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观众还在感慨传统喜剧类综艺
日渐疲软，只能依托“脱口秀”等新样式
方能奏效之时，《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却
如同它朴实 、简明的名称一样 ，用一个
一个扎实的创作 ，在喜剧综艺这条 “拥
挤的赛道”上，跑出了“后发优势”。没有
“顶流”，一群自嘲“腰部”“脚腕子”的喜
剧人，凭借对时下人们生活痛点 、流行
话题的敏锐捕捉，在引来“哈”声一片同
时，更透过讽刺视频网站收费 、吐槽年
轻人脱发 、 关注社交恐惧等一系列话
题，引发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

“好的文艺作品 ，不仅能够带来快
乐和感动，同时还应具备一定的时代功
效。 ”节目出品方米未传媒创始人、CEO

马东说：“文艺作品应该像时代一面镜
子，照见时代生活的某一个侧面 ，让观
众可以从中释放焦虑情绪、思索一些命
题，喜剧的意义就显现出来了。 ”

挥别“喜头悲尾”，
以“素描喜剧”着眼时
代生活的最小单位

曾几何时 ， 为防止作品流于逗人
发笑的肤浅层面 ，喜剧人的惯常做法 ，

是在尾声加入催人泪下的情节以升华
主题，来实现“寓教于乐”的目的。 这一
模式下，也有经典作品。 然而一旦成为
创作的套路 ， 致使一部分创作流于刻
意的说教和煽情 ， 喜剧的基本功———

笑料供给反倒捉襟见肘 ， 进而引发观
众的不满足。

面对于此 ，定位为 “原创新喜剧竞
演综艺”的《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选择以
“素描喜剧 （Sketch）”作为突破口 ，抓
住当代人社会生活普遍能感受到的某
一个细节，进行充分挖掘 ，来实现笑料
的层层堆叠。 首期亮相的话题作品《互
联网体检 》便是如此 ，它一口气将用户

隐私泄露 、广告过长 、恶意弹窗 、诱导
购买会员 、强制下载软件 、限速下载 、

“卖惨式 ”直播带货等不良现象讽刺了
个遍。 引发观众爆笑之余，也戳中观众
“苦互联网收费乱象 ”的痛点 ，使长期
压抑的不快得到集中的释放和纾解 ，

因而也就成为嘉宾李诞口中的“喜剧中
的爽剧”。

这种针对某一现象 、话题 ，以独特
的视角铺陈密集的笑点 ，正是 “素描喜
剧”的要义。 《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中的
大多数作品没有将议题撒得很广，而是
选择了时代生活里的最小单位。 比如，

《三毛保卫战》 聚焦当代年轻人因为工
作压力脱发的困扰；《偶像服务生》借壳
饭馆应聘，密集讽刺了畸形偶像生态和
不良饭圈乱象；《站台》借用朱自清名篇
《背影》的场景设定，展现羞于表达爱的
父亲如何克服尴尬与儿子真情相拥的
故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站台》中，

观众每一次以为父子即将相拥准备感
动之时，就被一个“笑点 ”逗乐 ，极大消
解了“喜头悲尾”惯性下的心理预期。可
这并不削弱作品对于两代人情感表达
差异的思考深度。

“套路年年有，创作者要常用常新。

当观众都能感觉到你要‘上价值’了，说
明你的创作已经被淘汰了。 ” 马东说。

“上价值”，这是网友对于一些辩手在辩
论结尾通常采用的强化主题技巧的调
侃，如今也成为《喜剧大赛》创作中警惕
所在，而这种创作自觉 ，也得到观众的
积极反馈 ，目前节目播出六期 ，豆瓣评
分达到 7.8 分。

“观众会发现 ，我们所创作的话题
都发生在自己的身边，自己过去对此或
许有困惑不解 、或许有感受 ，但缺少的
是有人去把这个‘气’打通。 而喜剧做的
正是这个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的处理，

让观众在收获笑声和眼泪同时，感受到
正向情绪价值。 ”在马东看来，喜剧同其
他文艺作品一样 ，解答困惑也好 ，纾解

焦虑也好 ，带来会心一笑 ，所要做的就
是反映观众所身处的时代。

聚焦创作全过
程，凸显喜剧艺术
的“共创”力量

《喜剧大赛》的另一创新点，是难得
地将镜头给到了编剧和表演指导，去向
观众揭秘创意由来、 创作心路历程，引
发观念的碰撞。 身处于信息爆炸时代，

观众需要了解到更为全面立体的创作
全过程。 马东说：“一个好的节目就是要
打破既有理论，打破内容形式边界。 不
管你是谁，让作品说话。 ”

而这也是节目推崇的喜剧创作底
层方法论———共创。相比于此前的同类
节目，节目组更为深入地介入到创作全
过程中，从而为作品品质严格把关。 节
目中， 每个参赛者并非带着团队而来，

而是进入工作坊集中创排，进而重新组
合成喜剧小队。 聚焦于一个作品的诞
生，则是由参赛演员抛出自己的创意 ，

交由编剧班底完善丰富 。 而演员在创
排过程中所堆加即兴的包袱和笑料 ，

则再由编剧负责进一步梳理整合 ，最
终才有舞台上的精彩作品 。 这一过程
模糊了演员和幕后创作人员的边界 ，

表 、导 、演杂糅一体 。 参与 《互联网体
检》《这个杀手不太冷 》 等多个爆款作
品的编剧六兽，本身就是某脱口秀俱乐
部小有名气的演员 。 不过鲜为人知的

是，六兽最初是以演员身份参选的 ，四
个月的培训后 ，被淘汰了 。 他意识到 ，

与专业演员相比 ， 他在表演上还有着
差距。

把合适的喜剧人放在合适的位置
上，节目就“好看”了。也正因如此，其他
选秀中被视为“回锅肉”的腰部演员、选
秀老面孔，凭借优质内容加持，在《一年
一度喜剧大赛》中有了更出彩的表现。

创造新的“被看
见”机会，能否为喜剧
行业输送正向力量

快乐的需求是与生俱来的 。 回看

《一年一度喜剧大赛 》的成功背后 ，是
喜剧所拥有的最大受众公约数 。

自上世纪 80 年代初在央视春晚
上诞生了小品这一文艺样式过后 ，其
一直是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笑的艺
术 。 进入新世纪 ，从 《笑傲江湖 》到
《欢乐喜剧人 》 《喜剧总动员 》 《我为
喜剧狂 》《金牌喜剧班 》……综艺真人
秀的兴起 ，大幅提升了喜剧的 “曝光
度 ”。

与此同时， 一大批喜剧人还在影
视市场找到了新舞台 。《乡村爱情 》系
列一连出了 13 部 ，捧红了一众喜剧
人的同时 ，剧中的 “象牙山 ”也成了不
少当代年轻人的 “精神原乡 ”。而从开
心麻花出品的 《夏洛特烦恼 》开始 ，喜
剧人进军大银幕的道路也越走越顺
遂 。直至今年年初贾玲自编自导自演
《你好 ，李焕英 》，创下中国影史票房
第三的惊人成绩 ，让我们着实看到了
喜剧强大的市场号召力。

另一边 ， 除了凭借影视成为头部
艺人的喜剧演员之外 ， 更多的喜剧演
员尤其是小品演员， 如今选择转战短
视频 、直播平台 。 郭冬临 、冯巩 、潘长
江等资深小品人拍摄的搞笑短视频 ，

往往轻易能获得 “百万级 ”点赞转发 。

有人将其看作是专业喜剧人对网红的
“降维打击”；有人却认为，一条短到十
几秒的视频与其说是一个喜剧作品 ，

不如说是一个段子 ， 伤害了喜剧的精
耕细作。

业内人士指出 ，新的赛道创造着
新的 “被看见 ”的机会 ，但如若是以
挤压创作和表演空间为代价 ， 那将
是遗憾的 。作为一档竞演综艺 ，《一年
一度喜剧大赛 》凭借好表演 、好创作
和好作品赢得了观众的初步认可 ，完
成了节目的使命 。 然而更进一步 ，我
们期待着 ，其通过一系列作品和方法
论传递 “新喜剧 ”理念 ，为行业发展吹
来一股劲风 。

网络文学彰显“国之大者”
拓展现实题材新方向

欧阳友权

没有顶流、赛道拥挤，这档综艺凭什么跑出后发优势
黄启哲

中国作协在 2020 年扶植了 40 部重

点网络文学作品， 其中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一带一路”、决胜全面小

康、决战脱贫攻坚、同舟共济、全民战疫

等主题专项 10 余部。

2021 年 5 月 ，“红旗颂———庆祝建

党百年·百家网站·百部精品” 网络小说

评选，就有 100 部网络小说入选，它们都

是有影响力的现实题材小说， 前 20 名

为：《大江东去 》《繁花 》《复兴之路 》《太

行血 》《遍地狼烟 》《写给鼹鼠先生的情

书 》《烽烟尽处 》《无缝地带 》《大山里的

青春 》《网络英雄传 》《粮战 》《致我们终

将逝去的青春 》《朝阳警事 》《中国石油

人 》《最强特种兵 》《大漠航天人 》《一脉

承腔 》《天下网安 ： 缚苍龙 》《2.24 米的

天际 》《中国铁路人 》……

这批网络文学作品聚焦社会现实，

表现当今时代人们的生活面貌，书写日

常生活中人们的喜怒哀乐 、 爱恨情

仇 ， 凸显了现实题材反映时代精神 ，

体现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文艺创作

题材 。 经政府倡导 、网站引导 ，网络作

家探索创作新路 ， 现实题材网络作品

开始增多 ， 逐渐成为一种网络文学的

热点现象 ， 焕发出网络文学新的潜力，

在与传统文学的创新性融合中，网络文

学汇入新时代文学彰显 “国之大者”的

发展大潮。

网络文学曾经剑
走偏锋：玄幻架空穿越
类最多最长

走过 20 年发展历程，网络文学曾经

剑走偏锋———玄幻架空穿越类小说独

大。 2003 年起点网创立“VIP 付费阅读”

后，网络文学出现爆发式发展态势，玄幻

奇幻、仙侠修真、架空穿越等幻想类作品

数量最多，篇幅最长，在网民中的影响也

最大，起点、晋江、纵横、17K,这些大网站

上储藏的大都是幻想类小说。

网络作品“满屏玄幻”带来的副作用

有二：一是作品篇幅越来越长，二是文学

离现实越来越远。 在网络小说中，400 多

万字的篇幅并非罕见，特别是玄幻、仙侠

和架空类的历史小说， 一部小说三五百

万字是常态， 如 《斗罗大陆》297 万字，

《择天记 》314 万字 ，《斗破苍穹 》532 万

字 ，《宰执天下 》735 万字 。 愤怒的香蕉

2011 年开始在起点连载《赘婿》，到现在

已写了 520 万字仍在续更； 善良的蜜蜂

的《修罗武神》2013 年上线，至今续更了

1060 万字尚未有结束的迹象；平凡魔术

师持续连载的 《九星霸体决 》 已超过

1197 万字，改编的有声小说收获粉丝无

数；雷云风暴的《从零开始》、淡然的《宇

宙和生命》均超 2 千万字。

网络文学作品按字数付费， 按章节

订阅，长，才能赚更多钱，长，才能扩大粉

丝群，形成“阅读粘性”，吸引粉丝订阅和

打赏；怎样才能写得长呢？ 必须是玄幻、

修仙、 架空历史的题材才能没完没了地

升级、打脸开挂、扮猪吃虎，所以就写得

很长。现实题材小说有现实生活做参照，

不容易展开天马行空的想象， 很难写得

太长 ，骁骑校 《匹夫的逆袭 》239 万字已

经算超长了， 丛林狼 《最强兵王 》4040

章，800 多万字，简直就是“奇迹”。

网络文艺有两大特殊性： 一是受众

广泛，一是受众对象年轻化，青少年是网

络文艺的受众主体 。 截至 2021 年 6 月

底， 中国网民 10.11 亿， 网络视频用户

9.44亿，网络音乐用户 6.58亿，网络游戏用

户 5.18 亿，文学网民 4.61 亿 ，网络动漫

用户 2.97 亿。 这种以“亿”为单位的用户

规模是任何一种传统文学、 传统艺术所

难以比拟的。这些受众里，最主要的人群

无疑是青少年。 这样的超长篇充斥数码

终端，网络文学与生活越来越远，任其发

展的话将会让数以亿计的青少年陶醉在

虚无缥缈的幻想世界，整天做着神仙梦、

武侠梦、君王梦、爱情梦，对他们的社会

认知和人生选择，对他们的世界观、价值

观、人生观的形成，都将产生或直接、或

潜移默化的影响。

网络文艺创作现
实题材：反映时代，服
务人民

倡导现实题材创作是对网络文艺

曾经 “玄幻满屏 ”的调适与纠偏 。 如何

在新时代语境中引导网络文艺 ？ 只有

创作现实题材 ， 网络文艺才能更好地

扎根社会 ，反映时代 ，服务人民 ，才能

更好地发挥网络文艺在这个时代应有

的职能作用 。

从 2014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文

艺工作座谈会讲话开始，网络文学开始

向现实题材、 向主旋律、 向正能量、向

“以人民为中心”创作转向。 2014 年 12

月 ，广电总局出台了 《关于推动网络文

学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网络文

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真善

美 ，传播正能量 。 ”2015 年中国作协开

始举办“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国家广

电总局开始举办“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

品推介”，让榜单评选引导网络创作。同

年 10 月，中共中央出台《关于繁荣发展

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 以中央文件的

形式正式提出“大力发展网络文艺”“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2016 年

11 月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 、 中国作

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提出 “文运同

国运相牵 ，文脉同国脉相连 ”的文艺主

张 。 2017 年 6 月 ，广电总局出台了 《网

络文学出版服务单位社会效益评估试

行办法 》对文学网站平台提出了 “社会

效益优先”、实现“双效合一”的要求。

对网络文学的题材选择积极引

导 ，让内容转向 、归航的同时 ，政府还

采取行政和法律的手段打击网络文艺

领域的盗版侵权 ， 净化网络环境 ，实

现了引导与监管 “两手抓 、两手硬 ”的

效果 。 经过近 6 年多的不懈努力 ，我

国的网络文艺面貌大变 ， 现实题材创

作日渐成为网络文艺创作者的艺术自

觉 ，现实题材作品明显增多 。 《2020 中

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 》 显示 ， 在 2020

年新增的 315.9 万部网文中 ，现实题材

占 40%。

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 业界管理

者与经营者的积极调适和网络作家的共

同努力下， 近年来网络现实题材作品明

显增多，质量也有所提升。

2020 年入选国家图书馆永久典藏

的作品中，就有现实题材的卓牧闲《朝阳

警事》、齐橙的《大国重工》、志鸟村的《大

医凌然》、真熊初墨的《手术直播间》、会

做菜的猫的《美食供应商》、唐四方的《相

声大师》等 14 部。

2019 年“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主题网络文学作品暨优秀网络文学原创

作品推介的 25 部中， 有 20 部属于现实

题材，占比为 80%。 一批反映创新创业、

社区管理、精准扶贫、物流快递、山村支

教、 大学生村官等众多领域的现实题材

作品脱颖而出。

中国作协 2020 年网络文学影响力

榜单中的 10 部网络小说，有 7 部都是现

实题材作品，如《大国战隼》《长乐里：盛

世如我愿》《北斗星辰》《情暖三坊七巷》

等，还有一部《第一序列》是现代都市+玄

幻，也和现实题材相关。

现实题材创作向
网络影视、网络动漫、网
络游戏领域不断拓展

现实题材在网络影视中纷纷亮相 ，

据 《中国网络文学年鉴》统计 ，2018 年由

网络小说改编的电视剧 84 部 ， 其中现

实题材占 37 部，如《大江大河》《为了你

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 》《创业时代 》《橙

红年代 》等等 ；由网络小说改编的网络

大电影 17 部 ， 其中现实题材有 9 部 。

2019 年由网络小说改编的电视剧 82

部，其中现实题材有 38 部，如《都挺好 》

《惊蛰 》 《光荣时代 》《全职高手 》 《七月

与安生 》等 。 2020 年由网络小说改编

的电视剧 55 部 ，其中现实题材 28 部 ，

如 《黑白禁区 》《太太万岁 》《沉默的真

相 》 《三十而已 》 《隐秘的角落 》 《三叉

戟 》等 。

在网游领域， 现实题材也开始受到

重视。如《真实幻象》《中国式家长》《美丽

世界 》《都市 2046》《身份游戏 》《都市特

种兵》，还有各类现实虚拟题材的单机游

戏等等。现实题材的网络动漫也有亮点：

《理想禁区》《全职高手》《记录的地平线》

《心理测量者》《我是江小白》《青春成长

记》《聪明的顺溜》《那年那兔那些事儿》

等等。

国家新闻出版署推出“2020 优秀现

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网络文学出版工程”，

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首次将奖项颁给

网络文学作品（《大国重工》）。 现实题材

网络小说《蹦极》近日获“中国好书”奖。爱

奇艺副总裁、影视文学研发中心总经理张

恒在第五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上也谈

到，在今年的优秀影视 IP 作品评审会中，

有越来越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涌现。

阅文集团已连续举办了 5 届现实题

材网络文学征文大赛。晋江文学城的“建

党百年峥嵘岁月主题征文” 活动正在进

行中。点众文学开展了关于乡村振兴、共

同富裕等的现实题材征文。

网络文艺在创作题材上的“纠偏”已

大见成效。 青年评论家霍艳认为：“网络

文学越来越落到现实中来， 所反映的问

题也越来越具有现实性。 从生活的苦闷

到人生价值的选择， 更进一步启发人们

对国家发展、 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等重

大问题的思索。 ”

现实题材网络文艺创作更符合我国

社会主义文艺发展方向，有助于网络文艺

弘扬核心价值观，发挥网络文艺在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打造导向

鲜明、内容优质的精品，引导心系人民、观

照时代的创作，让网络文学汇入新时代文

学彰显“国之大者”的发展大潮。

（作者为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
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当前的网络文艺， 现实题材创作已经从一种倡导，

变成了一个焦点，一个创作风口，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备
受社会和文艺界关注。从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到网络游
戏、网络动漫，现实题材作品都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一
批反映创新创业、社区管理、精准扶贫、山村支教、大学
生村官等众多领域的现实题材作品脱颖而出。

观点提要

▲荨 《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用一个一个扎实的创作，在喜剧

综艺这条“拥挤的赛道”上，跑出了“后发优势”。 图为这档综艺的

海报、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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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
古代宝藏“活起来”

荩10 版 ·热点

《牡丹亭》如何投射八角亭的“谜雾”

瞧，那些“刹那”间迸出的诗句
荩11 版 ·文艺百家 荩12 版 ·影视

《斛珠夫人》口碑“滑铁卢”尴尬了谁

自带话题的新片《门锁》为何评分下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