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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央视春晚总导演黄一鹤病逝

他让中国人的年夜饭
多了很多笑声

4月8日凌晨2时40分，央视首届春晚总导演黄一鹤
因病医治无效，于在北京去世，终年85岁。

黄一鹤出生于1934年4月，辽宁沈阳人。1949年参
军后，在解放军文工团从事音乐创作；1960年转业到中央
电视台，从事编导工作，创作了1000多部不同规模、不同
形式和不同体裁的电视片。1983年，黄一鹤采用直播的形
式吸引观众的目光，开辟了电话点播节目的专线并应用于
首届春晚。随后，他担任了1984年、1985年、1986年以及
1990年共五届央视春晚的总导演，并成功推出了《吃鸡》
《吃面条》等经典作品，起用了李谷一、朱明瑛、蒋大为、刘
晓庆、马季、姜昆、朱时茂、陈佩斯、冯巩、赵本山、巩汉林、
黄宏等一批活跃于春晚舞台的骨干力量。

央视在除夕举办晚会，最早可以
追溯到 1958 年。然而由于条件落后、
电视机及卫星转播不普及，大多只是
排练几个独唱、舞蹈节目，从未在社
会上引起轰动。直到 1982 年，黄一鹤
接到任务筹备 1983 年春节晚会，他决
定做一次“质的飞跃”。他集中了马季、
王景愚、姜昆等艺术家组成策划编创
组，提议实况直播、开辟电话点播，并起
用节目主持人。黄一鹤的提议曾招来
了不少反对的声音。姜昆也对此存疑，
然而黄一鹤只回答了一句，“足球赛如
果不直播，你看录播有意思吗？我要
让中国所有观众跟我们一起过春节的
时候，都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于是，黄一鹤在600平方米的演播
室里摆放了五台摄像机，没有绚丽的舞
台背景和先进的灯光，工作人员加起来
不到 60 人。但茶座式的观众区、主持
人与观众的亲密互动、直播的既视感，
都让春晚有了浓浓的年味儿。

不仅如此，黄一鹤还首创了“主
持人”这一概念。在此之前，国内只
有“报幕员”，按照流程通报节目名
称。为了春晚能够更好地与观众交
流，把节目通过更有意思的方式串联
起来，黄一鹤尝试找一些懂幽默，又

能活跃气氛的人搭配在一起主持，产
生一些新的趣味点。马季、姜昆等相
声演员的名字出现在名单中，但只有
两个男的不好搭配，于是人气颇高的
刘晓庆入选；又怕相声演员嘴太贫，
曾演过不少内涵喜剧的王景愚得到了
上春晚的机会。

“观众想看什么就播什么”是黄一
鹤办春晚的初心。1983年春晚的“热
线电话”便开创了与观众互动的先
河。当年黄一鹤在演播室放了四部电
话，观众可以打电话实时点播节目，
还能参与有奖猜谜。

而当年最红的李谷一，一晚上被
观众“点唱”了九首歌曲，其中甚至
包括被封为“靡靡之音”的《乡恋》。
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依旧思想僵
化，这类表达个人情感的歌曲很难登
上“大雅之堂”。然而黄一鹤却坚持用
热线电话证明“观众的选择”。他曾回
忆，1983 年春晚第一通电话拨进来，
点播的就是《乡恋》。但领导始终不同
意演唱这首歌曲。随着点播的电话越
来越多，直到黄一鹤把第五通观众热
线提议给领导，领导终于一跺脚说

“黄一鹤，播！”后来这首歌成了当年
最火的流行歌曲。

春晚开拓者 首创直播、主持人、点播节目

1983年春晚获得不俗反响后，黄
一鹤完全可以按同样的模式继续搞
1984年春晚，然而为了满足观众对晚
会骤然增长的期望，黄一鹤决定冒着
风险再次创新。1984年中国即将迎接
中英双方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签
署，黄一鹤大胆萌生了邀请港台同胞
的想法。当时他曾在公交车上偶然听
到张明敏唱的《我的中国心》，歌词有
黄河、长江，于是他便通过新华社香
港分社邀请张明敏参加春晚。同时，
黄一鹤也邀请港台艺人和赵忠祥、马
季、姜昆等人共同担任主持。

虽然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黄一鹤先
对张明敏等人进行了“调研”，但仍有一
些领导不同意如此“激进”的做法，甚至
某领导曾打来电话，称如果黄一鹤再坚
持己见，就把他撤掉。黄一鹤当即挂断
了电话。正是这样的胆魄和坚持，最终
造就了经典歌曲《我的中国心》。

黄一鹤的“叛逆”不仅如此。1983
年，哑剧小品《吃鸡》大获成功，黄一鹤
便联想到在1984年春晚再推出一个语
言类节目。当年国内还没有对白小品，
于是黄一鹤看中了凭借《二子开店》《夕
照街》等电影名声大噪的陈佩斯，也看
中了因《牧马人》而红遍全国的朱时茂，
他亲自邀请二人创作小品《吃面条》。
哪想到《吃面条》排练时，很多人竟然都
笑得趴到地上，这又一度让黄一鹤忐
忑，“在那个年代，没有意义的笑是不
允许的。”上，还是不上，在除夕前一
夜仍未有定论。为此黄一鹤一直鼓励
当时有失落情绪的朱时茂和陈佩斯：

“这个节目没有人说可以上，但是也没
有任何人说不能上。我是晚会的导
演，我就可以做决定了：上！出了问
题我负责。但你俩记住一条：表演时
一定要按照审查的本子来，不要添枝
加叶捅娄子。”

胆魄和坚持 差点因邀请张明敏而被开除

黄一鹤是春节联欢晚会这一节目
类型的开创者，也是中国电视文艺迎来
春天的前行者。

电视晚会，是中国向电视文化贡献
的独特文艺类型。关注者谈及晚会，绕
不开的话题就是春晚，而提到春晚，绕
不开的就是黄一鹤了。作为央视春晚
的同龄人，笔者在研究娱乐综艺的时
候，也常会抚今追昔，感叹20世纪80年
代初春晚横空出世的天时地利人和，更
加赞叹黄一鹤等人在当年的社会环境
下敢于创新的巨大勇气。

春晚从诞生至今，不仅是老百姓大
年三十的一道必不可少的年夜饭，也是
中国电视文化的象征标志之一。36 年
来，春晚既充当了改革开放的探路者角
色，国家的大政方针和不少政策都在春
晚节目编排上得到体现；在大众层面，
春晚成了万众瞩目的造星平台，陈佩
斯、朱时茂、赵本山、张明敏、费翔等人
在春晚舞台上鲤鱼跃龙门，成为中国电
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书写者之一。

实际上，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对
很多看上去约定俗成的道理也未必能
一下子就有社会层面的共识。就拿流
行音乐来说，改革开放初期，尽管有港
台歌曲和录音机的传入，但有人想听邓
丽君的歌还得偷偷摸摸的。正如《甜蜜
蜜》等电视剧所揭示的那样，虽然广受
欢迎，但一直处于地下状态。

在这种环境下，办一台直播的春
晚，其难度可想而知。黄一鹤的创新精
神，在此时得到了最大的发挥，据其口
述有四个妙招，“第一，搞实况现场直
播；第二，搞有奖猜谜和电话点播；第
三，设置节目主持人；第四，请中央领导
出席。”

这样就没压力了吗？最大的压力，
莫过于现场观众对李谷一《乡恋》的呼
声。这首歌，是作曲家张丕基1979年谱
写的，由于动用了前些年被禁用的架子
鼓、电吉他、电子琴等乐器，旋即受到猛
烈的批判和围攻。李谷一也因为在《乡
恋》中新的演唱方法，面临着巨大的压
力。

除了《乡恋》的奇迹，就是他在春晚
上面创造性地推出小品这一独特的表
演形式了。1983年春晚，王景愚的哑剧
小品《吃鸡》大获成功，让黄一鹤意识到
了观众对语言类节目的需求。于是，在
1984 年春晚上，他推出了陈佩斯、朱时
茂这对反差明显的搭档的小品《吃面
条》，亦庄亦谐、一正一反的表演，让春
晚舞台诞生了第一代小品王，也使小品
这种影视专业面试的考试项目成为与
相声并列的节目形式。

小品之外，黄一鹤请到港台艺人张
明敏、奚秀兰唱歌，请台湾的黄阿原做
主持人。这种响应国家政策、满足观众
需求的创新之举在当时也面临着巨大
的压力，但是在他的坚持和勇气之下，
才有了那首感动了大江南北、令无数人
落泪的《我的中国心》。可以说现在春
晚等不少综艺晚会，仍然在当初黄一鹤
奠定的框架内运转。

创新，从来都与风险并行，具备勇
气，才能将创新贯彻到底，“我喜欢创
新，而且认为创新是任何时代、任何行
业都面临的一个生存和发展的课题。”
黄一鹤的这句话，在今日看来，仍然具
有振聋发聩的效果。

晚综

他的创新精神
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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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景愚、马季、姜昆任主持人

1984年张明敏登上央视春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