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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灯小语挑灯小语

时代变了，以前逗人笑的相声是撂地
儿演出，其实当时撂地儿的也不仅仅是相
声，评书大鼓快板儿快书，杂耍戏法儿胸
口碎大石，都是靠天吃饭，借地儿讨生
活。一百多年过去了，剧场里除了看戏看
演唱会看开闭幕式，还可以看脱口秀。

最早玩脱口秀表演的海派清口周立
波和说相声的郭德纲因为咖啡和大蒜的
梗论战了好几番，周立波已经消失在视
野里，郭德纲已经从草台班子到小剧场、
从小剧场到玩综艺跨了好多个界，脱口
秀的江湖，是李诞，是王建国，是程璐，是
李雪琴，是杨笠，是王勉，是庞博，是呼
兰，是周奇墨，是何广智，是鸟鸟……一
季又一季，野火烧不尽，星火已燎原。

从去年开始，《德云斗笑社》和《脱口
秀 大 会》开 始 在 同 一 个 网 络 平 台 上 播
出。一年多过去了，齐头并进两支笑果
综艺节目开始分出了泾渭，德云社到目
前遇到的最大对手，不是其他的相声团
体相声演员，而是脱口秀。这是不是很
像网络上的一个段子？取代康师傅的不
是今麦郎，而是外卖，替代专业相机的是
智能手机，让小偷失业的，是二维码，打
败你的不是对手，颠覆你的不是同行，而
是不一样的思维和观念。

刘慈欣的《三体》里说，“我消灭你，
与你无关。”这个话题，太大了。

好的脱口秀段子，都是就事说事，都
是身边的小事，太大的话题，容易沉重。

好的脱口秀段子，都有观点，笑完之
后，除了共鸣和共情，还多少有些感悟。

好 的 脱 口 秀 演 员 ，都 能 够 自 己 创
作，自己表演，所以自己把控起节奏来，

很适度。
好的脱口秀演员，一定不是只会背

词儿的表演者。
随便数出几条，就都是相声演员们

没几十年功力达不到的起评分。可人
家，尤其是第四季的“别人家的”靠嘴吃
饭以段子为生的那些生茬茬的、愣头青
的、歪瓜裂枣的、手舞足蹈的、丧丧的后
生丫头们，最长的也不过是四年多脱口
秀经验，最短的一年都算不上。这个不
是危机，这个，是温室里呆久了，忘了生
长该有的样子。

想想郭德纲当年的《我要幸福》《我
要上春晚》《我要反三俗》《西征梦》，能把
机场卖成功学资料的、国展中关村卖盗
版光盘的、胡同口卖煎饼果子烤红薯的
一一刻画出来，纤毫毕现，这不是和杨笠
说自己弟弟爸妈、庞博说空气投篮的小
男孩们一样，都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吗？那时候连一个观众都必须要挽留
的窘迫换来如今云鹤九霄四科满员的花
团锦簇，段子还是从前的段子，从前的那
些笑岔气儿的人，拿听相声当怀旧金曲
演唱会看了，此情可待成追忆，就离迟暮
不远了。

从王自健当年的《今晚 80 后》开始，
到《脱口秀大会》绽放，脱口秀就形成了
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和周立波的《立波
一周秀》特别强调海派文化不一样的是，
把群体面向了八零九零零零后的广泛青
年群体。这里面有东北的王建国、李雪
琴、张踩玲，也有北京的池子，有山东的
何广智、孟川、张灏喆，有“生化博士”黄
西，有广东佬海源，有弹吉他的王勉，也

有能把肢体语言和脱口秀完全结合在一
起的豆豆，这样的文化是多样的，也是包
容的，这样的文化里自嘲不是吐槽，而变
成了解压和释放，这样的文化里，杨澜有
点不知所措，因为笑点还没有和表演者
和观众一致，这样的文化里，宁静的自嗨
式大笑显得率性和本真，因为完全来自
现场感受，这样的文化里，庞博能直接回
郭京飞一句“我不爱看动漫”双方却都可
以没什么火气，这样的文化里，我们听到
了别人的焦虑和出糗同自己差不多，但
是听到了不一样的面对方案——笑着把
它说出来，不仅仅是勇气，还有放下的豁
达。

笑有那么多种，微笑，取笑，耻笑，说
笑，莞尔一笑，倾城一笑，开怀大笑，笑本
身就有这么多的文化内涵，把这样的文
化，用脱口秀这样的表演展示出来，时
尚，火爆，互动，有趣，还没那么尖酸刻
薄，没那么多讨便宜的伦理哏，挺好的。

谁不喜欢笑呢，郑少秋唱过一首歌，
《笑看风云》，黄霑写的词，“谁没有一些，
刻骨铭心事”，但是如果“为今天欢笑唱
首歌，任胸间吸收新的快乐”，那“谁愿记
沧桑匆匆往事，谁人是对是错，从没有解
释为了什么，一笑看风云过”。笑别人和
笑自己其实没什么不同，只不过笑别人
比较容易，脱口秀从笑自己开始，却并不
在让别人笑的时候停下，还能把时代和
思考留成作业，这不是技巧，而是境界。

语言是为了交流和沟通，脱口秀是
为了在放松的状态里说和听都获得交流
和沟通的满足与轻松，这是语言艺术，没
跑儿。

将社会热点话题引入电视剧叙事的
所谓的“话题剧”，其实在 20 世纪 90 年代
就有了雏形。21 世纪以来，话题剧似乎
逐渐沉淀为一种现实题材剧的子类型，
特指在情节中大众关注的民生话题或现
实议题，进而引发社会关注的作品。近
年，话题剧对社会话题的探索进一步垂
直细分，如教育问题细化为各年龄层教
育、留学、就业等，家庭问题细化为原生
家庭、家庭重组等。新问题的呈现、新表
达的运用，使话题剧具有了更加显著的
现实意义与探讨价值。

“话题”越来越多地成为电视剧的选
题素材，自有其主客观成因。随着社交
媒体的广泛普及，公众的话语空间被进
一步拓宽，百姓参与社会热点事件的渴
求度与积极性也随之提高。电视剧作为
影响力、渗透力强的大众文艺形式，对某
一社会话题的聚焦与思考，恰恰打通了
电视剧和社交媒体之间的话语渠道，为
人们建构起交流与对话的空间。与此同
时，对于话题的植入，也是电视剧本身增
加受众关注度和美誉度、增强市场竞争
力的有效手段。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某些不成熟
的剧作中，创作者缺乏对热点现象的理
性深入思考，仅将表层现象当作简易的
素材，浮皮潦草地置入情节中，并凭借主

观判断，为了营造看点，使话题过度夸张
化、戏剧化。例如，近年广受关注的“她
剧集”在话题的阐释水平上就是参差不
齐的。好的作品能够通过恰适的艺术表
现方式来深入展现女性意识等命题，但
还有一些作品对当前女性的精神世界、
情感境遇并没有深刻的体察与独到的见
解，而是盲目地捕捉一些碎片化的网络
见闻，将其挪用至文本叙事当中，进而加
工成夺人眼球的桥段来“蹭热点”，或是
直接买热搜来博取关注度。这是一种投
机式的创作心态，也违背了最基本的创
作规律。

对 话 题 缺 乏 正 向 而 有 力 的 价 值 引
导 ，也 是 当 前 话 题 剧 创 作 的 普 遍 性 问
题。有些作品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客观
展现问题，但对问题本质的揭示仅仅流
于皮相，缺乏洞察和疏导，最多仅提供
一 种 与 现 实 脱 节 的 理 想 化 结 局 与 方
向。这很容易对观众尤其是青少年群
体的价值观的养成造成某种混沌、偏颇
乃至谬误。

此外，当下某些“话题剧”还存在生
造话题、强行植入的现象。一些创作者
为了让作品激起“水花”，跟风式地在作
品中“拍脑袋”创设话题。但往往由于与
真实的现实生活格格不入，且受到自身
题材、类型等方面的限制，创作者只能随

手抓取一些与作品主题主线关联不大的
“伪热点”拼凑其中，从而催生出一批夹
生的、悬浮的“四不像”之作。如此炒作
话题的做法，看似是种投机取巧的捷径，
实为本末倒置的死路。

如今，剧集联动新媒体社交网络，已
经形成了一个纷繁复杂的舆论场。剧集
中的一些话题既会激发理性的探讨，也
容易触发大众的狂欢与宣泄情绪，进而
形成舆论旋涡。个别剧集生产者因此便
嗅到了商机，误以为仅靠炮制话题、引爆
热点便能够为剧集的收视和口碑带来保
障。为此，一些制作方、平台方在前期剧
本评估时就过分注重作品话题性的权
重。这在很大程度上倒逼包括编剧在内
的创作团队强行加入种种话题，如此便
难免将一些不适宜的内容和桥段生拉硬
拽进来，并进行囫囵吞枣般的处理，其对
于作品最终品质的损害可想而知。

创 作 话 题 剧 应 为 观 众 提 供 更 加 客
观、更具深度、更多维度的认知与思考，
而不是为了商业利益而“话题先行”、一
味寻找大众的兴奋点和刺激点，也不是
在搅起一片喧嚣后便悄然退场。坚持文
艺创作的初心使命，真正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坚守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才是话题
剧创作生产的正道。

选自《学习强国》

以职场人物为题材，职场矛盾为主题
的职场剧，近年来数量可观，但观众满意
度不高。观众对其意见主要集中在内容
不真实，人物不典型，“悬浮”“架空”。近
日热播的《理想之城》以渐渐积累的口碑
效应抓住了观众的心，改变了人们对职场
剧的固有印象。

该剧跳出了职场大女主无往而不胜
的套路，以建筑行业为背景，讲述现实生
活的窘迫，女性事业成长的艰辛，人生况
味之复杂，企业文化之初心和理想，体现
了创作者的现实主义追求。

现实主义强调对生活作准确描绘，主
张细密观察现实，据实摹写。《理想之城》以
建筑造价师苏筱的视角聚焦女性职场风云
与女性成长焦虑，并塑造了建筑行业从管
理层至普通职员丰满立体、性格各异的人
物群像。女主角苏筱以研究生毕业初入职
场的新人模样出场。其职场上升之路不乏
艰难，但无论经历怎样的磨难，她总是积极
应对，不卑不亢，沉稳从容，经过不懈奋斗，
终于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演员在扮演这
个人物时一直是不施粉黛的短发造型，网
上有观众吐槽她“土气”。但这正是该剧追
求现实主义风格的具象体现。

现实主义创作理念要求剧情发展与
人物性格成长史相一致。《理想之城》的创
作便是如此。整个剧集有三大情节板块：
众建集团，天成公司，赢海集团。从剧作
篇幅看，三个板块构成一个倒金字塔，符
合一般剧集顺时针线性情节发展的“开端
——发展——高潮”的剧作结构设计。从
苏筱在众建集团恪守原则而受挫，一路磕
绊找到天成公司这份工作后小心谨慎，脚
跟站稳之后则在领导支持下大显身手，到
连升三级提拔到赢海集团遭遇重重险阻
过关斩将，其个体成长历程、性格丰富的
逻辑与作为复线的苏筱与夏明之间的情
感纠葛严密交织，剧情可谓张弛有度。

此外，该剧还属于“高智商”类型。作
品中斗智斗勇、下棋看五步的商战味道，
增强了剧情发展的紧张度和戏剧化的浓
度。在职场不断历练、挫折、磨难，甚至

“教训”下，苏筱在一直秉持“造价表干净
就是工程干净”的职业信仰的基础上，变
得更加成熟包容、大气灵活。这种成长经
历稳健从容、令人信服。总之，该剧剧本
之扎实，人设之可信，人物关系拿捏之到
位，人性多面性表现之深刻，都给人以深
刻的印象和悠长的回味。

艺术创作应将人物置于社会、经济的
总体现实中去刻画，才能达到现实主义的
高度。《理想之城》呈现出一种具有纪实美
学追求的视听影像风格。从尘土飞扬的
工地、热气腾腾的食堂，到或简陋逼仄或
洋气开阔的办公室，从高端金领的高尚住
宅到“海漂”奋斗的小两口之家，再到三线
城市或小城镇的平民之家，该剧通过建筑
造价师这个职业勾连起相对开阔的现实
生活，营造出具有真实质感的职场场景和
生活场景。

总之，《理想之城》的现实主义追求，
是对职场剧创作的一次超越，为中国电视
剧尤其是职场剧现实主义创作作出了有
益尝试。 王易

“话题剧”也要有深度

职场剧创作的范本
一笑看风云过

□ 任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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