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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现代技术 戏剧借沉浸式体验开辟新模式

脱口秀众生相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北京商报社联合主办

借8K直播《北京大合唱》多屏亮相

话剧《幺幺洞捌》
再述谍战风云

热度与争议并存

在繁忙的工作与学习之余，放松与娱

乐是不可或缺的调味剂，此时，能够给人们

带来更多欢乐的脱口秀便跃入众多人的目

光之中。

近年来，脱口秀的热度持续走高。在线

下演出方面，北京、上海、广州等多个城市的

脱口秀演出逐渐吸引更多观众，不仅热门小

剧场演出往往一票难求，此前笑果文化在上

汽·上海文化广场这类更大演出空间仍能实

现大量观众追捧的现象，也意味着线下脱口

秀演出正逐步开拓出更大的空间。

而在线上方面，除了部分脱口秀演出

将线下舞台的录制视频传送至网络平台

外，包括《脱口秀大会》《吐槽大会》在内大

量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脱口秀综艺节目，

也为脱口秀的热度添了一把火。在影视传

媒行业分析师曾荣看来，脱口秀的热度在

很大程度上与综艺节目的兴起有关，借助

综艺这一有大量观众基础的形式，让人们

发现、认识并对脱口秀感兴趣，从而培育出

一批受众。

然而，如今的脱口秀也不时受到质疑，

脱口秀演员杨笠日前被举报至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便是案例之一。该举报内容提出，

“杨笠的演出内容涉嫌性别歧视，多次辱骂

全体男性宣扬仇恨，煽动群众内部矛盾，制

造性别对立，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

会的和谐发展”。该事件一出，多种声音相

继出现，部分选择支持杨笠，认为节目内容

并无不妥，但另一部分则支持举报内容，一

场争议随之引发。

曾荣认为，此次表演内容究竟是否存

在不妥，由于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和观念有

所差异，看法也随之不同，而这实际也反映

出了脱口秀演出在创作过程中的挑战，那

就是应该如何把握好度，“为了提供笑料，

脱口秀表演中往往会出现自黑或是反讽某

种社会现象、行为的情况，而这极为考验内

容创作者，应如何说、说到何种程度，均直

接影响观众的看法”。

演员生存状况分化

尽管当下脱口秀呈现出热度与争议并

存的情况，但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脱口秀

的兴起也由此带出一批高热度演员，无论

是通过参加《吐槽大会》等多档节目而一炮

而红的王建国，还是先隔空喊话多位明星、

随后出演《脱口秀大会》爆火的李雪琴，均

获得更高的知名度。

但在部分脱口秀演员的关注度日益提

升的背后，还有不少脱口秀演员奋斗多年

仍默默无名，且无法依靠脱口秀表演来维

持自己的生活。

《脱口秀大会》第三季中，经常以穷自

嘲的选手何广智曾在表演中称，“我是一名

全职的脱口秀演员，一个月能挣1500元。

这个段子是去年写的，今年的话一毛钱没

有挣到”。而脱口秀演员李诞也曾在综艺节

目中表示，能全职做脱口秀的演员只是凤

毛麟角，全国应该都不到10个。

脱口秀演员赵旭宇向北京商报记者表

示，目前很多脱口秀演员会先在开放麦进

行表演练习，但这种方式几乎没有收入，同

时也可以去接商演，但要想得到商演机会

却并不容易，热度高的演员较为抢手，其他

演员则只能不断争取，一周一次演出机会

都没有也不是个例，有时即使得到了商演

机会，获得的费用也并不高。

“一场商演拿300块钱出场费，是许多

脱口秀演员的现状。”单立人喜剧签约演员

小鹿曾在播客节目《一言不合》中如是说。

在演出行业分析师黎新宇看来，与其他演

员还有舞美、灯光等多元化设计不同，更加

依赖口才能力的脱口秀对于内容创作能力

和表演能力有着较高的要求，这不仅影响

着舞台表演效果，也直接根据能力高低和

市场反馈对演员进行了分化。

重视观众需求谋破局

不可否认的是，脱口秀的热度仍在持

续提升中，节目表现形式越发多样，未来脱

口秀市场仍存在着较大的发展空间。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影视传媒系主任杨乘虎在《吐槽大会》第五

季专家研讨会上表示，以《吐槽大会》为代

表的网络脱口秀节目近几年来的兴盛，反

映了中国节目发展从“视”到“听”趋向的变

化，语言类节目在电视端逐渐销声匿迹之

后发展到网络端，以爽、快、利的语感，找到

了跟网络用户需求密切契合的对接点。

此前曾有一组公开数据称，早在2019

年，我国的脱口秀俱乐部便已达到上百

家，但真正能在商业化经营上实现较好反

馈的寥寥无几，大量脱口秀俱乐部依然入

不敷出。

在业内人士看来，为了吸引住观众的

注意力，节目制作者就必须重视观众的收

视心理，把观众的收视需求作为自己制作

节目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随着理论研究

与实践的发展，人们发现，受众并非像传统

传播理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抽象群体，而

是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划分的受众

群，每个受众群又可以细分为不同的层次。

只有根据受众的不同需要，有的放矢地制

作节目才会收到更好的收视效果，节目的

效果也才能相对稳定。

“脱口秀归根结底是一个内容产品，用

内容与观众进行对接，而内容的创作和灵

感除了来自于生活中的经历外，观众的想

法也是重要来源。”黎新宇如是说。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文 贾丛丛/漫画

北京商报讯（记者 卢扬 郑蕊）1月12日，在
北京文化消费高峰论坛上，多位专家及从业者

共同探讨文化产业的发展。其中在演出市场

中，与会人员表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升以及

人们消费习惯的改变，沉浸式体验为演出市场

开辟新的模式，并衍生出受到年轻人青睐的新

业态。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创新工程首席专

家祈述裕表示，当代艺术强调主体与对象相互

渗透，沉浸艺术借助现代科技探求让观众产生

代入感和互动性，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在当

代，已经出现不少通过沉浸式的全息投影和数

码感应互动来进行升级光影科技体验案例，而

在沉浸式戏剧方面，也开辟了新的模式，并在

全国广为流行，此外包括沉浸式互动的游戏也

在一些中心城市成为Z时代年轻人非常热衷的

一种新业态。

数据显示，近年来人们对文化产品的需求逐

年增长，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民的文化消费大幅

增长，人均教育文化娱乐的消费支出从2005年的

2187元上升到2017年的4311元，从全市文化和娱

乐消费总体规模来看，2019年已经达到了3368亿

元，占全市总消费的比重达到12.3%。

与此同时，在消费者层面，随着文化产业

的发展也出现新变化。北京市委宣传部一级巡

视员梅松认为，在新发展阶段，文化消费群体

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方面老龄社会的来

临，银发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如何满足老

年人的精神生活成为文化消费的新命题，另一

方面，我国人均GDP在2019年首次突破1万美

元大关，特别是北京市人均GDP突破了3万美

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已达到上等收入国家

的最低门槛，文化消费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消

费趋势更加明显，以中等收入为群体的新中产

阶层引领了高端化精细化的消费变革，特别是

以“95后”“00后”为主的新生代正在成为数字

消费的主力群体。

在祈述裕看来，若要持续推动文化消费，

也要营造文化场景。“文化场景是一个城市文

化消费的亮点，从某种意义来讲也是文化消费

的标记。以西安为例，西安演艺集团西安乐团

以及合唱团来搭建的旅游演艺平台不仅有《梦

长安———大唐迎宾盛典》，还有大型实景演出

《再回长安》《再回大雁塔》，同时陕西大剧院和

西安音乐厅也推出一些原创剧目，在西北构成

了演艺高地。此外，艺术院团和景区也在合作，

如西安的儿童艺术剧院和西安的曲江海洋馆

结合，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儿童的剧场，深受儿

童的欢迎，同时组织舞台的艺术竞赛来吸引各

地的演艺人员汇聚西安，打造文化消费场景形

成文化消费高地。”

北京商报讯（记者 卢扬 郑蕊）1月15日-16
日，著名指挥家张艺将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

团、合唱团，与女高音歌唱家李欣桐，花腔女高

音歌唱家张文沁、孔迪，男高音歌唱家梁羽丰、

王冲，女中音歌唱家陈冠馥，男中音歌唱家王海

涛，青年戏曲演员王超，西河大鼓表演者赵宁以

及知名配音演员赵岭共同演绎交响合唱《北京

大合唱》。值得注意的是，该演出将于1月16日

晚，在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及各大网络平

台高清直播，并在中国电影博物馆5G+8K影厅

大银幕端、国家大剧院艺术资料中心8K电视大

屏端同步进行8K直播。

公开资料显示，《北京大合唱》以北京中轴

线为内容，主要介绍中轴线上的历史建筑及周边

人文风情，既展现了北京的历史人文与风貌民

情，又表现了北京的文化内涵与时代精神。作品

分为开篇序歌《北京》、第一章《永定门》、第二章

《天坛》、第三章《天桥》、第四章《天安门广场》、第

五章《钟鼓楼》及尾声七大部分。该作品首演后，

获得了社会热烈反响和业界媒体的高度评价，并

入围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9年度资助项目。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北京大合唱》由作

曲家孟卫东与唐建平分别创作上下部分。其中，

由孟卫东创作的《北京》《永定门》《天坛》《天桥》

部分，运用了京韵大鼓、西河大鼓、北京民歌、京

剧等戏曲、曲艺元素，西河大鼓表演者赵宁以扎

实的功底将极具老北京风味的旋律演绎出来，

唱出了地域色彩浓厚的民风民俗。而由唐建平

创作的《天安门广场》《钟鼓楼》及尾声乐章则做

出了一些新的尝试。在《钟鼓楼》部分，两位花腔

女高音将分别以“嘀”“嗒”之声演绎，同时也表

达出人与自然的对话，晶莹透彻的高音乐器、木

管乐器和花腔的结合描绘出水的明亮。

据悉，此次8K直播是国家大剧院与超高

清视频（北京）制作技术协同中心、中国移动北

京公司联手，是继2020年8月实现全球首次舞

台艺术8K+5G直播后，2021年度首场8K直播，

将再次以“艺术+科技”的创新形式，展示出首

都北京在科技创新与艺术引领上的独特魅力。

北京商报讯（记者 卢扬 郑
蕊）1月15日-16日，由赖声川导
演、倪妮主演的话剧《幺幺洞捌》

正式上演，将谍战题材带到国家

大剧院的舞台。

公开资料显示，《幺幺洞捌》

的故事灵感来源于虹口某处的

老仓库，主要讲述了网络作家舒

彤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租了个

仓库作工作室，仓库几十年前就

存在，是一个抗日地下党基地。

某日，舒彤听到了一首《有一天，

我将找到你》。几番追寻，她好像

通过这首歌连接到了1943年在

这个空间活动的人———白石。白

石是一位雕塑家，在这个伪装

成雕塑工作室的老厂房内，用

广播的方式向外部作战队伍传

递情报。舒彤设法走进白石的

世界，一起体会战争时期的激

烈、紧张与不安，开始了一场

1943年的时空旅行。“幺幺洞

捌”是他们这次作战暗号。不料

白石的世界，有一位长得跟舒彤

一模一样的卧底叫安娜。在混乱

的、没有身份的年代，分不清是

舒彤还是安娜，帮助大家赢得了

这场战争的胜利。当然，也不知

是在舒彤的笔下，还是现实中，

这场跨越时空的故事永远定格

在了1943年。

2019年，《幺幺洞捌》完成

了首轮演出，受到大量观众的好

评，而此次登台的作品则是在原

有基础上进一步打磨与优化。赖

声川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2019年《幺幺洞捌》在上海诞

生，历经了一年的蜕变。为了它

的重新呈现，我们主创团队日夜

泡在剧场细细打磨。奇妙的是，

全新版本的整体时长比原来缩

短了半个小时。而且一年之后，

演员们对角色的理解更深了，大

家之间的默契也更好了，现在这

部戏的节奏比原来更顺畅、更舒

服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幺幺洞

捌》的表演中，几乎每个演员都

一人分饰两角，在时空、人物的

变换间展开一场跨时空对话。尤

其是倪妮，需要不停在当代与

1943年之间穿梭，还必须快速

换装7次。这对于演员而言，无疑

是一场不小的挑战。

据悉，赖声川在评价倪妮

时表示，“一人分饰两角，即使

是科班出身、演过十年戏的人

都很辛苦。但作为一个影视转

战戏剧舞台的新人，她可以拿

很高的分。在排练中，尽管倪妮

一开始并不知道演话剧的工作

流程，可她一进入就是好学生

的状态。她是打满分的好学生，

不迟到不早退，认真做了所有

功课。她真的很有才华，态度太

好了”。

作为喜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脱口秀近年来掀起一阵热潮，不仅各种脱口秀

演出吸引越来越多的观众， 以脱口秀为主题的综艺节目也获得较高的关注度。如

今，脱口秀也促成更多圈外人士的参与，从罗永浩到张雨绮，各行各业的人士以不

同身份纷纷加入进来，令脱口秀掀起更高的热潮。然而，随着脱口秀夺得一众目

光，部分脱口秀演员被观众认为表演内容不当等质疑也不时引发争议，此外在部

分脱口秀演员获得大量观众追捧之时，还有不少默默无名的从业者正等待着自己

的出头之日。在众生相下，近年来兴起的脱口秀也需要打破摆在自己面前的这道

坎以获得更大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