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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2021 年 ， 脱 口 秀 舞 台 有 多 神 奇 ？ 有

些人平日里有本职工作，下班之后顺便去

说一段脱口秀。

“ 有 人 问 我‘ 上 海 第 一 家 汉 堡 店 在 哪

儿’，我怎么知道？我只能报警，问我的同

事，因为有困难找警察嘛 。”在《脱口秀大

会》第 四 季 ，身 穿 制 服 的 年 轻 交 警 黄 俊 亮

相，“揭秘”外滩执勤日常。

癌症生物学家李治中，在脱口秀舞台

上感慨：“你别说，长期坚持科普真的有用，

通过我这么长期不懈的努力，我们家的家

族群再也看不到长辈发伪科学了，因为我

已经被踢出去了。”

广汽员工赵晓卉工作之余表演脱口秀

已有三年。她用“遗憾”的口吻说：“我

每天就吐槽我的领导，但没有一个领导觉

得我在说他。”

生活中看似严肃、枯燥的打卡上班，

被这一群脱口秀爱好者变成了新鲜好笑的

段子。 本可以靠讲脱口秀大火，他们偏

偏更喜欢上班。

李诞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至少 5 分

钟的脱口秀演员。“你一生中至少有 5 分

钟是好玩的吧？你有 5 分钟好玩的故事可

讲吗？”

2021 年，下班了，去说一段脱口秀吧！

用 5 分钟告诉所有人，你的职业多有趣。

给寻常生活“撕开一道口子”

我们为什么喜欢听一个上班族“跨界”

表演脱口秀？能在一个舞台上，同时窥视到

寻常生活的 A 面和 B 面，听到一段犀利又

幽默的剖析，这种体验充满诱惑。

95 后脱口秀观众江小离认为，有本职

工作的人去说脱口秀，就像给大家习以为

常的日子“撕开一道口子”，借助幽默和“冒

犯”的艺术形式窥见一些鲜活的东西。

江小离对自称“车间一枝花”的脱口秀

表演者赵晓卉印象深刻，尤其感兴趣的是，

赵晓卉在“淘汰感言”中调侃领导，调侃继

续按部就班上班的自己，“讲述工作的段子

往往更具有魅力，会让观众更有代入感”。

赵晓卉大学读的是吉林大学工业工程

系，2019 年她最早出现在《脱口秀大会》舞

台上时，穿一身连体工装裤，给自己打的标

签是“焊装车间女工”。

“这个工作唯一的好处，就是和我爸变

得特别有共同语言。”赵晓卉调侃，在车间

上班的自己，与在工地上班的爸爸，简直相

处 如 兄 弟 ，一 瓶 酒 一 盘 花 生 米 能 聊 一 宿 。

“我感觉我就是我爸上辈子的工友”。

刚登台尝试讲脱口秀时，对于自己家

庭与工作中的笑料，赵晓卉信手拈来。“在

我妈眼里，再火的男明星只要没有编制，就

配不上我这种车间一枝花。”“领导不要再

让我去粉丝群卖车了！”

第三年在脱口秀舞台亮相，赵晓卉又

带来了不一样的幽默段子。现在被调入公

司市场部的她，教观众“学会三个词就能当

甲方”：“啧啧啧，Emmmmm，嘶。就是这仨

词，学会你就可以当甲方。这三个词可以让

你什么都不懂，就否定乙方的全部！”

赵晓卉说，讲脱口秀是一个“门槛低、

上限高”的事情。“肯定不能光讲自己的趣

事，要有观察和思考，那才是你的东西，否

则感觉只是复述一件趣事”。

一 段 脱 口 秀 带 你“窥 探”
职业真相

李治中在网上更为大家所知的身份，

是“癌症科普作家菠萝”。他本科毕业于

清华大学，获得美国杜克大学癌症生物学

博士学位，如今担任北京大学药学院客座

教 授 、 深 圳 市 拾 玉 儿 童 公 益 基 金 会 秘 书

长。从 2013 年至今，李治中撰写了上千

篇关于癌症的科普文章。

当李治中登上脱口秀舞台后，观众惊

讶于“癌症生物学教授口才居然这么好”。

“我没有想到今天是我最近做过最疯

狂的一件事情！这么晚了，我作为一个癌

症生物学家还在陪大家熬夜——极大概率

被淘汰，但是显著增加患癌风险。”这一

段 引 起 全 场 爆 笑 ， 然 而 李 治 中 告 诉 记

者 ， 这 个 段 子 是 他 即 兴发挥的，当时台

下随口一句吐槽，结果成了台上一个“高

光”的梗。

一段轻松诙谐的脱口秀，或许能为大

众打开一扇了解“严肃”职业、陌生领域的

窗户。

“你们看到我真的不用这么紧张，今天

我不是来‘抓人’的，大家可以放心。”听到

台下的欢呼声，交警小哥黄俊眯眼一笑，幽

默发问：“大家身份证都带了吗？”

黄 俊 生 于 1989 年 ， 是 一 名 来 自 上 海

市公安局黄浦分局交警支队的民警。8 年

来，他一直在上海外滩站岗、执勤。

2020 年 11 月， 黄 俊 第 一 次 站 上 “ 开

放 麦 ” 的 舞 台 ， 用 脱口秀形式讲出民警

日常的有趣经历，台下观众席里恰巧坐着

李诞。

表 演 结 束 后 ， 李 诞 找 到 黄 俊 。“ 他

说：‘你说得真挺不错的，再多准备点段

子，今年来参加我们的 《脱口秀大会》。’

几个月前我正式收到了邀请，就像在做梦

一样”。

刚被分配到外滩执勤时，黄俊形容自

己是个一问三不知的“小白”，被各种问

题搞得“心态崩了”，于是决定利用下班

时间走访外滩建筑群，背诵建筑的地理位

置、人文历史。

在脱口秀舞台上，黄俊把这段真实经

历说成了段子。

曾有一个小学生问他：“我们老师说，

在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在外滩创办了轮

船招商局，你知道轮船招商局是哪一栋楼

吗？”“我想：‘你问我就问我，干吗还要考

我？’我只好拦下一辆出租车问：‘师傅，你

知不知道这个轮船招商局是哪一栋楼？’师

傅没有反应过来：‘我不知道，我是真不知

道，我真没有喝酒！’”

待到半年后成了外滩“活地图”，黄俊自

信满满：“我就等着别人来问我！”“有游客问

我厕所在哪里？我说：噢，你往前走，左拐，再

右转，那里是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里面

有厕所。”

下班了，去说一段脱口秀吧！

本职工作与表演脱口秀“双线并行”，赵

晓卉觉得这种状态很理想，现在还是没考虑

做全职脱口秀演员。“我不自律，我就需要

这种朝九晚五的工作，有人督促我工作 。”

“有本职工作的前提下，表演脱口秀的压力

会稍微小一点，自在一点。”

赵 晓 卉 有 一 个 目 标 是 开 个 人 专 场 脱 口

秀，“我讲脱口秀大约 50-60 分钟，规模大

小都无所谓，100 个人、1000 个人都可以。”

赵晓卉笑言：“我之前幻想过去鸟巢讲

脱口秀给五月天的演唱会开场。”

讲完一段引发全场爆笑的脱口秀后，黄

俊迅速赶回外滩执勤。夜幕降临，在车水马

龙、流光溢彩的外滩街头，许多游客、市民

会见到这位交警忙碌的身影，没人想到，他

刚刚上台说了一段很好玩的脱口秀。

“脱口秀的本质是交流，交流的目的是

分享。这次我上台说脱口秀，想让大家了解

到，我们交警不是一直那么严肃，交警也有

非常可爱、搞笑的另一面，看到交警不用那

么害怕。”

平时，黄俊会去医院、企业等单位作交通

宣传，他的表达总是极受欢迎。“往往课上到

后面，大家就不是听我说了，而是抢着提问

了，他们都很感兴趣”——这成了另一种“普

法脱口秀”。

平日里做儿童癌症科普工作时，李治中

除了写文章，也会出镜录制一些科普短视频。

他最近在思考，能否和专业人士合作，搞一些

类似“科学脱口秀”的形式，用轻松、生动的风

格，来做短小精悍的科普内容，也许更易于被

大众接受。

李治中还和黄俊讨论过，未来他们有空

时，也许能结伴去线下讲讲好玩的“跨界脱口

秀”，展现“硬核工种”背后的故事，作知识科

普，潜移默化影响到一些人。

上班族的“后脱口秀时代”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心理罪》《十日游戏》《在劫难逃》⋯⋯

在五百执导或监制的作品中，多次出现虚

拟 地 名“ 绿 藤 市 ”。最 近 播 出 的 《扫 黑 风

暴》，故事背景又是这座城市——“全国

扫黑看中江，中江扫黑看绿藤”。

导演五百和网友互动时，把 《扫黑风

暴》 的剧粉称呼为“绿藤市民们”。代表

了正义之光的“绿藤刑侦大宇宙”，一点

点在中国观众心中落地生根。

《扫 黑 风 暴》 讲 述 了 前 刑 警 李 成 阳、

年轻刑警林浩在督导组的指导下，和专案

组组长何勇共同协作，将黑恶势力及其背

后的“保护伞”成功抓获的故事。

日前，导演五百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采访时说，创作这部剧最大的吸引力和最

大的困难，都可以归结于 4 个字：真实案件。

五百透露，《扫黑风暴》取材改编自孙

小果案、湖南文烈宏涉黑案、海南黄鸿发案

等多个真实案件，但没有一个案件是百分

之百还原的，都是选取了其中一个点。“虽

然我用了真实案件中几段人物关系和几件

真实事情，但不是全部”。

《扫黑风暴》总制片人李尔云、黄星告

诉 记 者 ，这 部 剧 由 中 央 政 法 委 直 接 指 导 ，

因此主创团队得到授权，在相关工作人员

的陪同下去实地采风，翻阅案件相关的文

档资料。

在前期看了大量的卷宗和审讯的视频

后，主创团队决定把案件拆散，把碎片般

的细节放入故事主线，不能是纪录式的表

达，也不能过度戏剧化地描述罪案。

在真实的审讯视频中，五百观察到一

个人头发的戏剧性变化。“从审讯开始一

周后满头黑发中就有一缕白发，一个月之

后有一半的头发已经白了，3 个月之后头

发就全变白了。这是我们从审讯视频中看

到的，这个真实的冲击力当时就震撼了我

们 。” 这 个 发 现 ， 被 五 百 套 用 到 了 剧 中

“董区长”的身上。

五百提到，演员们也都主动要求下到

基层去体验，“大家都拼命地”希望“让表

演无限接近真实”。

中青报·中青网：《扫黑风暴》这部剧跟
你之前创作的类型剧有何不同？

五百：最大的不同是这部剧来自真实

案件。之前好多类型剧都是“咱们编、咱们

想”，而改编真实案件的时候，有时候我们

看到的东西太过真实了，在艺术化处理手

法 上 会 作 一 些 调 整 。 比 如 《扫 黑 风 暴》

的 人 物 拍 摄 手 法 ， 实 际 上 应 用 了 挺 多 特

殊 镜 头 和 比 较 细 微的特写，把心理这一

块放大，而不会用对白把这件事讲得那么

清楚——我们去采风跟他们聊天时，没有

人会把话说得很清楚，但是彼此都能明白

是什么意思，点到为止就可以了。

以往类型剧形式感特别强、节奏推进

特别快，而 《扫黑风暴》 恰恰相反，好多

逻辑体现在“留白”里。

中青报·中青网：举一个“留白”的例子？
五百：为什么要“留白”呢？这个白，留

给富有想象力的，或者知道真实案件的观

众。观众目前看《扫黑风暴》各种“猜爹”，怀

疑是这个人还是那个人。一样的，你们的心

路历程我在创作的时候同样经历过，我们

在创作过程中不断“换爹”，因为我们也在

想“孙兴”的爹到底“放谁合适”。

中青报·中青网：如何通过视听语言放
大角色的心理？

五 百 ：比 较 典 型 的 一 场 戏 是“ 马 帅 之

死”。那一段戏大概拍了三天，我是完全站在

李成阳视角上拍摄的，好多镜头都是主观

的，“中间实、外焦虚”，左右模糊，在那儿晃动

——我一直在描述他的心理，想让观众体会

到他的心理。

我们很少把一个人拍得特别“正”，尽量

都拍得比较“中间”，你可能不知道他到底是怎

么回事，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有的人听出

来是好的意思，也有的人听出来是坏的意思。这

就看听的这个人过后做什么样的事儿。

中青报·中青网：创作过程中遇到了哪些
难点？

五百：《扫黑风暴》这个题材是我喜欢的。

初稿写了 40 集，看完之后思前想后，我跟制

片人商量能不能干脆重写。当你做了这个决

定之后，实际上拍摄的每一天都很难。有些

单场戏细腻的情节，如果主创不想通、演员

不想通，演员表演的时候也会迷离。

专案组组长何勇挖尸体的戏，拍摄地特

别远，演员刘奕君坐了 3 个小时车到那儿，

化了妆，候场，一共等了 9 个小时，我跟他说

“今天拍不到你”，他说：“好的，我已经考虑到

了，那我明天再过来。”又坐 3 个小时车回去。

大家都理解那种状态，都想把这个事情搞好，

也不会有人过来给我压力说：“不行，我搞这

么久。”一个这样的演员都没有。

中青报·中青网：塑造“李成阳”这个角色

你有哪些考虑？
五百：当初设定“李成阳”这个角色，实际

上有过两个方向，后来定的方向就是李成阳

被诬陷，这个决定比较重要。因为如果他上来

就是警察，“好人就是好人”，我不知道这个

故事怎么往下写。

李成阳为之付出所有努力的事就是把公

平、公正最终找回来，不管通过什么手段，一

定要把这个真相揪出来。李成阳心底能装着

十四年前“师父之死”这件事打死都不走，他

的内心是——“打死我也不离开，因为我师父

的死就是有问题，我自己清楚是怎么回事”。

另外，我们设定李成阳是一个没有家的

人。剧本写到李成阳家的时候，我就在想他

家里是什么样子才合适，他回家会看个剧、

听个歌、冲个澡？他做什么都不合适，家具

怎么弄都不对。所以我们在剧中没有展现过

李成阳的家。

李成阳是没有“根”的人，但是他一直

想把这个“根”找回来。他为什么喜欢馄饨

店？那是他年轻时跟师父一起吃饭的地方，

那家馄饨店是一个非常完整、正常、幸福的

家庭，李成阳是希望这样子的，但是他现在

没有资格去拥有这些东西，所以他就在那个

范围内去感受。

导演五百：《扫黑风暴》的逻辑体现在“留白”中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一成、二强、三丽、四美、七七，乔家的

5 个孩子，只听名字显得有些潦草，这要怪

他 们 有 个 不 负 责 任 的 爹 。30 多 年 的 岁 月

里，孩子们彼此扶持、相依长大，虽然各人

有各人的泥潭，但总有向上的那一线光亮，

让他们努力过着不潦草的生活。

豆瓣评分 8.6，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视

剧 《乔家的儿女》，让观众看到了久违的一

大家子人的热闹生活。编剧兼原著作者未

夕，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

“当时要给剧起一个英文名，我想了很久，想到

了一个词——bond，一种纽带、联系、羁绊，这

就是家庭的意义，就是兄弟姐妹的意义。”

中青报·中青网：电视剧和原著小说相
比，主要改动是什么？

未夕：最大的改动是时间的处理。原著

我是按照编年体一年一年写孩子们的成长

与生活，有很清晰的时间线。但如果拍成

电视剧，生活日常本来就琐碎，这样的编

年 体 也 许 会 不 太 好 看 。 于 是 我 和 导 演 商

量，把时间线分成四大块：70 年代、80
年代、90 年代、2000 年以后，把每一个

时间段内的故事融合在一起。

人物的命运和性格也有变化。比如，原

著 中 的 二 强 一 直 逆 来 顺 受、很 老 实、很 压

抑，但在电视剧中如果一个人总是很沉闷，

就很难表达，所以会给他“加戏”。他丢了饭

店的工作、和人一起做生意又被查封，和哥

哥一成爆发了一场冲突，说自己没有文化、

没有本事，想努力却一直失败，哥哥你有文

化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当然从总体上，人物的走向不会变，整

个家庭的命运不会变。

中青报·中青网：由原著作者来担任编
剧，有什么优势和劣势？

未夕：优势当然是对情节的熟悉、对人

物的理解。我会知道哪里需要用到哪个情

节，调到前面或者放到后面，都能“信手拈

来”。我知道我想表达的人物是一个什么样

的人，比如一成，他不是“伟光正”的长兄为

父，更不是一个“圣母”，而是一个“拉扯”的

人，一心想脱离原生家庭又不能脱离，他为

兄弟姐妹无私奉献，最后发现不是他们离

不开自己，而是自己更离不开他们。

劣势就是会“敝帚自珍”，这也舍不得

丢，那也舍不得删。于我而言，就是把握故

事的主旨不变——它表现的是一个普通家

庭在 30 年中走过的悲欢离合，最终有着向

上、光明的结局。

中青报·中青网：父亲乔祖望的角色从
一开始就令人讨厌，但某些时刻好像又有

一丝温情，你怎么看待这个人物形象？
未夕：从戏剧的角度，这个人物已经到

了极致。乔祖望的整个人生概括起来就是

一个词：自私。他毫无责任感，视自己高于

一切，高于妻子、儿女和周围所有的人。有

网友在微博上给我发私信，说这个人很像

我的爷爷/姥爷/二舅，或者干脆就像我爸，

可见这样的人在现实中是存在的。

但同时，他又是一个立体的人，会偶尔

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事件中，表现

出一点点作为父亲的光亮。比如，把小女

儿四美送人领养，他有一种如释重负，又

有一种舍不得；一成考上大学，他给儿子

做了一碗面条，还下了两个荷包蛋⋯⋯后

续这个人物会更加立体。

中青报·中青网：是不是可以说这部剧
中其实没有“坏人”？

未夕：从来没有完全的好人，也没有完

全的坏人。三丽是一个受害女性的形象，在

童年阴影中挣扎，当她终于走出来的时候，

她就成为一个温柔可爱但又绝不容忍欺负

的女性。四美莽莽撞撞、不爱学习，对爱情

也非常盲目，她在爱情中受的所有伤都怪

不了别人，只能怪她自己。但她同时又是那

么勇敢、那么纯粹。哥哥骂她整天把“喜欢”

“爱”挂在嘴边丢不丢人，她说什么时候喜

欢和爱是难听的词了。她是一个能把命运

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人，对工作不满意就会

抓住机会跳槽，有着非常强大的内心。

中青报·中青网：近年来有不少剧引发了
关于原生家庭的讨论，在《乔家的儿女》中，我
们似乎看到孩子们冲破了原生家庭的负面影
响，找到了自己的人生？

未夕：这部剧有一个重要的设定，虽然原

生家庭很糟糕，但它有一个主心骨，就是大

哥。试想，如果弟弟妹妹们没有一成，只有

父亲，或者说一成没有弟弟妹妹，只和父亲

一起生活，那他们一辈子都可能会陷在原生

家庭的阴霾之中，变得愤懑、压抑。

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也许能用一个词

形容，“相爱相杀”。乔一成对弟弟妹妹们的

态度，就是他们只有我可以骂，但别人都不

能欺负他们；反之，弟弟妹妹也是这样对大

哥的。他们就是这样互相扶持着走出泥潭、

走向光明。

中 青 报·中 青 网 ：对当下很多年轻人来
说，没有经历过那么多兄弟姐妹的生活，你觉
得这部剧对他们的吸引力是什么？

未夕：我相信人都有共情能力，也许没

有兄弟姐妹，也没有这样的生活状态，但是

人的情感是相似的，比如和父母的沟通、对

爱情的追寻。另外，好奇也是一个驱动力，

没有经历过，正好来看一看。

剧中大部分情节都是生活琐事，但我始

终认为，平民的生活是最值得记录下来的，

因为它是我们一天一天的日子，是我们一天

一天的情绪。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视

角去对照——啊，这个我经历过；哦，那个

我无感。有了不同的视角，就会引发讨论，这

是对观众最大的吸引力。

中 青 报·中 青 网 ：你是土生土长的南京
人，剧中有不少情节发生在南京城墙上，这有
什么特殊意义吗？

未夕：对南京人来说，有三样东西是刻

进 DNA 里 的 ： 南 京 城 墙 、 梧 桐 树 、 盐 水

鸭。我非常喜欢地域写作，希望大家看到这

个故事就会想起一个地方，就像迟子建和她

的白山黑水。剧中人说着南京话和普通话夹

杂的话，剧中场景也是南京电影制片厂一位

老南京的美工老师搭的。

中青报·中青网：剧中哪些设定是那一代
南京人的共同记忆？

未夕：我去探班的时候，看到乔家住的

小院子，那种感觉太熟悉了，小街小巷，邻

居 烧 什 么 菜 你 都 能 闻 到 。 我 小 时 候 有 个 邻

居，与我家一墙之隔，子女特别多，条件不

是太好，但又爱吃鱼，他们就买那种“小毛

鱼”回来油炸糖醋，那个味道真是又香又刺

鼻，现在回想起来都会打喷嚏。

其实 《乔家的儿女》 的故事也可以搬到

其他城市，但就会缺了一点城市的特点。南

京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南不北，具有很大的包

容度。在这个南北交融的城市里，人物性格

和故事会有它的一点特殊性。

《乔家的儿女》编剧未夕：什么是兄弟姐妹的意义

□ 蒋肖斌

沈阳人邱瑞是一个“北漂”，
租 了 一 个 房 子 ， 户 型 叫 “ 钻 石
房”，因为你在屋里找不到一个直
角，却有 4 个东南角，还都是锐
角；卧室是梯形的，卫生间是三角
形的，想计算具体面积，得添一条
辅助线⋯⋯

这一段《脱口秀大会》 第四季
上的表演，让其貌不扬的邱瑞在弹
幕上获得了“邱锐角”的赫赫声
名。观众记住了这个把租房说出解
数学题感觉的年轻人，而看完节目
环顾四周，也可能发现自己就住在
这样一个出租屋中。

有人下班去说脱口秀，更多人
下班去看脱口秀，无论线上线下，脱
口秀从来不吝啬为年轻人提供讨论
话题。娱乐新闻再热闹，我们终归只
是“吃瓜”；而脱口秀里的故事源于
生活，我们是主角儿。

脱口秀是“舶来品”，最初的
自我评价是一门“冒犯”的艺术，
在国内生根发芽后，最具影响力的
脱口秀节目之一 《吐槽大会》，从
题目看也是继承了这一宗旨。闪烁
着智慧火花的吐槽，他嘲与自嘲的
结合，一度还为有“槽点”的嘉宾
挽回了不少好感度。

然而，节目很快就出现了瓶
颈。槽点的重复与勉强，文字游戏
的审美疲劳，明贬暗褒渐成套路。
坦白说，这并不是脱口秀创作者和
表演者的江郎才尽，因为同样是这
一 群 人 ， 还 开 了 另 外 一 个

“会”——《脱口秀大会》。相比
《吐槽大会》 的阵容，《脱口秀大
会》索性没有明星，即便有，也只
是坐在“领笑员”席上的点缀。对
观众来说的全素人阵容，其中不少
在脱口秀界也算新人。但就是这样
一群人，从第一季到第三季，豆瓣
评分从 6.8 上升到 8.0，目前正在播
出中的第四季评分7.5。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着不同
的人生经历和生活阅历，尽管也有

“人设”，但绝不是生造出来的“产
品”。他们都是和屏幕前观众一样的
普通年轻人，把生活中自己的不开
心，讲出来让大家开心开心，比如租
房、恋爱，比如职业危机、外貌焦虑。

从某种意义上，脱口秀这门“外
来艺术”逐渐在不同的水土中完成
了一次转变，从“冒犯”走向“共情”。
观众在笑声中感同身受，也许周遭
的现实环境不会那么快得到改善，
但看到有一群人和自己站在一起，
给予关怀，或者还能提供一些解决
方案，那往前的道路也就显得不那
么孤独。

如果说“冒犯”是基于现有的社
会共识，对自己或者他人进行吐槽，
那“共情”，有时候是在打破一些所
谓“共识”。

比如，都说这是一个“看脸”的
社会，脱口秀其实也“看脸”，但是
反向的。有的选手凭借“外貌优
势”输出了密集的段子。95 后选手
徐志胜，说自己去直播带货，被安排
卖面膜，但他觉得自己这张脸，卖面
和卖馍都可以，卖面膜是为了展现
面膜的什么作用，副作用吗？

对新人来说，针对长相的自
嘲，新鲜而可见，能迅速点燃现场
气氛，但脱口秀还需要一点智慧和
反抗。另一名选手鸟鸟在说到外貌
焦虑时，讲到妈妈从小告诉她，一
定要好好学习，“女人不能要一头
没一头”，于是她只好考上了北
大。鸟鸟的“高能时刻”，是她讲
到“美人”与普通人在死后都有区
别——上世纪 80 年代，新疆挖掘
出两具 3800 年前的人类遗体，一
个命名为“楼兰美女”，另一个叫

“干尸二号”。
但鸟鸟没有停留在自嘲的层

面，她很快指出，只是因为太多人
觉得“我就这样了，就不发自拍
了”，才造成了网上都是美女的

“幸存者偏差”，觉得美女才是“正
常”的。当然，脱口秀最终依然以
调侃结尾，但什么才是“正常”，
你是否有了不同的答案？

脱口秀创作者以自己的故事
“团结”起更多的年轻人，承认自
己的缺点与困境，但也不惧怕打破
偏见、恢复常识。脱口秀为生活加
点段子，我们也从看似丧丧的段子
里，学会以更自如的姿势直面不那
么完美的生活。

当邱瑞在呈“三菱锥”的卫
生间，被一个墙角逼到墙角时，
观众看到的并不只有窘迫，还有
在 窘 迫 中 冉 冉 升 起 的 脱 口 秀 新
秀。这么一想，“钻石房”都显得
熠熠生辉了呢！

“冒犯”过后，
脱口秀是一门共情的艺术

下班了，去说一段脱口秀吧！给
寻常生活“撕开一道口子”，用 5 分
钟告诉所有人，你的职业多有趣。

文化观察

脱口秀创作者以自己的
故事“团结”起更多的年轻
人，承认自己的缺点与困境，
但也不惧怕打破偏见、恢复
常识。

黄 俊 李治中

赵晓卉

豆瓣评分8.6，改编自同名小说
的电视剧《乔家的儿女》，让观众看到
了久违的一大家子人的热闹生活。

五百把《扫黑风暴》的剧粉称呼
为“绿藤市民们”。代表了正义之光
的“绿藤刑侦大宇宙”，正在中国观
众心中落地生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