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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脱口秀能否点燃中国式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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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师烧菜，是应当注
重营养价值，还是首先要
讲究色、香、味？有人主张
营养价值第一，有人却认
为：我们赴宴，总是把品尝
佳肴当作一种满足食欲的
亨受，而很少去分析这盘
菜含有哪些维生素，营养
成分怎样？一个高明的厨
师在烧菜时，固然要考虑
到菜的营养价值，但更应

当在色、香、味上大显身
手。因为一盘菜如果烧得
不好，缺乏色香味，首先就
不能引起人们品尝的兴
趣，还谈什么营养价值呢？

就这个意义上说，作
家创作文学作品好比厨师
烧菜一样，不能光考虑作
品的认识价值和教育意
义，首先要使人们爱读爱
看，给人以精神的愉悦和
美感上的亨受。

人们阅读文学作品，

首先是为了精神上的亨
受。只是在接触作品之后，
在迷人的艺术世界中，被
作品中的人物、故事所吸
引，情绪上受到感染，才在
思想上受到启示和教育。
文学的认识、教育作用之
所以不同于一般社会科学
的认识教育作用，正是因
为它们是通过文学的美感
作用而使人们接受的。如
果离开了文学的美感作
用，阅读时引不起兴趣，难

以读下去，这也就失去了
文学的特性，也起不到它
应该产生的教育作用，也
就无法成为文学作品了。

周恩来总理曾明确地
指出：“文艺的教育作用和
娱乐作用是辩证的、统一
的。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
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
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
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
之中。”

“教”而不“乐”，人们

根本不愿去领教；“乐”而
不“教”，文学也就失去了
它的思想意义。真正优秀
的文学作品，好像是色香
味俱全、营养又非常丰富
的佳肴，它的认识、教育、
美感作用是和谐统一的。
一般来说，教育作用处于
主导地位，认识作用是基
础，美感作用是实现认识、
教育作用的前提和途径。

当然，就某一篇具体
作品来说，三者的作用并

不是同等地存在的。比如
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
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
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
万里船。这类作品并没有
写重大的生活事件，也没
有反映深刻的思想内容，
只是描写了自然界中的瞬
息情景，生活里的片刻感
受，但由于意境优美，能给
人以愉悦和美的亨受，所
以仍然能流传千古，为人
们久唱不绝。 文/田 彬

寓教于乐看文学

线上线下冰火两重天
与《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会》爆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脱口秀电视节目正在衰落。8月30日，金星在自己的微博上
宣布《金星秀》下线的消息，《今晚80后脱口秀》也陷入收视
率下跌没有冠名广告商的窘境。

而网综《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会》却以让人惊叹的速
度蹿红。《吐槽大会》在今年3月结束时的网络播放量突破
13.8亿次。同时《脱口秀大会》的成绩也不容小觑，第三期
的《脱口秀大会》点击量达到2.4亿次，刚刚结束的第四期
节目已经接近7000万次的点击量。

做了十几年脱口秀的北京脱口秀俱乐部创始人西江
月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是个脱口秀的蓝海时代。
他甚至说：“这个蓝海蓝到根本看不到竞争对手，因为大家
就在自己的那片海域里畅游就行了，无需跟别人去争。”

笑果文化在今年完成了1.2亿元的A轮融资，北京脱口秀
俱乐部也正在融资，其他做脱口秀的俱乐部也开始接触资本。

与脱口秀网络综艺节目火爆相比，脱口秀的线下表演
却冷清得多。李诞介绍，目前中国脱口秀club只存在北京、
上海等一线城市，而且数量不多，脱口秀网综火爆后，来看
现场的观众有所增长，但数量仍旧不多，“中国脱口秀还处
在初步发展阶段”。 （据《中国青年报》）

《脱口秀大会》中，演
员思文调侃女生的购物
欲，说女生在商场购物时
感觉新衣服买来能穿一辈
子，但回家再试穿，镜子前
转个身就觉得衣服不适合
自己了，“一转身就是一辈
子”。而在《脱口秀大会》这
个舞台上，素人们“一转身
就是艺人”。

从素人到如今爆火的
脱口秀演员，池子说自己
像坐了顺风车。高中毕业
后，池子决定放弃上大学，
在家待了一年，他想做自
己喜欢的事。这一年他不
断接触、尝试新事物，自从
在北京的酒吧听到脱口秀
表演，便“着了魔”，天天在
家里看外国的脱口秀，对
着屏幕哈哈大笑，有时候
还要模仿一段。

“年轻人都喜欢搞笑
的东西，我个人觉得脱口
秀特别搞笑，大家肯定会
喜欢。”池子决定在“开放

麦”说段子。他自己写了四
五页纸的段子，对着镜子
一遍遍练习。他很珍视这
次上台的机会，第一次表
演特别紧张，但台下观众
反应还不错。这次演出给
了他莫大的肯定，从此便
踏上了脱口秀的道路。

池子开始被俱乐部邀
请表演，并被《吐槽大会》
总策划李诞发现，邀请他
参加《今晚80后脱口秀》的
撰稿工作。后来池子又从
幕后走到台前，在今年年
初的《吐槽大会》上一炮而
红。他目前在《脱口秀大
会》上担任队长，和李诞带
领的队伍进行PK。

这个被称为“暴躁95
后”的脱口秀演员正以他
想不到的方式在网络蹿
红。在新浪微博上，池子的
粉丝数是117万，在节目的
弹幕中不少观众为他“打
call”，他要飞往不同的城市
参加不同的演出和活动。

在李诞看来，池子非
常有天赋，他的确对脱口
秀表演有自己的想法和判
断，段子基本都是原创。池
子则认为，天赋其实就是
他的性格，“源于我自己比
较幽默、话多，笑点的把握
就是自己的嗅觉，表演也
完全按照自己对于喜剧的
理解，动作、表情、语言节
奏都是自己的感觉”。对于
网友们给他的“暴躁95后”
标签，池子有话讲，“我生
活中并不是暴躁的人，只
是我的表演方式就是非常
直接、真实，代入感比较
强，特别亢奋”。

池子的段子坚持原
创，“别人给我写的段子不
超过10个，因为别人写的
东西很难完全适合自己的
风格。”他对段子有着自己
的把握，因为有比较强的
观察力，他会注意生活中
搞笑的内容和细节，“其实
好笑的段子就是来源于生

活，将这些记录下来是我
们的职业素质。”

段子中哪里是笑点，
池子都是“靠感觉”。尽管
目前市面上有很多关于如
何寻找观众笑点的书籍，
但池子从来没看过，他说：

“在我能靠感觉把握住观
众笑点的时候，先不看这
些东西。”

从《吐槽大会》和《脱
口秀大会》走出的不只有
池子，还有思文、Rock、卡
姆等脱口秀新秀。这些普
通的素人也正在通过这个
舞台被观众熟识。

李诞认为，目前中国
脱口秀存在最大的问题就
是缺人，而《脱口秀大会》就
是要培养更多脱口秀演员。
《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会》
的制作方笑果文化的CEO
贺晓曦也表示，脱口秀这个
行业很缺人，现在主要通过
线下开放麦来锻炼脱口秀
演员的表演感觉。

观众是前进的力量
知乎上，一个匿名网友说，“池子的表演更受年轻人的

喜爱，更容易在90后中吸粉，很犀利”。对于这样的评价，池
子表示他从来没有特意为了固定受众而编段子，“大家笑
点、知识层面、理解有差异，我很难达到所有人的目标，我
觉得好笑的我就坚持做。”

据统计，《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会》的主要受众群体是
年轻人，池子认为这主要是传播方式的不同，节目在网络
上播出，也决定了大部分观众都是爱上网的年轻人。

不迎合受众成为脱口秀演员的共识。池子认为，观众
和节目是互相选择的过程，“一部分人觉得我好笑，一部分
人觉得这个节目一般，喜欢我的就会一直关注，不喜欢我
的就会离开。”李诞也持有这样的观点，他从来不迎合观
众，“没有哪个人能真正迎合年轻人。”

尽管不迎合观众，但观众依然是脱口秀演员们最大的
动力。池子评价自己是一个害羞的人，“大家肯定我的表演
就是我继续往前走的力量。”

素人一转身就是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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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口秀在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火爆。
《吐槽大会》以13.8亿次点击量结束；《脱口秀大会》创建了“中国式幽默”的正确打开方式；《奇葩说》播出4季后更是捧红了一

大批“奇葩辩手”，让像池子一样的“素人”脱口秀演员，凭借自己的能力成功走到了台前。
观众们越来越接受“说话”节目，喜欢节目里的真实、搞笑和吐槽。有网友认为，脱口秀在中国走红，意味着更大的包容度，观

众接受政治人物、明星、商人以及所有人的不完美。还有网友认为，脱口秀撕开了虚伪的口子，批评直接而具体，是难得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