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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学泽

  最近，嫦娥是一个热词。9 月9日，中国科学
家宣布首次在月球上发现磷酸盐新矿物，命名
为“嫦娥石”；9月12日，中国科学家宣布嫦娥五
号月壤样品存在大量的太阳风成因水。这些研
究成果，都源于两年前我国嫦娥五号探测器从
月球带回的样本。
  只要是月亮的事，便少不了嫦娥。中国探月
工程名曰嫦娥工程，古老的神话传说和现代科
技衔接，平添一份浪漫色彩。学者考证，嫦娥又
名恒我、姮娥等，源自商朝卦书《归藏》，然而此
书已失传。后来，西汉《淮南子·览冥训》在奔月
神话中加入羿的元素：“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

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何则？
不知不死之药所由生也。”
  因为古书记载简略，后人增加了想象，嫦娥
的故事不断被丰富。各种版本中，无一例外，嫦
娥被塑造为遗世独立的美女。大家比较熟知的
是《西游记》中天蓬元帅酒后戏嫦娥的故事，“见
他容貌挟人魂，旧日凡心难得灭”，天蓬元帅因
此触犯天律而投胎为众所周知的猪八戒。
  后人关注嫦娥，注意力集中在两点，一是嫦
娥到了月宫之后的心情是好是坏。按说，嫦娥吃
了不死药，成了神仙，应该是愉悦的，但事情不
是这么简单。唐代李商隐作《嫦娥》诗曰：云母屏
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
碧海青天夜夜心。一个“偷”字与一个“悔”字，体
现了李商隐对嫦娥奔月这一事件的观点，他认
为嫦娥到了广寒宫后寂寞孤单十分后悔。李商
隐的观点被广泛认为符合心理逻辑，毕竟人是
一种社会性动物，一个人孤单地生活在月宫能
有啥意思呢？所以后来也自然有了“寂寞嫦娥舒

广袖”的诗句。
  另一个关注点是嫦娥为什么偷吃不死药而
奔月。这方面最有意思的是鲁迅在《故事新编·
奔月》中对嫦娥心态的现实主义解读。羿娶了嫦
娥，便不再是众人的英雄，而是一个人的丈夫，
婚姻中，羿仿佛虎落平阳，光彩不再，偏偏日子
也日渐紧巴，嫦娥的物欲没法满足，或者忍受不
了日复一日婚姻生活的平淡，便吃药飞天
了——— 这完全是一种现代人的想象。
  李商隐的诗和鲁迅的文章是“后人”根据自
己所处时代的生活观照“前人”的生活。李商隐
的解读是从世俗的儒家视角，认为嫦娥偷吃灵
药离开羿，没有了爱情和家庭的滋养，不是幸福
的选择；鲁迅的文章则是在讲琐细的婚姻生活
对爱情的戕害，似乎在担心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而当时的鲁迅和许广平处于恋爱中，进入婚姻
好还是不好，正是他要思考的题目。
  其实，嫦娥被明确为羿的妻子，是后来添加
的。东汉末年，高诱注解《淮南子》，指出嫦娥是

羿之妻：“姮娥，羿妻。”至于最初故事传说中，嫦
娥是一种什么身份，不得而知。因此，李商隐的
诗和鲁迅的文章，是根据后加故事材料而产生
的合理化臆想，这种臆想反映的是他们所处时
代的思想，而非传说中嫦娥的样子。
  笔者认为，若追寻嫦娥的本来行迹，值得关
注的是西汉《淮南子·览冥训》，此书成书较早，
说不定那时还能看到有关嫦娥的早期传说记
录；这是一部以道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书籍，卷
一为“原道训”，提出了“循道”“无为”“持后”“贵
柔”“守静”“重生”“养性”等一系列观点作为全
书的总纲。而嫦娥故事中寻找不死药的情节，正
好和道家行为相符合。根据现在的考古发掘，汉
墓壁画中广泛存在死后升仙的主题，嫦娥故事
中的西王母也是汉墓升仙壁画中的“常客”。由
此，我们似乎有理由推断，所谓嫦娥吃不死药奔
月，可能是死后升天的另一种表达，或者是食药
而亡——— 尽管这可能有点残酷，会破坏嫦娥奔
月传说的美感，但或许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嫦娥的本来行迹

  据中国青年报，《千里江山图》既是美学价值卓
越的艺术珍宝，也是历史讯息丰富的文化遗产，要将
它搬上舞台，必须在深度研究和理解的基础上，选择
与提炼最核心的要素，同时做好创造性转化，以适应
时代价值观念和观众的需求与接受心理。舞剧《只此
青绿》真正让《千里江山图》“活起来”，运用了不少新
思路和新方法。
　　一是将画卷的叙事之抒情转化为舞剧的抒情之
叙事，二是将表现的主题和对象从景观转化为人，千
里江山被希孟画“活”，化为青衣绿裳、高髻蛮腰的女
子，作为“人”的“青绿”最能打动观众，“青绿腰”由此
成为爆款舞姿，而舞剧的七个情境其实也是七个具
体的行为和动作，行为和动作的主体是人，完成这些
行为和动作的过程，正是舞蹈的表演过程。三是画卷
所承载的帝王趣味转化为舞剧所传递的民众审美，
《只此青绿》的多个单元，记录和诉说的都是普通民
众的生产生活，无名匠人的种种工作既是传承也是
创造，他们既存在于过往也活在当下，劳动的过程被
加工和抽象演绎，终于成为超越现实的艺术。
  怎样以古代文物“讲好中国故事”，绝不仅是传
播技术层面的探索，更对深入研究文物的艺术价值、
文化内涵、历史背景，以及发掘其精神资源并作抽象
继承和现代转化，提出了更多、更切实的要求。

网络文学

在迭代升级中拔节生长
  据人民日报，中国网络文学历经20余年高速发
展，给读者带来丰富内容和独特审美体验。进入新时
代，网络文学从量的增加转向质的提升，内容改编和
衍生开发百花竞放。中国作协近期发布的《2021 中国
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网络文学创作数量、质量均
稳步提升，现实题材、科幻题材、历史题材表现亮眼，
主要网络文学网站全年新增1787 亿字，存量作品超
过3000 万部。近年来网络文学深耕优质内容、创新
传播方式、积极走向海外的有益经验值得总结。
　　内容质量是文艺作品的生命线，网络文学发展
也遵循这个道理。过去，一些网络文学作品曾出现内
容粗糙甚至泛娱乐化倾向。几年来，大浪淘沙，深耕
内容品质、以质取胜成为网络作家的共识，网络文学
走上精品化道路。
　　媒介融合是理解网络文学的重要维度。从纸质
书到电子屏，网络文学诞生；从仅供阅读的文本到影
视作品、有声书、文创产品等，网络文学创新传播。短
视频、社交应用等各类平台不是与网络文学争抢读
者的“对手”，而是网络文学内容形式创新的动力与
渠道，促成网络文学向多元视听作品转化与传播。

“看展式社交”兴起

有何启示
  据光明网，年轻人热衷看展，并在社交媒体上分
享自己的看展体验。有年轻观众告诉记者，“每次去
博物馆都能遇到很多知识储备丰富的爱好者和志愿
讲解员，大家会添加微信约着下一次一起逛，和志同
道合的人一起，开心加倍。现在看展的年轻人越来越
多，看展也算是一项可以多人参加的社交活动，当然
也有出于内心的热爱。”
  “看展式社交”在当下的流行，依托于几个重要
条件。首先，毋庸置疑是观众文化素质的提高。一个
优秀的观众，要去理解或者试图理解艺术家所表达
的思想、价值观与情绪，需要调动自身的文化储备、
情感储备和理性思维。硬件也很重要。目前我国90%
以上的博物馆向公众免费开放，基本达成了参观博
物馆“零门槛”。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兴起，也
是“看展式社交”流行的重要原因。网络社会是新的
社会形态，也是新的社会模式。这种“新”，重新定义
着我们今天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包括文化活动。
　　吸纳知识、体验文明，陶冶情操、升华气质，了解
社会、思考人生，抑或舒适优雅、充满乐趣，在这些常
有的标签之外，去博物馆、艺术馆看展览又被贴上了

“志同道合、交流互动”的新标签。而那个著名问
题———“我们为什么要去博物馆”，在今天看来，似乎
又多了一个答案。

中国电影

期待高峰出现
  据光明日报，近期，北京国际电影节、长春电影
节相继落幕，大批优秀影片反映了中国电影的持续
繁荣，呈现了中国文艺创作的勃勃生机。面向文化强
国目标，中国电影正期待高峰出现。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
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艺工作者都能感国运
之变化、立发展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
为伟大祖国鼓与呼，都有一批新文艺作品及时推出，
旗帜鲜明地唱响主旋律，推动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
生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继续完善有利于现实素材
资源向艺术创作生产转化的机制，不断优化适宜新
时代文艺创造的文化生态，中国电影大有可为。
  让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在体裁、
题材、艺术表达和渲染方式等方面大胆尝试，在观
念、内容、风格、流派等方面交流互鉴，是新时代中国
电影的成功实践。始终将民族性、人民性和时代性作
为打造精品与构筑高峰的风向标，使文艺创作既有
数量又有质量、既有主流的浩荡又有高峰的巍峨，中
国电影未来必将更美好。
          （ □记者 张依盟 整理）

古典资源

如何创造性转化

  □ 本报记者 朱子钰

  眼下，《脱口秀大会第五季》正在腾讯
视频热播，节目依旧延续了之前的热度，像
脱口秀演员House 一场讲述炒股经历的表
演，直接带火了一只股票。这几年，脱口秀像
是牢牢攥住了“流量密码”，凭借各种精彩段
子在网络“出圈”，以李雪琴为代表的业内新
秀横空出世，一跃上升为头部演员。在这一
过程中，有一处地名频频被段子“cue”，那便
是山东。缜密的逻辑、机智的自嘲搭配独特的
山东口音，山东式幽默成为一朵奇葩，给脱口
秀文化留下了引人注目的山东印记。
  与此同时，一批山东籍脱口秀演员在业
内扛起了大旗，有“北志胜、南广智”之称
的徐志胜和何广智，还有程璐、孟川、张灏

喆等一众实力派。滨州籍演员程璐担任笑果
文化首席编剧，他在《脱口秀大会第五季》
的首秀开门见山地说：“在我当上喜剧‘领
导’的第二年，就把《脱口秀大会》带到了
山东录制。我希望三年之内把山东打造为脱
口秀第一大省。”虽然这只是一个“梗”，
但足以看出山东元素在脱口秀中的魅力。有
网友强烈建议：“如果山东卫视邀请4位山
东籍脱口秀演员整一场晚会，那感觉就来
了。徐志胜、何广智代表鲁南鲁西南，孟川
代表省会，程璐代表鲁中鲁北。”行业的热
闹，人才的集聚，让北方“老实人”的喜剧
天赋被充分激活——— 一向沉稳、厚重的山
东，或许将迎来脱口秀时代。

地域文化 灵感来源

  脱口秀一直被外界称为“被冒犯的艺
术”，一人一麦在台上说段子。喜剧演员要
依靠段子撑起全场，再穿插与观众现场互
动。在表演中，好笑的“梗”被称为“包
袱”，一个“包袱”丢出去会不会“响”，是演出
成败的关键。而观众的反应如何，很大程度上
在于他们能不能“get”到这个“包袱”的含义。
从更深层次上看，这是文化层面的共鸣。因
此，“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山东籍脱口秀演员在创作时，熟悉的地
域文化成了他们重要的灵感来源，他们擅长
用新颖的角度和巧妙的语言，将人们遇到的
问题和困难幽默地吐槽或是自嘲，那些脱口
而出的“梗”让山东形象变得丰满多元且自带
喜感。
  “我的学历是大专辍学……我身上确实
没啥闪光点，每次演出，海报上介绍我的那
一栏，我只能写上一句，是一个山东人……
观众来了一看，台上有一个山东人，你们这
个演出也太酷了吧。”菏泽籍的何广智一段
介绍下来，观众顿时笑作一团。憨厚真诚的
演绎，让网友一下记住了这个说脱口秀的幽
默山东人。“有时候我都怀疑，蚊帐不是用
来防蚊子的，而是蚊子用来抓我的，我不仅
自投罗网，还把蚊帐的拉链拉得死死的，不
给蚊子一丝出去的机会。蚊子都懵了，说这
山东人热情啊，吃饱了都不让走。”济宁籍
演员徐志胜的搞笑描述，十分巧妙地传达了
山东人好客的性格特征。
  山东籍脱口秀演员有着浓浓的家乡情

结，时常强调自己是山东小伙儿或者山东大
汉，擅长拿山东文化“开涮”。实际上，许多山
东段子都取材自最普通的生活场景，反映人
们的真实感受，再经过演员的艺术加工，产生
了出其不意的效果。通过这些表演，观众能从
山东人的日常中找到搞笑源泉，给自己减压。
所以，脱口秀界的山东风格也愈加凸显。
  当然，除了搞笑，高水准脱口秀需要给
社会带来更多的思考。在这一方面，济南籍
演员孟川在《脱口秀大会第五季》的表演中
就涉及山东人考公、考研等能让普通人共情
的话题。淄博籍演员唐香玉调侃自己是“全
村第一个全日制硕士”，并表示“其实一直
想探索一下，一个很普通、很中规中矩的女
孩，她的人生边界在哪里，能不能试着打破
一下。”她尖锐的观点和大胆的选题，给观
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山东天团”

  为什么说东北是中国喜剧的源头，一个
重要原因是那片黑土地培养了一批中国喜剧
的“扛把子”，赵本山、巩汉林、潘长江、
范伟、沈腾、宋小宝、马丽、小沈阳等都来
自东北三省。《脱口秀大会》中也有许多东北
人的身影，包括王建国、李雪琴、王勉等。可以
说，人才的涌现与活跃，直接影响了一门艺术
发展的进程。坊间有“山东天团”的说法，一批
脱口秀演员从山东出发、成长，在全国家喻户
晓，为喜剧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直以来，山东有很浓烈的脱口秀氛
围，这一点单从演员的成名经历就可以看得
很清楚。何广智自述从菏泽到济南工作后，
才接触到了脱口秀这门艺术形式。这位“土
味”大男孩曾以无业游民的身份在济南
“漂”了两个月。直到有一天，他听说济南
的某个场地有一场脱口秀演出，便毫不犹豫
地去了。看完演出之后，何广智心里只有一
个想法：“原来世界上有脱口秀这样一个行
当，我就是为此而生的呀！”
  脱口秀爱好者卷辉至今还记得自己与何
广智同台表演的场景，“大约是在 2018
年，我在济南段王爷脱口秀俱乐部第一次看
到他的开放麦。”卷辉告诉记者，那时的何
广智刚刚接触脱口秀，略显青涩。“他带着
手机上台，说平时也喜欢写点东西，随即就
念了几个自己创作的段子。当时感觉那些段
子都很不错，很有笑点。”卷辉回忆。
  放在大环境看，那时候《脱口秀大会第
一季》播出不久，线下脱口秀刚刚兴起，除
了北上广深一些发达城市，脱口秀在其他地
区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很多脱口秀俱乐
部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兴趣社团。“但济南
的不一样，段王爷脱口秀俱乐部当时已经把
推出小剧场演出、商业演出、脱口秀节目
台本编制、脱口秀培训课程作为核心
业务。”卷辉说。
  在这样的背景下，何广
智经常参加济南脱口秀的演
出，得到了本地脱口秀圈内
人的指点。多次的锻炼再加
上刻苦学习，两三个月之
后，何广智已经成为济南脱
口秀圈的“炸场王”，这给
了他做专业脱口秀演员的勇
气。很快，他就决定南下上

海，实现自己的梦想，从此一炮而红。
  孟川也有类似的经历，最开始，他在济
南加入了一家脱口秀俱乐部，没多久，便与
他人合作创办了泥乐脱口秀俱乐部。在他登
上《脱口秀大会》的舞台之前，泥乐脱口秀
俱乐部已经初具规模，许多素人也在泥乐成
长为专职脱口秀演员，比如参加了《脱口秀
大会第四季》的张灏喆、参加了《脱口秀大
会第五季》的康复中心组合。山东本地培养
的脱口秀演员在专业舞台崭露头角，不断刷
新大众对于山东的刻板认知——— “原来幽默
的尽头，不仅有东北，还有山东。”可以大
胆地预测一下，在不久的将来，喜剧定会成
为山东的另一张新名片。

还缺一个头部带动？

  想要让“脱口秀第一大省”成为现实，
需要时间，更需要产业的夯实。如今，山东
的脱口秀市场培育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头，
随着综艺节目的普及和山东籍脱口秀演员的
爆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脱口秀这门喜
剧艺术。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脱口秀成为
许多商圈、剧场和书店的重点演出项目。济
南开心麻花剧场的脱口秀演出已经成为常
态，山东省会大剧院也将推出脱口秀演出。
  而对脱口秀演员来说，从默默无闻到天
下皆知，表面上看差一个成名的段子，实际
上要有深厚的文化积累作为支撑。这个道理
放在脱口秀市场培育上也同样成立。就拿泥
乐俱乐部来说，创始人孟川登上《脱口秀大
会》的舞台之后，俱乐部的线下演出也迎来
了春天，不管是开放麦还是商演，门票供不
应求，几乎场场爆满。实际上，经过四年的
长足发展，泥乐俱乐部逐渐探索出一套属于
自己的商业逻辑。“泥乐俱乐部在全国的俱
乐部中，属于体量比较大的那种，我们的发
展在北方走到了前列。俱乐部的脱口秀演员
被笑果文化签约的有7人，很少有一个二线
城市的俱乐部能被笑果文化签那么多人。”泥
乐俱乐部创始人之一小新告诉
记者。

  山东的观众懂段子，对于脱口秀热情很
高，由此吸引了许多优质的演出。“在笑果
文化中，像徐志胜这种S级的艺人已经很少
再接千人以下的剧场演出，前不久，徐志胜
就来我们剧场演出了。这都基于他对山东市
场的认可和支持。”小新说。不过，即便行
业前景一片大好，山东的脱口秀也面临着尴
尬的处境。
  “山东籍脱口秀演员其实不少，但本地
没能够把这些演员留住。”孟川曾直言不
讳。许多演员为了有更好的发展，纷纷选择
南下或者北上。“何广智去上海之后，进步
十分明显，因为上海的演出机会多，训练量
提上去了，他也慢慢找到了自己的风格。”
卷辉认为。不仅是何广智，孟川也在《脱口
秀大会第五季》的表演中透露了自己去年一
年都在忙孩子在上海上学的事。言外之意，
他的工作重心也往上海迁移了。笑果文化驻
扎在上海，自然吸引了许多头部演出和演员
聚集。从这个角度看，山东在向“脱口秀第
一大省”发展的路上，还需要更多的头部企
业“打辅助”，形成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
才能壮大产业发展。如今，观众有了，市场
有了，如何留下人、留住人，正是山东脱口
秀发展应该思索的重要命题。

    缜缜密密的的逻逻辑辑、、机机智智的的自自嘲嘲搭搭配配独独特特的的地地方方口口音音，，将将北北方方““老老实实人人””喜喜剧剧天天赋赋充充

分分激激活活，，鲁鲁式式幽幽默默正正在在给给当当下下的的脱脱口口秀秀文文化化添添加加醒醒目目的的山山东东印印记记————

脱口秀的山东时代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