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

吴莫愁：

自信 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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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个中国人都在畅想着属于
自己的中国梦的今天，有一个不一般的

女孩儿正在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音乐之
梦。“不做第一，只做唯一”的她，或许正

在成为中国亿万年轻人心目中的草根偶像。
她，就是“独一无二”的“90后”女生吴莫愁。

“我是在音乐大篷车里长大的，在爸爸那
个年代，大篷车象征着热情、勇敢、自由。”
吴莫愁说。

以往人们看待“90后”，无论是红色年代走
来的老一辈人，还是伴随着中国日新月异、也曾

备受争议的“80 后”们，“90 后”总被这些“过来
人”贴上自私、叛逆和过度追求个性等种种负面的标
签。但在吴莫愁身上，你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另一种东
西——成长在 21世纪的中国的年轻一辈，他们青春、
奔放、热情、勇敢、自信……满满的正能量，象征着
希望和旺盛的生命力。

始终记得，20岁的吴莫愁 2012年 7月在 《中国好
声音》 的首次出场，她的声音、她的气场、她的自
信，她的全部所表现出的舞台范儿，瞬间感染了在场
的每一个人。从她出场的那一刻起，仿佛就注定了：
这个不一般的女孩儿，她的潜力绝不仅仅限于“好声
音”的舞台，她自信地展现出独特魅力，那一刻，仿佛
她拥有这个世界。正如那一句嗨翻全场的歌词——

“We just wanna make the world dance！（我只想舞动
这个世界！） ”

对很多凭借选秀而成名的歌手来说，个人的可塑性
或许是最难能可贵的。显而易见，吴莫愁就是可塑性非
常强的。吴莫愁两年来令人惊喜不断。2013年2月，吴
莫愁在华人传统春节期间亮相国际顶级地标纽约时报广
场广告，成为登上该广告的首位华人歌手，向世界拜
年。同年的第四届中国文化娱乐产业年会中，吴莫愁代
言某品牌可乐，推出的广告歌 《就现在》 在短短一年内
二度获得权威产业大奖的肯定。同时，凭借与生俱来的
时尚感，吴莫愁仅用 3 个月就完成国际五大刊中四刊的
封面大片拍摄。“前沿”、“新潮”、“先锋”、“变革”都是
吴莫愁的标签。去年 3 月，吴莫愁以唯一受邀华语地区

“90后”歌坛新人代表的身份参加巴黎时装周，她也因此

成为国际四大时装周邀请的唯一华语乐坛“90后”新锐
势力代言人。 如今，吴莫愁已代言诸多国际大牌。

中国人给世界的印象，往往是中庸、内敛与故步自
封。但吴莫愁这个从选秀节目中脱颖而出的年轻人，展
现给世界的则是完全不一样的气质——自信、不羁、张
力十足。“90后”的天空，五彩斑斓。与这个特别的时代
同步，吴莫愁在当今中国社会的成名之路和她努力追求
音乐梦想的故事，就像是出生在“后改革开放”时代新
一代中国年轻人的一个缩影，折射出中国这个古老而神
秘的东方古国更具活力、更多包容、更显国际化特质的
精彩现实……

近年来，“喜剧”这种让人开心让人笑的艺术形式越来
越受到国人的宠爱和追捧，从以郭德纲为首的德云社相声阵
地不断扩张，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到以赵本山为首的刘老
根大舞台遍地开花、形成产业，再到永远都备受瞩目也永远
都需要准备迎接吐槽和口水的央视春晚语言类节目，以及网
络上以大鹏《屌丝男士》为代表的网络热剧，无不体现着大
家对喜剧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而这所有的期待终于在2014
年集体爆发，中国内地的电视荧屏迎来了不可阻挡的喜剧风
潮，前前后后将有近20档喜剧类电视节目汹涌而至，原本总
是抱怨生活不够欢乐，笑不出来的电视观众，究竟该选择哪
一档栏目追随下去，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难题。近日，湖北
卫视与能量影视联手推出的大型电视喜剧真人秀节目《我为
喜剧狂》在这一众节目当中一马当先，自2月13日情人节元
宵节前夜播出以来，每期节目都赢得较高收视率，堪称超级

黑马。
《我为喜剧狂》究竟好看在哪儿？带着这样的疑问，笔

者回看了这档节目，发现了其中的几层原因。
首先，同样是采取选秀节目的导师与选手互选的模

式，但 《我为喜剧狂》 的 3位导师郭德纲、谢娜和英达
显然更加真实，没有“夸到死”、“踩到死”的表演秀，
也没有大谈梦想、猛灌“心灵鸡汤”的高大上，更没
有装模作样的互相争抢，而是充分考虑自己是否真的
给选手带来艺术上的实际帮助。3位导师更像是与台
上演员配合表演的喜剧演员，他们并非刻意安排的

“互动”方式显然收获了奇效，台上台下屏前屏后乐
成一片，形成了整个节目全程“无尿点”的状况。

其次，也许是受了现场导师真实、亲切、贴
心、不装的影响和熏陶，来到《我为喜剧狂》的选
手也不自觉地融入到这种氛围当中，选秀节目当中
常见的煽情、比“惨”、比下限的情况锐减，来自
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喜剧”表演者用他们真实
的喜剧表演水平和现场发挥去征服导师和观众，电
视机前的观众乐在其中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另外，《我为喜剧狂》的制作团队显然深谙综
艺之道，制作方曾制作 《鲁豫有约》、《壹周立波
秀》、《超级演说家》 等口碑卓著的优秀电视栏
目，编剧启用了以创作 《屌丝男士》 系列而受到
关注的李亚，剪辑团队是 《爸爸去哪儿》 团队，
总导演是 《中国达人秀》 第一季的张志鹏，强大
而专业的制作团队为节目从阵容搭配、内容创
作、视觉处理到节奏把握等方方面面提供了保
障。

对于中国的喜剧文化来说，2014 年或许是非
常重要的年头，如何从群众中选拔出优秀的喜剧
演员和喜剧创作者，意义远远大于节目收视率本
身。《我为喜剧狂》突出重围固然可喜可贺，但能
否最终为中国喜剧领域发掘和培养一批值得推崇
的优秀人才，还让我们拭目以待。

日前，“爱心驿站”大型公益活动在央视启动。活
动将从 《寻找最美乡村教师》、《寻找最美乡村医生》、

《寻找最美孝心少年》 等“最美”系列，《梦想合唱
团》、《梦想星搭档》 等“梦想”系列，《新春走基

层》、《蹲点日记》等“走
基层”系列，《为了你》、

《舞出我人生》 等公益栏
目、节目中选取困难团体、弱势群体以及个人作为受
助对象，倡导央视两万余名员工“随手做公益”，奉献
爱心、传递爱心、分享爱心、接力爱心。

（文 依）

“人进去，相片出来；饼干进去，面粉出来。”这是每天乘坐地铁上下班的网友们对北
京地铁早晚高峰时段的形象描述。目前，北京地铁客运量几乎每天都超过1000万人次。如
果说春运是中国人每年一次最大的人口迁徙，那么对于早晚高峰时段的北京地铁来说，这
里天天是春运。日前，央视记者“走基层”拍摄的 8 集电视纪录片《开往春天的地铁》在播出
后，引发了众多观众的共鸣。这部纪录片“接地气”，所以“有人气”，不仅反映了北京地铁的拥
挤状况，提出了城市发展规划的大问题，还讲述了乘坐地铁的普通人和地铁工作人员各自不
同的故事，这故事里又有我们的共同心声，让坐过北京地铁的人们产生无限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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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往春天的地铁》 这部纪录片共 8 集，每集大约 10
分钟。该片编导鹿敏告诉本报记者，他们大约从2013年9月开
始拍摄，一直拍到今年春节后片子里拍到的上班族都回京了，
又补拍了一些，算起来前后有将近半年。鹿敏说：“这是中央
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任、主管‘走基层’的杨华交给我们新闻
评论部新闻纪实节目组的‘命题作文’，当时他也是看到互联
网上有个帖子谈到挤地铁的内容，受到启发，就让我们去做。”

以人为主，可看性强

虽然这是一部以北京地铁为主角的纪录片，但除了地铁人
多、拥挤的真实状况，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片中的普通
乘客和地铁工作人员，比如西安来京打工的罗心，海南师范大
学来京实习的女大学生李丽君，90万公里无事故的地铁司机廖
明和西二旗地铁站年轻的女值班站长李思野等。他们每个人都

有着和别人不一样的有关自己与地
铁的故事。

鹿敏介绍，因为摄制组的成员
大多长年做纪录片，比如拍讲述老
百姓生活故事的 《百姓故事》，或
者曾经制作 45 分钟的纪录片 《纪
事》，因此 《开往春天的地铁》 也
较多采用了纪录片手法。由于延续
了 《生活空间》 和 《纪事》 的风

格，以关注人为本，从人物入
手，所有的拍摄都有人物，而
且重在塑造人物群像，体现现
在进行时的东西，所以很有可
看性，比较“抓人”。

8 集的片子分了两条线，
一条以上班族罗心为代表，另
一条以地铁值班员、列检员、

司机等为代表，这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就构成地铁的全貌。
鹿敏说，尤其是拍夜间工作的列检员等，“也是希望有点揭秘
性的东西，我们都睡了，但还有人在彻夜工作，维护地铁线路
和车辆”。北京地铁方面的采访是首先进行的，他们详尽地介
绍了有关情况，领导、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都积极配合拍摄。
还推荐了 5个最拥挤的站点，后来鹿敏他们就选择了西二旗、
四惠这两个城乡结合部的站点来进行主要的拍摄。地铁人潮人
海涌动、如同战场的挤车状况和乘务人员辛苦维护交通安全，
将门口的乘客推上去，把下不来的乘客拽下来的画面，都来自
这两个站点。

鹿敏说，起初还怕找不到合适的拍摄对象，后来发现知道
这事的同事、朋友们反应都很热烈、踊跃，“可能就因为大家
都有挤地铁的切身体会”。最主要的拍摄对象之一罗心租住在
昌平史各庄，鹿敏在网上的“史各庄吧”里发现他的帖子“挤
地铁秘籍”，私信给他说了拍片子的事。罗心觉得，在离开北
京前能有机会记录下自己在这里的生活也挺好的，双方一拍即
合。从罗心开始，摄制组又拍摄了和罗心一起挤地铁的小白以
及那些住在同一楼层的人们。李丽君是鹿敏微信朋友圈里的朋
友推荐来的。

“将熟悉的生活陌生化”

拍摄过程中，鹿敏的最深感受是，地铁实在太挤了，甚至
自己不用急着上，后面的人自然会把你推上去。有一次，鹿敏

带了一个小摄像机，在车厢里听身边的两个女孩子聊挤地铁聊
得很好，想拍一段，可是身边一点空隙也没有，那小摄像机怎
么也拿不出来。她说，不坐班的人也许体会不到，坐地铁两个
小时上班，再坐两个小时下班的成本有多高，有多辛苦，“上
班族从周一到周五这样奔波，真是太不容易了”。

上班族罗心、小白、李丽君代表的是广大的地铁乘客一
族。他们因为房租便宜，就住到了城郊，如何挤上地铁，准点
进城工作是他们每天的必修课。但他们对北京的感受不是一成
不变的。罗心希望来北京学到该学的东西，获得应有的资源，
然后回西安工作、生活；而来京实习的李丽君从艰难挤地铁导
致对北京有些排斥，到慢慢对北京有了感情，最终希望在这里
实现自己学拍纪录片的梦。

为什么非得挤地铁？挤得如此辛苦的这些“北漂”为什么
还留在北京？就为了这个“梦”、为了北京这个城市提供的那
些“可能性”吗？片子并没有给出很明确的结论。央视评论员
杨禹将地铁的拥挤问题升华到城市规划问题和资源问题。鹿敏
说，拍摄这个片子不仅仅是要反映大家的甘苦，她在片子的解
说词里写到：“地铁不仅是交通工具，也是城市的血管和脉
络，它还是一个重要的载体，带着大家的梦想在城市穿行。”
如今回忆起来，她最主要的感想是：“我们的纪录片里有很多
人的声音，本来这些声音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无论坐地铁
的人还是地铁的工作人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用地
铁这个载体把所有这些都串了起来，就产生了很大的张力。”
她说，他们进行的是一个央视纪录片领军人物陈虻生前说的

“将熟悉的生活陌生化”的工作，“平时看到的地铁景象已经让
我们熟视无睹，现在用纪录片手法拍摄完以后重新看，就有了
不同的感触，通过对习以为常的事重新解读，我们和观众都得
出了不同的结论，获得了不一样的感受。”

央视举办“爱心驿站”大型公益活动

评委谢娜 （右） 在 《我为喜剧狂》 节目中与选
手共同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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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舞舞

挤地铁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地 铁 乘 客 ：
纪录片的拍摄对
象之一、从海南
来京实习的李丽
君

地铁乘客：纪录片的
拍摄对象之一、从西安来
京打工的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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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工作人
员：西二旗地铁
站年轻的女值班
站长李思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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