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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杰群

近几年喜剧节目在
年轻人群体中很火。毕
竟谁也不会拒绝被他人
成功逗笑的那一刻。

笑 本 身 是 一 个 具
体、外放的最终结果。
更有意思的事发生在大
笑之前，在那条表达者
与倾听者共同努力走向
对方的路上，彼此是如
何认可和达成默契的。

温 柔 戳 穿 了 你 内
心 的 某 个 秘 密 ， 这 是
喜 剧 的 魅 力 。 那 么 ，
喜剧的秘密又是什么？

最近 《单读》 出了
一本书 《喜剧的秘密：
从脱口秀说起》。

喜剧是好笑的，但
追问为何好笑，这过程
就变得有些严肃了。例
如访谈者目睹了脱口秀
演员想在日常生活中做
到和在台上一样，“以
真实约束自己”——这
可能也说明了为什么今
天我们愿意欣赏脱口
秀，因为此刻，我们需
要真实，需要大笑。

在序言《喜剧的秘
密》 中，编剧李诞写
道：“人对信息的需求
是刚需，每个在马桶上
因为忘带手机而阅读
沐浴露成分表的人都
不 难 理 解 这 个 道 理 。
所以，阳光之下确无
新 事 ， 我们也要把旧
事看成新事。换种方法
讲故事，就是新故事。”

最 近 《脱 口 秀 大
会》第五季节目中几个
颇受大家关注的选手，
似乎诠释了“讲述老百
姓自己故事”的魅力，
更印证了“真实”的爆发力。

这档鼓励普通人上台表达的节目，
去年口号是“人人都可以讲 5 分钟脱口
秀”，今年则变成“每个人都能快乐 5
分钟”。变化之间，折射出这两年喜剧
在人们心中演变的轨迹。去年我们惊喜
于看似平平无奇的上班族也能说出不亚
于专业选手的段子，各行各业都藏着喜
剧高人；如今观众更加期待在日常“被
社会安排”的轨迹图里，是否有人能画
出属于自己的生活路径，或者挖出一些
隐秘的“宝藏”。

一位叫“毛豆”的大连脱口秀新
人，说脱口秀才 1 年半，分享亲身经历
就笑翻全场。毛豆是退役军人，海军炊
事兵，曾参与亚丁湾护航。艰辛的生
活，经他之口反而长出了满满的笑点。

例如，毛豆调侃自己只要“回答一
半”就能避免很多尴尬，还能显得深不
可测：“我要是跟他 （别人） 讲，我在
那个危机四伏、惊涛骇浪的亚丁湾索马
里海域卤大肠，他就感觉这也就是个乘
风破浪的厨子。”“我妈给我发微信，她
说：‘我看那个电视里海盗特别危险，
穷凶极恶。’我说：‘妈，那是加勒比海
盗，我们不是一个系统的。’”

接受采访时，毛豆很豁达也很接地
气：“脱口秀是百菜百味的。”对他而
言，脱口秀就是要讲一些亲身经历。

生根于“真实”土壤的喜剧，还能
有助于消除偏见和打破刻板印象，帮助
人们更好建立“正视”的态度。

《脱口秀大会》 舞台上一些表演者
有身体缺陷，观众往往乍一看或许还

“不敢笑”，可是这些自信阳光的表演者
反而鼓励大家“放松点儿”，跟随自己
讲故事的幽默格调大笑出来。

视障选手“黑灯”直言：“和残障
人士打交道的尺度就是，他不向你求助，
你就不要去主动帮助他，有一种爱叫作
放手，有时候不打扰就是最大的温柔。”

接纳他人真实所想，才是更好的尊重。
当下年轻人愈发迷恋喜剧，既因为

这种艺术能“撕开生活的口子”，让人感
知犀利的智慧；也因为喜剧是“三观”的
镜子，我们得以在人际交往中换一个更
巧妙的方式，构建理解和尊重的桥梁。

出色的表演者善于在真实的日常里
打捞一点好笑的线头，织成幽默的毛
衣。而且很有趣的一点是，很多走红
的脱口秀演员会告诉你，他 （她） 并
没有过多思考“技术”这件事，而更
多琢磨如何表达自己
的生活。

对 自 我 的 认 知
和 对 世 界 的 态 度 ，
才 是 喜 剧 的 起 点 和
指南针。

探索喜剧的秘密

，我们都需要真实和大笑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最近，由同名儿童文学改编的动画剧

集《故宫里的大怪兽》第二季开播，孩子们

将再次开启在故宫里的大冒险。故宫与童

话，乍一听，是两件不相干的事儿。故宫有

史可考、有据可依，宏大深厚、气象万千，这

些形容词大抵与童话是不搭界的。可是，谁

知道故宫在夜深人静时会发生什么呢？

看，在故宫太和殿的屋脊上，在“骑凤

仙人”的率领下，“龙、凤、狮子、天马、海马、

狎鱼、狻猊、獬豸、斗牛 、行 什 ”等 10 只 神

兽，600 年如一日，值守紫禁城。在作家常

怡 的 笔 下 ，孩 子 们 打 开 了 与 神 兽 交 流的

通道。

而现实中的故宫，在这些年来也展示

出了它的另一面——故宫是普通人创造的

故宫，每一个平凡小孩都能在这里找到自

己的童年，也可以由此出发，去探索中华文

明的秘密。

故宫就是“家门口最大的
公园”

对 小 时 候 家 住 北 池 子 大 街 的 常 怡 来

说，故宫在童年记忆中并不是一个“厚重”

的地方，从爷爷家出发，走路 3 分钟即达，

那就是“家门口最大的公园”。不少从故宫

博物院退休的老人，是常怡家的邻居。在那

个电视还没普及的年代，闲来无事，街坊们

就爱坐在胡同口聊天，到了晚上，老人们就

特别爱给孩子们讲宫里的事儿。

小朋友们最爱听的就是关于宫里“怪

兽”的故事，有些害怕，又更好奇——那些

遍布紫禁城的“怪兽”，在深夜是如何“活”

起来的？

“巍峨的宫殿其实内部采光并不好，孩

子可能会觉得阴森森的，但因为听了那些

‘怪兽’的故事，孩子去逛故宫时就会循着

故事的轨迹去寻找它们的踪迹，就这样慢

慢 地 ，我 们 开 始 了 解 故 宫、理 解 故 宫 的 文

化。”常怡说。

一个住在故宫边的孩子长大后，也更

能与被家长带着逛故宫的孩子“共情”，当

看到孩子还不能与略显厚重的传统文化产

生心灵的交集时，常怡觉得，是时候召唤出

“怪兽”了。

“很多人小时候都痴迷‘怪兽’，但很遗

憾，以前这些‘怪兽’大都来自国外动画片。

其实我们自己的文化中有那么多‘怪兽’，

这是传统文化中最有趣、想象力最丰富的

一部分。”于是，常怡决定，要召唤“中国的

怪兽”。

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龙、凤、狮子，屋

脊 上 还 有 天 马 ，是 忠 诚 、勇 敢 、胜 利 的 象

征；狎鱼，龙首鱼尾，因其生活在海里，寓

意灭火防灾；狻猊，降服百兽，护佑平安；

獬豸，象征司法公正；斗牛，龙头牛身，镇

邪，护宅；行什，人身猴脸，传说有防雷功

能 。除 了 这 些 站 在 屋 脊 上 的 神 兽 ，故 宫 里

收 藏 的 珍 贵 文 物 中 ，也 到 处 可 见 各 种“ 怪

兽”的身影。

常怡说：“创作《故宫里的大怪兽》，不

仅因为这是一个让孩子了解故宫的很好入

口，更因为神兽本身承载的就是中国传统

文化，每一个都是有讲究的，寄托着先人的

无穷想象力和美好的祝愿。”

故宫可以是轻盈的、有趣的

故宫曾经是皇家居住的宫殿，如今是

大家参观的博物院，总之，它一直“活”着。

故宫所承载的文化是多元的，建筑与文物

固然典雅厚重，但这并不妨碍它有很多种

模样，它可以是轻盈的、有趣的。

《故宫里的大怪兽》是童话，还从 2021年

开始演绎为动画剧集，第一季上线后就入选

了多个榜单，而更重要的是，孩子喜欢。

动画剧集总制片人张苏粤介绍，剧集

采用“真人+CG”的模式，出于两个考量：

一是原著儿童文学共有 18 册，覆盖小学全

年龄段，孩子们进入高年级后，心智迅速成

熟，在动画剧中加入真人实拍，符合孩子的

口味，也在感官上突出了“平行世界”双线

叙事的合理性；二是为了全方位展现传统

文化的魅力，通过实拍向孩子们真实展现

故宫的建筑和文物，通过动画创造出一个

奇幻国风世界。

吸引常怡的不仅有神兽，她还追着宫

里的野猫跑，远远地观察过黄鼠狼出没，看

着乌鸦落停在树上又成群飞过角楼⋯⋯所

以在书中，常怡也创造了一只名叫“梨花”的

猫，是古代宫中妃子养的“宫猫”的后代，还是

故宫里最畅销报纸《故宫怪兽谈》的主编。

在现实中，故宫有 200 多只野猫，每只

猫都有名字，故宫还为它们设计了系列文

创产品，撸猫也成为很多年轻人进宫的打

卡事项之一。故宫还有狗，名副其实的“大

内御犬”，每天闭馆后负责安保巡逻，十分

敬业。于是，故宫又开发了狗服。猫猫狗狗，

都是故宫。

故宫可以看到、触到，还可以听到。今

年 8 月，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出版了

一本新书《故宫的声音》，46 种声音都是从

故宫实地采样而来。

单霁翔介绍，有的声音寻访故宫的古

建筑，比如凿冰声带大家来到皇家冰窖，一

窥皇帝如何过夏天；有的声音带你沉浸式

体验传统，比如跟着茶碗、茶碟的碰撞声，

围观乾隆怎么过大年；可以跟着宫里的叫

卖声、故宫猫的叫声、自动讲解器的声音，

来一场耳朵的游园之旅；还有的声音连接

古今，比如在鹿鸣声中，从紫禁城里的小动

物讲到故宫博物院的动物展览⋯⋯

“作为一个老故宫人，我希望把更多有

关故宫的知识传递给读者，尤其是广大青

少年。但紫禁城里的古建筑不会说话，陈列

在展厅里的文物不会说话，这本书从声音

的角度入手来讲述故宫的故事，使冰冷、单

调 的 文 物 陈 列 变 得 可 亲 可 近 ，更 有 吸 引

力。”单霁翔说。

让孩子们看到一个“普通”
的故宫

在常怡的笔下，每个在宫里冒险的孩

子都不是“完美的”，有成绩不突出、体育不

突出，总之各方面都不突出的小姑娘，有成

绩很好的小胖子，有单亲家庭的孩子⋯⋯

“在学校里被关注的，往往是各方面都

优秀的孩子或者最闹腾的孩子，而大部分

孩子其实处于一种‘普通’的状态，但他们

内心也是渴望被关注的吧。当孩子们看见

另一个普通的孩子，能在故宫帮助强大的

神兽解决问题，他们会相信，自己也可以。”

常怡说。

今年 602 岁的紫禁城，是世界上独一

无二的艺术瑰宝，更是许许多多普通人的

创造。当孩子们看到一个“普通”的故宫，或

许也能更好地认识一个“普通”的自己，更

重要的是，他们会懂得，普通人是能创造美

好生活的。

2020 年 12 月 31 日，在紫禁城 600 岁最

后一天时，一部 3 集纪录片《我在故宫六百

年》上线，听名字很宏大，但纪录片很愿意

把镜头给普通人。养心殿外墙的墙皮掉了，

修缮时露出了里面的砖，有一块砖上的铭

文 记录了烧砖工匠名叫陆奎；修玄穹宝殿

时，故宫博物院古建部管理组组长齐飞在木

梁上标记，这一天是 2020年 10月 15日，而下

一次有人看到这行字，又该是百年后⋯⋯

该片导演之一、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副 教 授 梁 君 健 说 ：“ 这 是 我 第 一 次 知

道晚上的故宫在干什么，运输建筑垃圾的

大车只有晚上才能进宫，深夜的故宫热火

朝天。”

深夜的故宫，故宫猫在穿梭，大内御犬

正在巡逻，那么，会不会上演一场“博物馆

奇妙夜”，你猜？

平凡小孩也能召唤出故宫里的“怪兽”

团莲池区委以
河北省“青年发展
型县域试点”为契
机，围绕《保定市莲
池区创建“青年发
展型城区”试点实
施方案》提出的“乐
居、乐业、乐享、乐
为”四大友好环境，
邀请河北大学专家

团队编制《保定市莲池区青年发展规
划（2022-2025）》，完善青年工作联席
会议制度，健全 39 个区直部门合力推
进的常态化创建机制；多元化定制青
年服务项目，打造两家高标准青年驿
站，为来莲求职应聘青年提供短期优
惠入住条件；开展“返家乡”“扬帆计
划”“青苗计划”等大学生社会实践活
动；协调推动青年友好街区、青春友好
社区建设，设置“青年文化周”“青年文
化节”，举办“青年文艺汇演”“青年沙
龙”，激发青年活力。接下来，团莲池区
委将进一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把青
年的“痛点”“难点”作为工作的发力点，
在青年就业创业、婚恋交友、社会融入、
子女教育等方面强化工作举措，为推动
青年发展型城区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团河北省保定市莲

池区委书记 王冀津

本文配图均为《故宫里的大怪兽》剧照。

团绥滨县委高
度聚焦服务青年、
融入主线、贡献大
局，倾力推进思想
引领、团队衔接、助
学护航、青创培训、
志愿服务、从严治
团等工作，被评为
鹤岗市希望工程爱
心团队、黑龙江省

“西部计划优秀服
务县项目办”，在“美丽中国 青春行
动”宣传矩阵中活跃度排名全国第一。
下一步，我们将团结带领全县青年，燃
烧青春激情，担当青春使命，持续深化
县域共青团改革，奋力开创共青团工
作新局面，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团黑龙江省鹤岗市

绥滨县委书记 周阳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今年 28 岁的姑娘张越，因为对历史

兴趣浓厚，一年前开始担任一家特殊“博

物馆”的讲解员。

在这家“博物馆”中，张越每天为游

客 讲 解 唯 美 而 厚 重 的 国 宝 ：《千 里 江 山

图》、良 渚 玉 琮、清 乾 隆 各 种 釉 彩 大 瓶、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不过，

这些“馆藏”的特殊之处在于：所有文物

都是通过现代数字技术打造出来的。

《国家宝藏》首个线下体验空间“《国家

宝藏》数幻体验馆”在山东济南落地，涵盖

了当下新潮的沉浸交互、数字艺术和装置

艺术，将文物用现代手法演绎，打造了一个

超时空幻境。在这里，观众可以穿梭于过去

与未来，使得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在当下

隔空对话。一场沉浸式文物数字展，也可以

变成一个大型超时空“文物乐园”。

用新潮形式释放中国文
化的力量

位于济南章丘区的“《国家宝藏》数

幻体验馆”，由央视纪录、CCTV《国家宝

藏》视觉团队、君看文化联合创制呈现。

央视《国家宝藏》的出圈及其掀起的

文博热，是这座数幻体验馆建立的初心

和契机。

日前，项目总策划制作人杨乐在中青

报“温暖一平方”直播间接受中青报·中青

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央视《国家宝藏》播出

后全国反响热烈，越来越多青少年群体

开始关注并喜爱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因

此我们联想到，《国家宝藏》线上优质的

内容需要换一种形式将中国文化的力量

更好地释放，用数字化输出的手段让中国

青少年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能有更多了解、

更深入体验，以此彰显文化自信。”

“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用几件文物

构成一个叙事，是我们最大的难题。”杨

乐 表 示 ，这 个 项 目 从 概 念 策 划、深 化 设

计、数字内容开发、落地实施、正式开馆，

前后历经一年半。

国宝数字展包括沉浸体验场、国宝

盒子、国宝庭院及国宝文创四部分，以数

字化的演绎方式、趣味性的交互体验，演

绎精选自《国家宝藏》的 9 件国宝之美。

记者在现场看到，孩子们跟随讲解

员 沿 着“ 寻 宝 路 线 ”穿 梭 于 一 个 接 一 个

“国宝盒子”中，他们时而专注聆听讲解，

时而尝试互动装置。

“《江山新语》沉浸空间”是国宝数字

展 的 开 端，通 过“ 勾 勒、活 化 和 漫 游 ”方

式，对文物《千里江山图》进行数字化“转

译”。在流动的色彩和光影中，观众们沉

浸式“游历”壮阔山河。

开阔的空间中，直观呈现了北宋画

家王希孟创作《千里江山图》的过程。烟

波浩渺的江河、层峦起伏的群山，构成隽

永的山水图；捕鱼、飞鸟、赶集、游玩等细

节栩栩如生地浮现。

随后，具象的群山倏而化为闪耀着

光亮的柔美线条，自观众脚下飞速移动，

犹如浩浩荡荡的江水奔流不息。

杨 乐 说 ，他 们 在 2020 年 讨 论《千 里

江山图》如何在展馆中给予观众优质且

珍贵的体验时，最终考虑到了绘画技巧

和色彩运用这两个核心价值。

“将色彩的晕染之美做到极致，是我

们的目标。最终呈现的眩晕感、色彩的抽

离感、叠加的层次感等，都是将画作中的

晕染之美给予观众单纯的数字体验。”杨

乐认为，接受文化的过程要经过“发现美

感-交流讨论-引发好奇-查阅资料-诱

发兴趣”几个阶段，然后实现对文物背后

文化与智慧的理解。

把传统文化遗产变成数
字文化资产

作为讲解员，张越认为，互动感是展

馆区别于传统博物馆的重要元素。例如

在讲解“墨迹”主题的国宝盒子时，随着

观众触发长案桌面感应区，周围悬挂的

纱幕会呈现出书法作品。

而“战国铜餐具”展区，长桌被打造成

“曲水流觞”的形态，光粒子模拟水流状态，

几十只铜餐具错落排布，“漂浮”于历史长

河之上。孩子们会纷纷好奇伸手触碰这些

流动的餐具，从而了解中华饮食文明。

互动感，是主创团队一直反复琢磨

的关键问题。杨乐坦言，他们前期一直在

思考：什么样的互动模式孩子们会喜欢？

简单娱乐性的互动有必要存在吗？

“后续我们也会对项目中互动的部分

进行升级，核心就是让孩子们在轻松、有

趣的氛围下能够对文物中最具智慧的部

分有更好的理解，在‘玩’的过程中提供参

与感和创造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传承。”

杨乐举例，在“大唐遗音”国宝盒子，

观众可以在地面的乐器感应点触发旋律、

合奏乐曲。但他不“满足”，觉得未来可以

给观众提供“自主创作曲目”的互动体验。

一个关于国宝的数字文化体验馆，

意义远非一个“展览”所能覆盖。杨乐指

出，他们也想将其打造成一个美育空间。

今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

战略的意见》，提出发展数字化文化消费

新场景，大力发展线上线下一体化、在线

在场相结合的数字化文化新体验。

传统文化如何更好地进行数字化发展？

杨乐觉得，首先，拥有文化核心资产

的机构应该更加开放，把凝聚在文物中

的文化释放出来。

“从数字化的角度来讲，需要把传统

文化遗产变成数字文化资产，随后需要

更多机构参与，将数字文化资产制作成

更 多 的 文化产品，落实到文创、互动、演

出、展览、游戏等多种形式上。”他笑言，未来，

数字文化资产也应当被继承、代代相传。

另外，杨乐笃信，“线下文旅产业”的

重 要 性 是 与 日 俱 增 的 。这 一 点 ，在 他 与

95 后、00 后年轻人的沟通中感触尤为深

刻。这一代生于互联网时代的青年，反而

对线下文化体验心怀更强烈的需求。

“新一轮的城市更新需要在原有的

商业空间上用新的技术理念和手段注入

新的内容，促使更多的年轻人参与线下

活动。线上与线下的双线并行会是未来

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杨乐说。

国宝数字展，家门口的“超时空文物乐园”

《国家宝藏》

数幻体验馆“《江山

新语》沉浸空间”。

君看文化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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