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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槽大会》 的提词器
被网友晒出后，引起颇多人
的不满，觉得自己被“欺
骗”了，原来吐槽选手与嘉
宾那么精彩的段子与表演，
竟然事先有编剧写好，并投
射到大屏幕上，被念出来，
甚至连“好吧”、“我也不多
说了”这样的语气词与串词
也要提示出来。

于是，《吐槽大会》这次
被吐槽成了“朗读大会”、“背
课文”，有网友表示“再也不
相信综艺了”。在提词器成为
争议话题之后，人们希望看
到更多对于这一“综艺神器”
的观点与看法，参加过现场
录制的演员李若彤确认现场
确实有提词器，她的看法是，
作为录制节目的一个工具，
提词器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但她大多数时候不会使用，
除了工作习惯之外，还有一
个原因是，“面对镜头，眼神
不会骗人”。

数次参加《吐槽大会》录
制的罗永浩，认为综艺节目录
制现场有提词器非常好，但如
果做得不隐蔽，会让发现提词
器的观众产生扫兴的感觉，

“而娱乐演出让观众扫兴是不
道德的。”

罗永浩提到一个关键词
“扫兴”，很能概括这次提词器
风波的根本原因，那就是这块
不停打出台词的屏幕，让不少
观众与网友感到“扫兴”了。既
然这一做法按照罗永浩所说
是“不道德的”，那这些观众与
网友就有批评的理由，这种批
评拥有一个天然的“制高点”，
而这恶搞“制高点”的产生，是
被奉为“上帝”的消费者（观众）
遭遇到“假冒伪劣”产品后滋
生的愤怒所培养出来的，来自
受众的不满，具有某种正当
性，这决定了被批评者即便有话要说，也会选择保持沉默，
因为解释有可能引来更大的怒火。

提词器俨然成为综艺节目的“原罪”，但如果对综
艺节目的生产具有一定的了解，会发现它不过是整个
节目生产过程中的“小儿科”。制造最有效的录制现场，
实现最佳的录制效果，达到最大的传播目的，追求最理
想的商业收益——这几乎是所有综艺节目的诉求，包
括提词器使用在内诸多手段，都是为了这个诉求而实
施的。

《吐槽大会》在观感上，给人以一气呵成的印象，吐槽
选手与嘉宾的文本与表演，具有流畅性与连贯性，下一位
表演者对上一位表演者的反应与回馈，以及整场演出的
鲜明主题体现，这些都需要有幕后精心的剧本创作，录制
过程中偶尔发生的“现挂”虽然精彩，但并不被提倡，因为
如果脱离剧本太远，不但会影响录制进程，也会造成其它
更多意外因素，脱口秀选手池子曾表示“如果不按词来的
话，这节目都播不出去。”

要说对观众有“欺骗性”，幕后编剧的“欺骗性”要
远远大于提词器，但之所以引起反感的是提词器，是因
为编剧是藏起来的，而提词器是外露的，“骗观众”是种
很高级的技术，显然对于喜欢“被骗”的观众来说，外露
的提词器有点儿“不尊重人”了。

但一档好看的综艺节目，是不能让观众知道所有
制作内幕的，如果一名普通观众与制作人、导演一样都
对内幕了如指掌，综艺节目就有可能变得索然无味。你
喜欢的选手明明表演得很精彩，为什么只得到了现场
观众的几十票？很简单，导演组需要降低一方的票数来
缩短两个队伍的比分差距，以制造激烈对抗的假象，来
吸引观众。你以为现场观众手中的投票器都是“神圣”
的？真相是，如果投票数字有利于增加节目的看点或者
实现节目组的某个设想，那就使用真实的投票数字，如
果有悖于某一设想，或者不利于节目效果的最大化，那
么投射出来给你看的数字，就是编导修改后的数字。

早期的综艺真人秀节目，将“投票”这一玩法，早已
玩得山穷水尽，谁信综艺节目的投票机制，无异于承认
自己是“傻子”。和“投票”的套路已经玩不出新意一样，
不少综艺节目在规则设定上，也经常发生大的变化，所
谓的“复活”“1V1”“帮帮唱”之类观众耳熟能详的操作
手段，不过是不断修改规则的一个说法，如果一名观众
非常在意综艺节目对于规则的执行认真度，那么他肯
定会失望。

《吐槽大会》的李诞以及笑果文化的员工经常自嘲
“黑幕”，其实也是间接地告诉观众，不要那么在意某个
选手的去留或者某段表演票数的高低，最终目的都不
过是为了让观众看得过瘾些而已。

有了一二十年的综艺节目欣赏经验，还对提词器这
件小事大为光火，这是个挺令人深思的现象。有两个可
能，一是发火的观众真的喜欢《吐槽大会》，对这档节目
或节目嘉宾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乃至于眼里揉不下沙
子，因爱生怨；二是追求完美，愿意把表象当成现实，喜
欢轻信一些表面的事物，把思考与判断通常交予别人，
容易感动、激动，也容易沮丧、失落。

联想到在提词器风波之前，还有不少人对前足球
运动员范志毅、篮球明星杨鸣等登上《吐槽大会》大为
不满，其实这两者有共通之处，诸如“不务正业”这样的说
法此起彼伏，把足球与篮球从业者在娱乐节目上的相互
吐槽理解成“攻击”，甚至有人隐约感觉到此事件会上升
为严肃事件，直到足协主席陈戌源在接受白岩松采访如
何看待球员参加《吐槽大会》时表示“落后就要挨打”，
那种风雨欲来的风波感才算结束。

要不要批评综艺节目的提词器，以及用什么样的
眼光看待范志毅等人参加综艺节目，其实用一个角度
就可以想明白——你打算从综艺节目中获得什么？如
果真是想获得一两个小时的娱乐，顺便得到一个观察
社会世情的机会，那么不妨放宽心态，有一定的娱乐精
神，这会让你轻松愉悦；如果想知道真相、验证公平与
公正、找到一个“制高点”发出别人无法反驳也懒得反
驳的声音，那约等于浪费时间，要知道，你想获得的这
些，是综艺节目根本无法提供的。

提词器成了综艺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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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最有效的录制现场，实现最
佳的录制效果，达到最大的传播目
的，追求最理想的商业收益——这几
乎是所有综艺节目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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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最近，“猪肉铺里起舞的芭蕾女孩”冲上微博

热搜。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那夺村

的 9 岁女孩邬刚云，每天清晨 6 点前，就和妈妈来

到猪肉店帮忙干活。中途休息时，她一个人在店铺

里翩翩起舞，妈妈也会帮她练动作。

邬刚云 6 岁时，跟着妈妈手机里的视频自学

芭蕾舞，无师自通的她，轻松驾驭“一字马”等高难

度动作。妈妈很担心家庭条件埋没了女儿的天赋。

幸运的是，“小云儿”遇到了“彩云计划”的恩师们。

陶启泽和张宇晨从六年级开始合作研发机器

人，一个擅长结构，一个擅长程序，两人搭档天衣

无缝。他们通过“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项目进

入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到了高三依然热爱研

发机器人，立志要在 FIRST 国际机器人公开赛中

获得冠军——即使这对高考并无直接好处。

B站人文纪录片《小小少年》跟踪拍摄痴迷于自

然、科技、艺术、运动等不同领域天赋异禀的孩子，记

录他们与众不同的成长故事：在猪肉铺跳芭蕾舞的

女孩、痴迷于机器人的少年组合、沉迷于昆虫世界的

男孩、用摩托车上演“速度与激情”的少女赛车手、想

组建自己乐队的 9岁钢琴男孩⋯⋯

一位早培班班主任说：“超常儿童之中确实有

各路神仙。”在人生初期绽放天赋的小孩如何长

大？父母又该如何引导这些孩子的成长？

天赋是一种“非常态”的表现

在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系任教 20 多年的关

於，对邬刚云的舞蹈潜能赞叹不已：“我们 （学

校） 精中选精，优中选优，我都没见过这么有天

赋的孩子。”

机器人社教练老师提到，陶启泽与张宇晨参

加的“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项目，“就是选拔一

些超常儿童，在各个方面有一些天赋的孩子”。

看起来，这些都是遥不可及的“别人家孩子”，

闪闪发光的“天选之子”。那么，什么是天赋？

心 理 咨 询 师 阿 诺 对 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 分

析，每个人大脑的发展分不同的功能和区域，有

些孩子空间建构能力超出一般的人，有的孩子律

动率比其他孩子更敏感，有的孩子对色彩更敏

感。“从心理学来讲，当一个人在某个领域超出

常态的时候，我们会用‘非常态’这样的表达。

‘天赋’这个词是一个偏世俗化的、褒义的形容，

而在心理学层面我们认为，那是一个超出常态分布

的表现”。

在心理咨询工作中，阿诺会遇到许多非常焦虑

的家长，他们无法在孩子身上发掘出“超出平常人的

天赋”。“这种焦虑让他们觉得孩子未来是平庸的，所

以会付出很大努力，比如强迫孩子学习美术、音乐、

奥数等，激发潜能——可能已经超出了这个孩子心

理发展的基本规律”。

阿诺说，当下有些人对“天赋”的定义存在误区，

认为一个孩子某方面展示出较好的能力，就等同于

“一定能成为这方面的大家”。“在我看来，每个人大

脑区域的发展是不一样的，在某个区域比其他人更

优秀，在另外的区域里发展可能相对落后。所以如何

去定义天赋很重要。”

《小小少年》导演孙超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非

常神奇的一点是，我们拍摄的孩子，看起来都是最普通

的小孩，没人觉得他们是小天才。比如邬刚云，学校老师

都不知道她喜欢跳舞，就觉得她是一个不太爱说话的文

静女孩。”

bilibili 高级顾问朱贤亮说，“天赋”不是这部片

子想展现的主题。这些拍摄对象本质上属于痴迷于

自己所爱之事的“普通的孩子”，他们的努力和热爱，

会让其他孩子有所启发。

从天赋到理想中间要走的路

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困惑于人生的意义，很难找

到自己真正痴迷的领域。但是有一些孩子，在人生初

期就绽放出了天赋，找到了自己痴迷的领域。这分

“痴迷”，是命运的眷顾，同时也是对这些孩子自身，

以及他们身后家庭教育的考验。

有家长询问阿诺，是否要让自己小孩展现的“天

赋”转化为兴趣，甚至变成未来的发展道路，阿诺的建

议是：不要将“天赋”单一发展为一项“功能”，要考虑清

楚，从天赋转化为兴趣，乃至一个理想的结果，中间是

什么？

“例如一位钢琴家小时候在音乐方面具有超出

普通儿童的特长，但是，让他成为钢琴家的关键，不

是因为他的天赋，而是他在学习音乐过程中所付出

的努力，以及他牺牲掉的本该属于小孩这个年龄享

受的生活。”阿诺说。

有 B 站网友评论《小小少年》：“看完最大的感触

不是小孩子的天赋有多好，而是千里马也需要有它

的伯乐，也需要自身的努力，熬过最难的那段时光，

每个人终究会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许多人说，在猪肉铺里跳舞的“小云儿”遇见“彩

云计划”创始人张萍和关於，是终于遇到“伯乐”了，

然而关於认为，“是千里马在培养伯乐”。

论天赋，有孩子被视为颇有潜力的职业乒乓球选

手，然而他选择转型成为职业电竞选手；论“功能”，在

学习紧张的“名校”玩机器人不能给高考“加成”，但少

年们依然乐在其中，笃信“好玩对于我来说，意义比较

重大”。

一个孩子的天赋是光彩夺目的，可是在他长大

的路途中，热爱比“功能”更珍贵。

“猪肉铺芭蕾舞女孩”冲上热搜，不少网友说天赋

改变了邬刚云的命运。而孙超坦陈，其实他们想说的不

只是一个走出大山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美与成长”

的故事。

“当一个女孩子跳起舞的时候，她想的可能并不

是要走出大山，而是感受着身为一个女孩子的美妙，

这美妙是一种珍贵的自信，是高于语言的情感抒发，

是对自我价值的认可。”孙超认为，舞蹈的美是一种

纯粹的力量，是铠甲，让经历挫折的女孩更漂亮地去

面对这个无常的世界。

培养“天赋”之外的多元能力

从事在线教育职业的黎秋秋告诉记者，她的一个

中学同学因为数理化总是考满分被家长称为有天赋，

然而在她看来，更震撼的天赋在于——“用校门口最便

宜的简单水彩，调配出的颜色，能画出蔚蓝湖水的极强

透明质感，那是其他孩子做不到的”。

5449机器人战队的陶启泽和张宇晨，除了研发机

器人，生活中还有很多乐趣：课余时间，做折纸、画点

画，或是做一些小发明，例如“不会倒的平衡车”“行星

发动机加湿器”。

孙超曾问一个研究昆虫 5 年的男孩的妈妈，为

什么孩子喜欢昆虫这么久？那位母亲给他的答案是，

每一个普通的孩子，都有很大的潜力去发掘和痴迷

某一个领域，发现自己的热爱所在。但问题是他身边

有没有大人在陪伴、在鼓励他。大人要告诉他，他去

钻研的东西，是非常了不起、非常值得去做的事情，

大人要帮他延续这分热爱。

除了陪伴，家长如何更好地唤醒和培育孩子的

天赋？

阿诺强调，天赋不等于成功，在天赋和成功之

间，家长需要培养孩子其他的能力，比如意志力、应

对挫折的耐受力。“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他是不是

愿意百分之百地去坚持？有一些孩子对于失败非常

敏感，一些小挫折就会受到打击”。她认为，孩子大脑

功能各方面都得到均衡发展，才是最好的天赋。

阿诺觉得，面对孩子的“天赋”，家长要放平心

态，不能抱着一种幻想——“孩子有天赋，意味着孩

子会过上比我更好的生活”，而是要考虑让孩子在这

条路上走多远，怎么走？

另外，家长要去思考，什么是“成功”？人生的目

标是什么？“成功，到底是孩子拿到一块金牌，还是在

打球的过程中尽情享受，获得能够驾驭一个体育项

目的愉悦感？”阿诺表示，每个人对自己生活定义不

同。孩子的天赋，应当与生命感受到的幸福，产生直

接关联。

黎秋秋提到，她平时接触到的某些“天才儿童”

的家长，会过于聚焦孩子的单项特长，而忽略孩子在

人际关系构建、生活兴趣等方面的培养，导致孩子早

早得到光环后反而愈发孤独、落寞。

阿诺也提醒，家长不要一味培养孩子的一项天

赋，还需要提供其他生活的多元“可能性”。“家长

提供更多可能性后，也许孩子未来还是按照大脑天

生的选择，往热爱的方面走；也有可能发现了另外

的领域，更感兴趣，那么孩子的生活会因此变得更

丰富。”

有天赋的孩子会如何长大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说到海南三亚，大部分人可能会想到阳光沙滩，

如果时光回溯 700 年，三亚崖州古城堪称中国的“纺

织发源地”——宋末元初著名纺织家黄道婆，在这里

生活了近 40 年，向黎族妇女学习棉纺织技艺，回到

松江府（今上海）后，“衣被天下”。

700 年后的崖州古城，一场“锦绣中华——2021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服饰秀”正在上演。开场大秀

“南溟吉贝——黎锦主题非遗服饰秀”，设计师结合

国际潮流，将黎锦与手工染香云纱莨绸、粗纺棉麻等

结合，关于服饰的昨天、今天、明天，就这样在衣香鬓

影中一眼千年。

秀场上的非遗服饰衣袂翩跹，但纺织非遗要传

承发展，绝不能仅仅出现在秀场。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孙淮滨坦言，相比

中国纺织工业领先世界的水平，纺织非遗在体量、效

益上存在较大问题，“纺织非遗的传承发展，一定要

寻找新的动能，要有资本和科技的投入，才能跟上整

个纺织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

随着中国人文化自信越来越强，纺织非遗也越

来越深入人心，但让孙淮滨困惑的是，非遗服饰的市

场在哪里？“我们行业每年都在办非遗的博览会，但

普遍规模不大，专业性不强；每年都有很多时装周，

开幕闭幕大秀也青睐非遗服饰，但商业转化效率不

高；非遗服饰总体而言没有形成较大的市场影响力

和品牌。”孙淮滨期待，纺织非遗在软装饰行业、艺术

品拍卖、电商平台，或将带来新的市场。

行业协会的观察，正是企业的痛点。吴建华是苏

州一家丝绸公司的董事长，在致力于恢复宋锦生产

的过程中，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原则性”问题——

手工织造宋锦的工序非常繁琐，如果不解决它的规

模化生产，就很难进入大众市场。为此，公司团队改

造了机器，做出了宋锦，质疑却随之而来，“有专家

说，你这怎么能叫宋锦呢，宋锦是手工的”。但当吴建

华拿着机器织造的宋锦请专家比对时，专家也坦言，

与手工制品在品质上没有差别。

“中国的丝绸、中国的历史，都是不断变化的，纺织

装备也是如此。我们要做的是两件事情，一是传承保

护，二是创新发展。”吴建华在公司建了一个宋锦文化

中心，展示千年前宋锦的手工织造；同时，他也期望去

“争夺”市场，让宋锦适合当下的时尚潮流，触动年轻消

费者的心理——直白点说，让人愿意掏钱买买买。

业界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学界研究的方向。北京

服装学院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副院长杨洁，指出了

“非遗”从被命名之初就面临的残酷现实：为什么叫

“遗产”，就证明它基本上不适合这个时代了。尽管遗

憾，他更关心的是，如何让非遗活在这个时代。

杨洁出生在少数民族地区，长大后到北京学习，

又到意大利留学，三种环境给他带来很大的文化冲

撞，“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和北京的文化，北京的文

化和欧洲的文化，其实都是对冲的”。这让杨洁自问，

如何通过设计的语言构建出一种审美的共性，能让

非遗转化成一种国际化的视角，让中国人觉得是美

的，欧洲人、非洲人也觉得是美的。

“我们需要客观地看待非遗，它有很精美、很伟

大的部分。我们作为创作者，其实思考的是一种符号

设计语言和它背后的气韵，或者说一种文化和一种

中国气质。”杨洁说，“我们缺乏的，是一种更国际化

的传播方式，包括商业逻辑，让非遗能真正去切近我

们这个时代的审美和需求。”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薇，是“南溟吉贝”的

三位设计师之一。尽管有着“非遗”“黎锦”等鲜明独

特性的标签，但她强调，对文化符号的使用要适度，

“非遗服饰的落地，是要让它生活化，让人好买又好

穿，不会穿上之后就‘变’成少数民族。世界需要我们

从文化自信到文化自觉”。

在李薇看来，“非遗当随时代”，其创新有着三个

维度：第一是历史维度，即传统手工艺面临传承与保

护，需要我们好好记录非遗手工艺，形成著作和文

本，给年轻人留下可供学习和研究的宝贵资源；第二

是文化维度，即寻找民族文化的 DNA，就像奢侈品

的 LOGO 一样，让人看到这些符号就知道这是我们

的东西；第三是艺术维度，将传统进行创新，进入当

下，让更多人去了解和使用。

年逾八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刘魁

立，依然强调非遗的“当代性”：“你把昨天的历史拿

到今天，不是要当成一个牌位供起来。保护当然是需

要的，但要想延续就必须适合今天的生活，成为生活

的一部分，这才是文化遗产的价值和意义。”

非遗当随时代，非遗服饰要让人好买又好穿

□ 任冠青

义 方 既 训， 家 道 颖 颖 。 岂 敢 荒 宁 ， 一 日 三

省。自古以来，中国都有重视家教、讲究传承的

优良传统。许多家训虽无铺陈华丽的辞藻，却能

以朴实、真挚的力量教化后辈，将治家之道、修

身之法和处世之则代代传承下去。

在近日播出的家风主题电视剧《家道颖颖之

大考 2020》中，“开方莫问贫富贵贱，救一命有贵

千金；行医不惧瘴疠瘟疫，治一病乃济苍生”一句，

就是主人公欧阳超一家时常念诵的家道家风。

欧阳超出生于中医世家，却没有选择继承父业，

而是成了一名扶贫干部。2020 年，这家人接连面临

两场大考：一是年初疫情暴发，欧阳超外公董国梁在

救治病人过程中染病，其父欧阳宏也主动请缨去一

线，不幸殉职。欧阳超回到家中，独自留守在家中老

药店杏林堂数月，并积极组建网络群组，同外公一

起，远程为患者提供药品、咨询和帮助。

疫情过后，欧阳超则马不停蹄投入了另一场大

考：脱贫攻坚进入尾声，上级把未脱贫的下白村划

给欧阳超。想方设法为村民谋出路，着力帮扶思维

固执守旧的老婆婆，与村中的“老赖”“老懒”“钉

子户”周旋沟通，妥善解决突然来袭的农作物病害

和泥石流灾害⋯⋯每一个扶贫历程中的难点和痛

点，都考验着欧阳超扶危救困的智慧与决心。

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忧也。在这两场大

考中，欧阳一家每个人的岗位或有不同，职责有所

差异，他们却通过各自的努力，让治病救人、心系

天下的家国情怀得以赓续，也作出了颖颖家风激荡

下的动人答卷。

外公董国梁自己身处隔离病房，却不愿占用后

辈精力，支持女婿坚守抗疫一线的胸怀，让他隔着

病房玻璃、一笔一划写下家训的一幕尤为真挚感

人。父亲欧阳宏不顾风险、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英

勇表现，展现了为人医者“救人命有贵千金”的大

慈恻隐之心。主人公欧阳超耐心疏通隔阂、以赤诚

之心化解村民矛盾的做法背后，则是扶人扶志、根

治穷病的坚定决心与不懈努力。他们是以自己的独

特方式立身处世，使家训内涵更为丰盈，也传承着

先忧后乐的家国情怀。

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正如面对

“那得初不见君教儿？”质疑时，谢安所回复的那句

“我常自教儿”，家风正道，不应只是被奉之高堂、

埋藏于故纸堆中的文字，更应在日常的体悟践行中

浸润人心。电视剧 《大考 2020》 里，像许多不善

言辞的父辈一样，父亲欧阳宏的形象总是深沉的、

默默奉献的，也拙于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以至于

儿子欧阳超一度对他产生了不少误解。

可是，即便没有耳提面命，欧阳宏的身体力行

还是成为对后代最好的教导。在坚守杏仁堂这一

“抗疫阵地”，帮助白家村脱贫致富的过程中，欧阳

超不仅渐渐解除心结，理解了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

无私大义，也愈加体会到家风家训润物细无声的独

特作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欧阳超虽没有子承

父业，投身医学，却在脱贫攻坚的事业中，延续着“救

人”“济世”的光荣使命。

“家是风浪里的那盏灯塔，家是流年中不变的归

宿，无畏考验、永不放

弃 ，人 间 值 得 让 代 代

去 讲 述 。”家 国 两 相

依 ，回 顾 2020，那 些

舍 己 为 人、坚 定 前 行

的 最 美 逆 行 者 ，那 些

投 身 乡 土、苦 干 实 干

的 扶 贫 干 部 ，背 后 都

有着无数家庭的默默

支持。颖颖家风正道，

正是在这一场场淬炼

大 考 中 历 久 弥 新 ，在

一代代家道传承中焕

发新的生机。

家道颖颖：经淬炼大考，方能历久弥新

B站人文纪录片《小小少年》跟
踪拍摄痴迷于自然、科技、艺术、运
动等不同领域天赋异禀的孩子，记
录他们与众不同的成长故事。

回顾 2020，那些舍己为人、坚
定前行的最美逆行者，那些投身乡
土、苦干实干的扶贫干部身后都有
着无数家庭的默默支持。

邬刚云在练习舞蹈。 《小小少年》片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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