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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靜期冷靜期」」中的脫口秀演員
中的脫口秀演員

翻看脫口秀演員三弟的微博，幾
乎每隔兩天她都會在微博上面記錄

下一些新段子——對於一個和程璐（中國內地脫口秀
編劇、演員）幾乎同時踏入脫口秀圈子、被其他同行
稱為「元老級別」的演員來說，這樣悠長歲月的堅
持，並非是一般人做得到的事情。「我的痛苦，基本
上都是源於創作。」三弟說。
十多年前，三弟還是一名深圳外貿公司的職員，每
天的工作就是安排訂單、跟蹤工廠、聯繫客戶。一次

豆瓣興趣小組的同城活
動中，作為觀眾的三
弟自告奮勇地上台
講 了 幾 分 鐘 ：
「其實就是做
了一個自我介
紹，但講得
比較搞笑，
沒想到大家
的反應不
錯。」從
小 喜 歡
看相聲
小 品 的

三弟，就此從中找到了樂趣。
那時中國脫口秀演員少，女演員更罕見。相較於
其他女演員，三弟敢於自黑，拿自己長得像李宇
春、外形似男人婆等特點開玩笑，這樣的段子反倒
能產生奇妙的效果，拉近了她與觀眾的距離。再後
來，她發現講脫口秀也能養活自己，便從深圳辭職
去了上海，身兼演員與編劇直至今日。

觀眾要求更嚴苛 笑點與深度並存
「去年有段時間，我和身邊的同行的確都有些

迷茫，考慮過換行
業 。 」 三 弟 說 。
2023 年 5 月，因
行業原因，不少
脫口秀演出暫

時停滯。當時，包括三弟在內的簽
約演員頓時慌了神。「有點不知所
措，不知道未來會怎麼樣，大家當時多少都有點
慌了吧。」
這場漫長的「停工」持續了將近半年，直至去年年

底線下演出市場才慢慢恢復，讓大家有了上台的工作
機會，也逐漸恢復了希望與信心。
但對於三弟來說，除卻這次行業危機，她想轉行的
念頭是從入行起便如影隨形的。「現在的觀眾看過這
麼多線上和線下的演出後，要求比我剛出道的時候更
嚴苛，往往除了好笑之外，他們還希望有深度。」三
弟舉例，創作是一個持續性的過程，然而大多數時候
都很難創作出一個理想的段子，「我寫的段子裏，大
概只有10%能夠被成功帶到台上。而最困擾我的其實
是寫出一個段子，不知道它會成功還是會失敗。有時
候明明創作過程很愉快，但觀眾反饋很差，這就會讓
我很痛苦。」

絕望時靈感至 習慣自由難轉行
這樣的低概率，讓三弟非常珍惜靈感乍現的時機。
所以無論何時有了段子靈感，她都會立刻記錄下來；
偶爾，她也會去翻一翻以前的、被扔進「垃圾箱」的
段子，經過更新、修改，再拿出來講。「所以我說，
自己有些段子可能創作了兩三年，這並不誇張。」
目前，三弟正在進行全女性陣容的「三好姐妹」脫口秀

線下演出，同時也在積極籌備着自己的專場。雖然常年站
在「十字路口」想轉行，每天都在焦慮找梗，三弟卻也清
醒地知道自己很難再去從事別的職業了。

「一方面，這一行總體來說很自由，
我已習慣了這種節奏，回不去那種上班
打卡的工作了。另一方面，我總在絕望
的時候，突然收穫一個好的靈感，這會
讓我對明天又充滿了希望。」三弟說。

黑框眼鏡、淺色襯衣，這樣斯文的氣質
在脫口秀圈中並不常見；也因此，這位一
反「山東大漢」刻板印象的演員在參加了
脫口秀競技節目《脫口秀大會》後，便立
馬被很多觀眾記住並圈粉。
他，就是孟川。

「自己是一位內容生產者」
2023 年底，孟川首部長篇喜劇小說出
版；今年4月中旬到6月中旬，孟川的個人
專場《人和人和網》正在全國巡演中，他
奔波於內地各城市之間、進行多達26場左
右的演出，並且正在準備再戰今年的線上
節目……
「最忙的是剛剛過去的五一，5天4個城
市8場演出，很多地方是上午下午各一場然
後繼續趕航班，所以有點累。」行業的低
谷，似乎並沒有影響到孟川太多，提起自己
近些年見證過的「起起伏伏」，他情緒平穩
地說道：「我沒有太焦慮過，可能也是因為
我從來沒有單一地定義自己為脫口秀演員，
我覺得自己是一位內容的生產者。」

從未放下危機感 憂觀眾期待落空
2019 年，孟川參與錄製的《脫口秀大

會》第二季播出後，這個書生外表卻一口
山東腔的演員開始走紅。而第一次確切地
感受到自己真的紅了，則是在一次線下演
出裏。「有次在西安，有兩場演出連演，
下午場結束後，晚上場正在排隊，我趁着
間隙去衞生間沒想到被粉絲『圍堵』
了。」
但是沒有慌張、沒有躲避、也沒有太多
的情緒波動，孟川很開心地和粉絲們聊天
互動。在他看來，脫口秀演員不同於其他
藝人，不用打造神秘感、疏離粉絲。「他
們也會跟我們開玩笑，給我們有效的演出
反饋，實際上我很期待這種交流。」
當然，即使在鼎盛時期，孟川也從未放
下過「危機感」。「節目太火了！大多數
普通觀眾不知道的是，節目裏呈現的內
容，往往是我們攢了1到3年的段子，都
是最好的。」孟川回憶，觀眾對他們的預
期一下提升不少，但對於脫口秀演員來
說，一直創作、輸出好段子是一件並不容

易的事情。
「我們有個行規，線上演過的段子線下
不會再演了。再加上那時候黃牛把我們有
些票從幾百炒到幾千元一張，所以我會很
擔心大家在看線下演出時失望。」孟川直
言，這份「危機」並非來源於對自己飯碗
的擔憂，更多是怕自己對不住觀眾的期待
和付出。

停滯絕非壞事 反思後調整狀態
去年，線下演出停滯，在同行皆感焦慮
時，孟川卻認為自己收穫頗大。「前幾年
行業發展太快，大家都一個勁往前奔，很
多問題沒有暴露出來，也沒有人感受到這
個行業出了什麼問題。」孟川說，反而是
進入低谷期後，身邊人都開始冷靜地反思
並調整自己的內容和狀態。「可能大家多
少猶豫過要不要在這個行業繼續走下去，
但我相信大部分人還是會堅持，一方面是
喜歡這樣自由的狀態，一方面也是看好脫
口秀在中國的發展。」
至於他自己，不管外部環境如何變化，
孟川都在堅持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從2015
年開始，他就在微博寫段子，在小說網站
寫小說，這兩個愛好堅持至今都成為了事
業。「我喜歡寫東西，一件事貼近生活就
可以用在脫口秀上，變形一下，大開腦洞
又能用在小說上。」孟川直言，自己不僅
是脫口秀演員，還是一個編劇，一個作
家，這些職業可以互相滋補，互相影響。
「我很享受這樣的過程。」

再次見到李夢傑，他正坐在俱樂部後台的辦公室裏改
稿。作為「會說笑」脫口秀俱樂部的創始人，與一年前
的意氣風發相比，經歷過「月虧五萬」的他顯得有些低
調，也有些落寞。「坦白講，這一年線下脫口秀的票不
好賣，200人的場子經常坐不到一半。」為此，之前從
未踏上綜藝舞台的他，決定參加一檔線上脫口秀節目，
希望通過「出圈成名」為俱樂部吸引更多的觀眾。

目睹同行為脫口秀未來努力
在李夢傑看來，近一年的「冷靜期」對於行業並非絕對

的壞事，「現在我們寫段子，腦子裏都有一根弦——『冒
犯』要嚴守『尺度』」。「此外，各大線上平台也在醞釀
新的脫口秀節目，並給出了更合理的參與條件——此前如
果要上節目，脫口秀演員需要與出品方簽署長達數年的商
演合同，而現在則不再受一紙合約的影響，甚至可以完全
以自家脫口秀俱樂部演員的身份上台表演。」
「你能看到行業在復甦，也能看到身邊的同行在為之

努力。」李夢傑用「結了婚」來形容他與脫口秀之間的
關係，「無論富貴貧窮，從未想過要分開」。「走出舒
適區確實很擰巴，也很痛苦，但這已經是我最擅長的事
了。除了脫口秀，我沒想過還能幹哪行。所以，現在我
能做的就是不斷地打磨段子，期待在節目上『炸』翻全
場，讓我李夢傑的名字也成為金字招牌、票房保障。」

哪怕是「地獄難度」也要堅持下去
與線下演出相比，線上的脫口秀表演有着不一樣的玩

法和節奏。「線下的觀眾是特意買票來看演出的，他們
相對包容，也更有耐心，演員可以將梗融在故事裏，一
層層去推進；但是線上的觀眾只給你幾十秒的機會，一
旦開頭缺乏吸引力，大概率就『糊』掉了。」李夢傑用
「非常擰巴」來形容他目前的創作狀態。
「你要想在綜藝節目上走紅、出圈，就要遵守它的遊
戲規則，盡快地去適應它的講述節奏。」為此，李夢傑
給自己上了「地獄難度」——去陌生的城市演出，並擔
任開場嘉賓。「我已經很多年沒開場了，之前要麼是壓
軸，要麼是開自己的專場，現場觀眾的反饋都很熱
烈。」然而，前陣子他幾次將為節目準備的段子拿去線
下試水，都沒有取得理想的效果，「挫敗感極強！」
說話間，李夢傑瞄了一眼剛改完的段子，又刪去了幾
句話。「我現在每天十二點睡覺，早上八九點起床，其
他時間幾乎都在辦公室裏一遍遍改稿。經常是前一天靈

光乍現，覺得這個梗
可以，洋洋灑灑把自己給寫
興奮了，結果第二天醒來再看，好
爛，於是又全部刪掉。」既然那麼痛

苦，為何還要堅持？面對香港文匯報記者的疑問，
李夢傑用「不甘心」三個字作了簡短的回應。
「脫口秀還沒有被綜藝節目帶火的時候，我就開始很認
真地寫段子、講段子了。我可以很自信地講，無論是我的
內容架構，還是表演的講述節奏，都是行業第一梯隊的水
平。」李夢傑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此前藉着脫口秀出圈
的東風，他的線下演出也曾「一票難求」，散場後還有粉
絲排隊等待合影。然而當整個行業進入寒冬後，演員是否
「出圈成名」就成為了賣票多少的分水嶺。

純線下「走不通」必須「出圈成名」
「上過綜藝節目的演員，線下賣499元（人民幣，下

同）的專場票可以在一分鐘內售罄。我的內容並不比他們
差，但賣150元的專場做到兩三百人已經是極限了。」巨
大的落差讓李夢傑反思了自己當初的選擇——他曾為了保
持身份的獨立性，兩次婉拒了當紅線上節目邀約。「我曾
經以為只要段子好，就不用愁賣票，但現在發現——純線
下這條路『走不通』，你必須『出圈成名』。」
論及原因，李夢傑認為，這或者與人們消費觀念的轉
變相關。「以前
大家的手頭比較
鬆，他們願意花
99元去看一場不
知名的脫口秀演
出，圖個樂子就
好。但現在大家的
手頭緊了，雖然文
化消費的需求仍
在，但他們寧願多
花點錢，去買那些
已經成名的演員的
專場票，來換取現
場效果的保障。而
不是『浪費』99
元去『賭』一場不
確定好不好看的表
演。」

2023年年中，在脫口

秀行業如日中天的關口，因為連

續幾次的「不當言論」事件，行業進

入全面整頓，幾近寒冬。

脫口秀演員的現狀如何？香港文匯報記者

聯繫到了三位仍在業內的脫口秀演員。他們有

一個共識，雖然脫口秀工作按下了暫停鍵，但

他們的事業並沒有因此停滯。許多在行業快速

發展中被忽略的問題暴露出來，他們開始冷靜

地反思並調整自己的內容和狀態，嚴守「尺

度」，避免「只要『笑果』不計後果」。

「只有當潮水褪去，才知道誰在裸泳。 」

作為優秀的內容生產者，不僅要對行業發展

具有敏銳的前瞻性眼光，更要在嘈雜的名利

場中堅守本心。任環境「起起伏伏」，他們

持續打磨段子，期待能再一次憑藉實力與內

容「炸」翻全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薇、俞晝 深圳、杭州報道

減速沉澱
焉知非福

痛 苦 源 於 創 作 慰藉來自堅持

數 職 集 一 身 愛好成事業
走 出 舒 適 區 試水線上場試水線上場

◆孟川演出照。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三弟演出照。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正在進行線下演出的李夢傑。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