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对北京某
公 司 举 办 的 脱 口 秀 演 出 存 在 违 规 行 为 作 出 罚 款 5
万元的行政处罚，为脱口秀演出新业态立起“红绿
灯”，划定“边界线”。该案是该总队查处的北京市
首例脱口秀演出存在禁止内容案。

随着 2017 年《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等节目
强势崛起，脱口秀慢慢火了起来，有的演出者在脱口秀
中一战成名。如今，脱口秀已从圈层文化发展为大众
文化，不仅电视、网络中有脱口秀节目，在线下，除了北
京、上海等一线发达城市，一些二线城市也渐渐出现脱
口秀俱乐部，还衍生出脱口秀培训项目。

脱口秀为何会火？一方面，如今是个观念多元而
开放、言论相对自由的时代，一些人需要一个舞台表达
自己的观点和态度，不同于其他表演，脱口秀没有过高
的门槛。可以说，在这个言论场，演出者表达了自己的
观点和态度，而受众则找到自己的价值认同。因而，脱
口秀具有极强的价值观渗透力；另一方面，太多的人面
临着多种多样的压力，他们需要欢乐来释放压力，而脱
口秀演出以其诙谐乃至讽刺的内容，以及轻松明快的
演出氛围，让受众得以完全放松。故而，脱口秀又具有
极强的娱乐感染力。

不过，随着脱口秀的火爆，一些乱象也随之出现，
比如泄露隐私、传播错误价值观、引发多方“对骂”、涉
嫌歧视等。在北京文化执法部门查处的那起脱口秀演
出中，就存在《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罗列的禁止内容，
存在危害社会公德的情形。具体是何内容，新闻没有

交代。不管是什么内容，只要属于禁止内容，监管就应
该“零容忍”。

可以说，北京查处首例脱口秀演出存在禁止内容
案，为这一新业态敲响了警钟。脱口秀可以观点犀利，
但不能口无遮拦；可以段子横飞，但不能污语横流；可
以嬉笑怒骂，但不能抹黑与人身攻击。一句话，脱口秀
在节目形态等方面虽拥有某些豁免权，但内容必须受
到公共表达的约束，演出举办单位要准确把握性质定
位，压实主体责任，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演出
内容管控，提高表演水准和现场约束，保持脱口秀演出
的健康有序。

去年 9 月，文旅部发布通知，提出要强化重点演出
类型监管。对小剧场演出活动，要重点加强脱口秀、相
声以及先锋话剧、实验话剧等语言类节目的内容审核
和现场监管。其他地方也应像北京那样，为脱口秀演
出新业态立起“红绿灯”，划定“边界线”，并强化监管力
度，对违背公序良俗的禁止性演出内容“零容忍”，从严
从重处罚，促使该业态健康发展。

脱口秀不能口无遮拦
◎何勇海

又到“五一”劳动节，这是全体劳动者的节日。在
这欣欣向荣的蓬勃时刻，轻轻翻开那些流传千载的古
代诗歌作品，历代文人墨客写下了许多歌颂人类辛勤
劳动的诗篇，塑造了许多劳动者的美好形象，让后人从
中体会劳动的艰辛和快乐，感悟劳动的意义和价值。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
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
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这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

《诗经》中的名篇《伐檀》，它生动地描绘了古代劳动者
砍伐檀树造车的劳动场景，又表达了他们对剥削者们
不劳而获的不满和控诉。《芣苢》诗曰：“采采芣苢，薄言
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
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
薄言襭之。”这是一首女子采摘车前草的诗歌，用一种
轻快的语调，不但写出了采摘过程，更表现出生动活泼
气氛。我们吟咏其诗，仿佛看到三五成群的女子在山
坡旷野里一边劳动，一边歌唱，画面生动而美丽。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
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
无违。”读着东晋诗人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好像就跟
在他身后一起到南山锄草种豆一样。公元 405 年，诗
人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隐后，过上了自耕自种、
饮酒读书的田园生活。在归田第六年的秋收后，诗人
以郑重又愉快的心情创作了《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
早稻》：“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
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
负耒还⋯⋯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人生必须以生
产劳动、谋求衣食为基础，只有把生计经营好了，才能
求得自身的安定。全诗语言清新简练，道理平凡而朴
素，抒发了参加田园生产劳动的体验和感受，表现了作
者参加劳动平静乐观的心态，躬耕之志始终不渝。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
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唐代诗人白居易
这首脍炙人口的《卖炭翁》形象鲜明地勾勒出一个烧木
炭的老人劳动的艰辛。而他在另一首著名的《观刈麦》
中描写了用辛勤汗水换来丰硕果实的劳动人民。“田家
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
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足蒸
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五月

麦收的农忙时节，妇人领着小孩往田里去，给正在地里
干活的男人们送饭送水，干活的人埋着头挥舞镰刀割
麦，脚下暑气熏蒸，头上烈日炙烤，已经是汗流浃背，累
得筋疲力尽还不觉得炎热，只是珍惜夏天昼长能够多
干点活。透过这首叙事诗，我们不难感受到农家劳动
的辛苦以及诗人在字里行间对他们的赞美之情。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
辛苦。”唐代诗人李绅的这首《悯农》更是家喻户晓，寥
寥数句，就把劳动者的勤劳和艰辛写到了极致。全诗
生动地描写了在烈日当空的正午，农人们扛着锄头在
田地里劳作，那一滴滴汗珠洒在炽热的土地上，一粒
米、一口饭，都是通过艰辛劳动得来的，千万不要浪
费粮食啊。而他的另一首《悯农》：“春种一粒粟，秋
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则突出那个
时代农民通过一年到头无休止的劳动获得了累累成
果，却依然吃不饱、穿不暖、惨遭饿死的问题，饱含着
作者强烈的愤慨和真挚的同情，读来引人深思，扣人
心弦。

“昼出耘田夜续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
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宋代诗人范成大在《四时田园
杂兴》诗中淋漓尽致地将场面、人物、情景构成一幅色
彩鲜明的田园画卷呈现在我们面前：男人们白天下田
除草，妇女们在白天干完别的活后，晚上就搓麻线，再
织成布。那些孩子们从小耳濡目染，也喜爱劳动，学着
父辈的样子，在桑树荫下种瓜。读来意趣横生，给人以
极美的艺术享受。他的另一首同题诗里则用清新自然
的笔调描述了农民们通宵打稻谷的场景：“新筑场泥镜
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
到明。”表达了劳动人民通过劳动收获五谷的喜悦心
情，而劳动的繁忙和紧张便也在这里彰显出来。

“人生在勤，勤则不匮。”千百年来，华夏儿女就是
这样用自己的劳动改变着世界，创造着财富，让生活更
美好。劳动最光荣，劳动精神永恒！

古代文人笔下的劳动者
◎钟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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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艾青的《诗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0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发行，到 1983 年 9 月，其间两次再版印
刷，印数达 9.4 万余册。该书总字数约 14 万，1/32 开本，
异型（窄长型），属于小册子一类，便于携带。

我于 1980 年秋季有幸买到了《诗论》，当时是在校
大学生，正值富有激情与诗兴的时期，新书到手后，在学
校图书馆找了一个安静之处，独自享受着油墨的清香，
伴随着一次次的感动，一下午即通读一遍。我从大学读
书到毕业工作，至今已历 40 余年，其间多次搬迁辗转，
那些随我而行的书籍不免有增减及重新摆放的变化，但
自己最喜欢的书总是放在最便于看到与取到的位置。
艾青的《诗论》即属此类。我不知多少次从字台旁的书
架上取下这本小书，或随性翻翻，或有选择地细读几节，
每每皆有故人相见的亲切之感。

近来，我仍在思考诗以及所有文学艺术如何启人以
爱、如何给人以力量等方面的问题——这是经历 2020
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我思考最多的。在此期
间，有两句诗反复在我脑海出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
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是艾青《我爱
这土地》一诗中的名句。我默诵着这诗句，伸手拿到他
的《诗论》，从头读起。这次通篇细读，使我对自己正在
思考的问题感到通透了许多。我从艾青《诗论》中读出
诗及其他文艺作品启人以爱、给人以力量，固然涉及许
多方面，但其中至关重要的两点是：其一，诗人要以真诚
之心说真话；其二，诗要成为真、善、美三者间的最佳联
系者。

《诗论》第一篇的题目为《诗人必须说真话》。艾青
说：“人人喜欢听真话，诗人只能以他的由衷之言去摇撼
人们的心。诗人也只有和人民在一起，喜怒哀乐都和
人民相一致，智慧和勇气都来自人民，才能取得人民的
信任。”“人民不喜欢假话，哪怕多么装腔作势，多么冠
冕堂皇的假话，都不会打动人们的心。”“人人心中都有
一架衡量语言的天平。”“并不是每首诗都在写自己。
但是，每首诗都由自己去写——就是通过自己的心去
写。”“既然要写诗，就不应该昧着良心说假话。”由此可
见，艾青先生把诗人“说真话”看得多么重要。他认为，
诗人说真话，须脚踏生活大地，倾听人民心声。他说：

“我生活着，故我歌唱。”“愈丰富地体味了人生的，愈能
产生真实的诗篇。”“只有忠实于生活的，才说得上忠实
于艺术。”“生活是艺术所由生长的最肥沃的土壤，思想
与情感必须在它的底层蔓延自己的根须。”

“说真话”，即强调真诚，此可谓诗人及所有文学艺
术家的关键性操守与创作品格，也是艺术的生命。无
论是写诗，还是其他艺术创作，首先要说真话，然后才
可能表现真实，才可能打动别人。说假话并非在任何
场合、任何时候都是出卖灵魂，但说假话肯定在任何情
况下都不会产生真正的艺术。因此，是否说真话，往往
成为艺术与非艺术（伪艺术）的重要分水岭。“说真话”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文脉传承。《周易·文言传》
讲：“修辞立其诚。”《庄子·渔父篇》讲：“真者，精诚之至
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
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
以贵真也。”真诚以待，这是中国传统美学评判文艺创
作一以贯之的观点与指向鲜明的主张。由于艺术的本
质是真诚的，所以不仅从作品中可以见出创作者人品人
格等精神世界，而且可以见出时代——特定的时代精神
与社会面貌。因此可以说，不说真话的诗歌或其他形式
的艺术，不仅有悖于为艺之道，而且是对时代与社会不
负责任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说真话”是文艺创作
中永恒的美学命题。

在“疫情”期间，我居于室内的大部分时间以读书
为伴，阅读量较之于以往更大，也更集中。其间，我几
乎全部选择那类讲好人故事与抒善人情怀的书读，觉
得这样的书更能慰藉自己的心灵，也更能从中得到温
暖、信心与力量。在此过程中，我对文艺创作中真、善、
美的统一以及文艺作品启人以爱，有了特别的感受，所
以很想把其内在关系思考明白、梳理清楚。艾青的《诗
论》给我以点醒式的启迪。他说：“真、善、美，是统一在
先进人类共同意志里的三种表现，诗必须是它们之间
最好的联系。”“我们的诗神是驾着纯金的三轮马车，在
生活的旷野上驰骋的。那三个轮子，闪射着同等的光
芒，以同样庄严的隆隆声震响着的，这就是真、善、美。”

“一首诗必须把真、善、美，如此和洽地融合在一起，如此
自然地调协在一起，它们三者不相抵触而又互相因使自
己提高而提高了另外的二种——以至于完全。”艾青的
表达是诗意的，同时富有艺术美学的哲思，是我读到过
的关于诗的真、善、美关系的最简约而生动的表述。他
强调诗须达到真、善、美的统一，显然是远远超越诗的表
面的形式特征，而深入到其精神内核。他说：“存在于诗
里的美，是通过诗人的情感所表达出来的、人类向上精
神的一种闪灼。这种闪灼犹如飞溅在黑暗里的一些火
花；也犹如用凿与斧打击在岩石上所迸射的火花。”诗人
的情感之“真”与“人类向上精神”之“善”，同诗作之“美”
是“和洽地融合在一起的”。我以为，这见解同样是适合
于其他文学与艺术的，即真、善生美，美生艺术——这里
的“真”有别于科学之真，而主要是指创作者的实感真
情，即前文所讲的“真诚”之真。

在艾青《诗论》的启示下，我在自己的
艺术接受体验与记忆中细细地搜索，那个
我所寻找的答案渐渐在脑海里清晰出现，
即凡真、善、美统一的艺术作品，都是能够
启人去爱的。在艺术审美实践中，爱是真、
善、美的统一，是内在的真实与本性的善
念，是对美的拥抱。美的东西须体现人的
理想，真善美的统一与爱作为一种积极的
评价，可以含括人类所要追求理想取向，因
此，一首诗或一个其他的艺术作品，如果背
离了真善美的统一，便不能启人去爱，那
么，其存在的意义应当令人存疑！

近日再读艾青的《诗论》，除获得艺术
与美学方面的启迪之外，还有两点感受。
其一，好书不会过时。这一点包括内容与
形式两个方面。从内容方面看，好书一般
因其见识的独到与内涵的丰富，往往给人
以“再读如遇新知”之感，会有新的收益；从
形式方面看，所谓“旧版本”读来往往别有
趣味，故不存在“过时”之憾——在此想特
别说明的是，书籍与手机、电脑等不同，并
非凡“新生代”一定好于“旧版本”，况且读
书大不同于看手机或玩电脑，“追新”未必
可取。其二，学术问题没有新旧——至少
在艺术与美学方面是这样。仅就艾青《诗
论》中涉及到的问题，如今依然会出现在我
们的面前。因此，思考与探索才是积极的
选择。

◎实 现 中 华 民
族伟大复兴，需要各
民族手挽着手、肩并
着肩，共同努力奋斗

◎人 民 是 文 艺
创作的源头活水，一
旦离开人民，文艺就
会变成无根的浮萍、
无病的呻吟、无魂的
躯壳

◎ 艺 术 可 以 放
飞想象的翅膀，但一
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

◎好 的 文 艺 作
品就应该像蓝天上
的阳光、春季里的清
风一样

◎中 华 优 秀 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命脉

◎文 艺 要 赢 得
人 民 认 可 ，花 拳 绣
腿 不 行 ，投 机 取 巧
不 行 ，沽 名 钓 誉 不
行，自我炒作不行，

“ 大 花 轿 ，人 抬 人 ”
也不行

◎文 艺 不 能 当
市场的奴隶，不要沾
满了铜臭气

◎文 艺 批 评 就
要褒优贬劣、激浊扬
清，像鲁迅所说的那
样，批评家要做“剜
烂苹果”的工作，“把
烂的剜掉，把好的留
下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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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生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