肯定。

传统相声和小品值得研究借鉴

记者：台词用到了很多相声、脱口
秀元素，甚至京剧唱词，怎么想到把这
些桥段和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

董润年：这些笑点确实不是随便想
的，剧本经过精雕细琢，磨合了很长时
间。因为是喜剧，台词里的喜感总是要
用各种方式体现，因为我创作喜剧的习惯
是尽量用自己接触到的所有熟悉元素。

我觉得很多元素都可以在特定情

境变成喜剧。比如一些俗语，跟人物的
生活经历、质感、性格有关。比如电影里
的互联网用语，也成了笑料。我们尽量
按每个人物的性格特质、说话方式来设
计，所以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元素出现。

这些喜剧元素的灵感来源，第一是
生活的观察，对各种人物的观察。生活

中其实有很多很幽默的人，能找到很多
喜剧灵感来源。日常段子、笑话也得多
看、多积累。但这次整体上没有刻意用
段子去搞笑，大家觉得好笑的地方，更
多是因为人物本身的性格。台词符合
人物性格特征，再加上结构性喜剧的改
编，使得有些原本单拿出来并不会觉得
搞笑的台词，也成了搞笑的“金句”。

记者：之前你提到过影片灵感还受
到刘宝瑞先生的传统相声《连升三级》
的影响？

董润年：这其实是到最后一版的时
候了,前两版剧本跟现在不太一样。前
两版写完觉得逻辑上有很多问题解决
不了，也有些不满足。直到有一次开剧

本会，突然想起牛群的相声《小偷公

司》，这是当年讽刺官僚主义特别深刻的

作品，突然思路就打开了。后面又联想

到《连升三级》，一切就豁然开朗了。我

们就推翻原来的故事，写了现在这版。

传统文化中，其实有很多可挖掘的

东西。中国人的欣赏模式，包括情感表

达模式，跟外国人很不同。好莱坞电影

的叙事模式未必完全适合中国，反而可

以更多从中国的传统戏曲、小说、相声、

评书里汲取养分，包括这部片子中三个

主人公之间的关系，也借鉴了传统相声
《扒马褂》。在那段传统相声中，三个人
物，一个负责惹事，一个负责指出来，还
有一个不得不替第一个人把话圆过
来。影片中的三人组也遵循了这个结
构，胡建林负责犯傻、惹事，潘潘负责揭

穿，马杰克就是不得不帮他去圆谎的
人。我觉着拍出来效果非常好，这个三
角关系非常稳定且充满矛盾，特别符合
中国观众的审美习惯。

记者：爆笑元素背后的喜剧结构是
怎样的？如何做到笑点环环相扣？

董润年：其实事先是当成一个正常
的戏设定的。引起大家笑，是因为人物
关系的错位，人物的戏剧目的和行为错
位。故事中的人其实都是盲人摸象，他
们蒙在鼓里，但观众站在一个全知视
角。观众看到里面的人闹笑话，其实是
提前知晓的，这就是喜剧创作理论里很
重要的支撑点，即当观众对戏里人物产
生智力上的优越感时，是会笑的。

演员所有的表演，所有的台词，所
有的反应，都没有特别夸张的喜剧化展
开，都是按正剧设定，其实他们所做的
每件事都符合现实。在这个基础上，当
剧中人物的逻辑环环相扣，加上观众的
全知视角和我们设定的喜剧情境，就达
到了所谓喜剧元素背后的环环相扣。

对每个角色都要尊重

记者：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狂欢
理论”认为，幽默与笑声源于摆脱现实
秩序的宣泄与释放。如何做到让影片
中的每个人物都能平等发出声音？

董润年：我的硕士论文就是用巴赫
金的复调理论来研究电影。我确实对
非常多的人物、非常多的线索的创作很
感兴趣。现在很多美剧也用这种方式，
叫POV结构，即“视点人物写作手法”，
每个角色都有叙事上的主体性，不是站
在单一视角、某个角色的视角，每个角
色都有视角和叙事的主体性。

就是要站在每个角色的角度，去完

成人物线，确认他的戏剧动机、戏剧任
务，这是一个庞大工作。在剧作阶段，
要把每条线编完整，不能除了主角，其
他角色都是给他配的。对每个角色都
要尊重，因为每个角色都是独立的，这
是从剧作阶段就需要确认和思考的。

我尊重和喜爱每个角色，包括反
派，我在创作时其实是平等的。他虽然

是反派，道德、法律上可能犯了错，但从
人的逻辑上，要给他找到立场和逻辑，
不能把他当成坏人去写。只是在戏剧
结构和人物里，最终呈现出是个坏人。

反面角色的想法也必须被重视，比如

像庄正直这个角色，王迅在演之前写了近
万字的人物小传，他把这个人物的人生经
历想得很透，只有这些东西都想透了，表
演这个角色的每一场戏，支点才清晰，才
有自己的判断，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包
括徐云峰也是，他虽然是这个戏里最大的
反派，他的很多言论很残酷，但站在人物

的立场上和性格上，就是成立的。

喜剧应该给观众抚慰和力量

记者：影片如何平衡逗乐和现实洞
察？你认为喜剧的内核是什么？

董润年：故事前半节虽然是搞笑
的，但后半节还是在探讨公正公平的问
题。我认为喜剧真正的内核是一种世
界观，有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从理论
上讲任何东西都可以构成喜剧，比如裁
员，每个人都好像有很深的恐惧，恰恰
是让人恐惧的东西，构成了喜剧的价
值。当能用开玩笑的方式看待很多严
肃的事，其实会消解掉它的恐怖特质，
在心理上能更加正面去面对令观众恐
惧的事。我觉得只有正视它，才能冷静
下来，去真正寻找解决方案。

但喜剧本身不可能提供解决方案，包
括我看到网上一些观众的反馈，说结尾是
一个“童话”，现实中还是要面对这些事。

指望一部电影去改变很多，是不现
实的。喜剧电影承担不了这么大的责
任，但我觉得喜剧还是应该给观众一些抚
慰和力量。而且确实有一些观众反映，看
完电影获得了某种力量。虽然他们知道
现实要面对各种压力，但至少把身上有些
重压感卸下来了，能更阳光和轻松地面对
生活，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结果。

记者：你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董润年：社会一定是往前发展的，

一代一定比一代更强。年轻人按照自己
想法做自己，一往无前往前走就可以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何金蓝

《年会不能停！》导演董润年：
喜剧应该给观众抚慰和力量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其实有很多创作时可以挖掘的东西。”“我觉得喜剧，还是应该给观众一些抚慰
和力量。”

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电影《年会不能停！》上映17天，票房已近8亿元。豆瓣评分也从8.0升到了8.2。
该片于2023年12月29日上映，讲述了钳工胡建林阴差阳错被调入总部，连升三级，却又与大厂环境格格

不入，最后在年会上揭露贪腐高管，保住工厂的故事。
豆瓣短评中，最高点赞的评论这样评价：打通了职场底层逻辑，在嬉笑怒骂之中完成了类型片的精准把控

……直击打工人的情绪痛点，最终打磨成耐人寻味的时代影像闭环。
自2003年从中国传媒大学导演系毕业，董润年已做了20年编剧，参与创作了《厨子戏子痞子》《心花路放》

《老炮儿》等作品。1月8日，他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专访，讲述了从编剧到导演的沉淀和心得，以及对时
代的观察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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