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一个朋友改行了。印

象中他一直很拼，自律，人好，

能做事，而且能够做成事。为什

么要在风生水起时改行呢？我感

到很意外。他说过去那个行业，

前面的路已经看到头了，再努力

发展空间已不大。就算还可以往

前进一步，但偏离自己想要的生

活又远了一程。与其在这里做

“偏航”的坚持，固守舒适圈，

还不如换个赛道，换种活法，回

归自己最想要的生活。

人生在世，能无波无澜、

不离不弃地用一生去做好一件

事，当属三生有幸。人生道路

千万条，不到万不得已，不想半

路改行的当属多数人吧？因为换

赛道，不仅要有放弃已有成绩、

离开舒适圈从头再来的勇气和果

敢，还可能直接引发有关居住

地、生活、家庭、子女和人际关

系等问题，要面对和处理一系列

的麻烦和焦虑。但世事无常，人

会不断成长、成熟、变化，也会

根据情况对人生道路进行校正，

必要时重新选择，也可能再攀新

高峰。

实现人生理想，有时需要

“死磕”，有时需要及时调整方

向和定位。保持既有的自信，再

勇敢地挑战自己一次，主动顺势

而为，应势而变，如果失败了，

就权当多一个经历和体验吧。不

该放弃的，放弃了会后悔，不该

坚持的，勉强坚持也会痛苦。所

以，听从内心的声音，该执着时

执着，该放下时放下，该换道换

方向时不惧变化。年轻时，我们

觉得只要足够拼，就可以无往不

胜，一步步向成功靠近。当经历

人生风雨，有了一定的阅历后，

思考更成熟，明白到光有勇气还

不够，人有长处和短处，事有适

宜与不适宜，做人做事，方向要

正确，方法要可取。当主观想法

或客观条件需要你去改变时，换

一个更合适的赛道继续奔跑，也

未尝不可。看准后尽全力去改

变，往往比结果本身更重要。

我的这位朋友，保持着对

“自己到底要什么”的清醒，宁

可放弃看得见的稳妥的前景，也

要冒着不可预测的风险，回归生

活本身，追寻自己所爱，让我对

他肃然起敬。原来他不只是不顾

一切、敢打猛冲的勇者，还是审

时度势、知止应变、不惧挑战的

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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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可

人到中年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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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闷，倒不如改变一下寻找新的

机遇。换道不换志，把挑战当机

遇，把困境当经历。

在不安分中赢得确定。如

今，换赛道不再是年轻人的专

利，中年人也可以有属于自己的

再出发。人生之路，不管是否要

换赛道，都要调整好心态，并保

持自己的“学习力”，用积极的

态度面对生活，脚踏实地去做

事，按照自己的节奏向前迈进。

我理解他下这个决心的不

易。不变赛道，一切都在既定的

轨道上，余生可以波澜不惊，一

切顺理成章。如今人到中年，换

赛道意味着放下十几年的行业感

情和积累重新开始，体力和精力

已大不如从前，还要对自己进行

全方位改变，前路充满太多未知

和不确定，结局还不一定比不变

好，但就是想和自己想要的生活

更近一些，无惧变换之后会遇到

的艰难。

人到中年才换赛道，并非一

无是处。过去的经历多多少少会

累积一些有用的资源和能力，为

重新开始提供帮助和参考。换赛

道也不是对之前人生的否定，而

是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实现自我价

值，获得新的成功。赛道变了，

干劲没变，精气神还在，未来仍

然可期。

换赛道，有主动和被动之

分。主动的是在形势还比较好的

时候顺势做出的抉择，是放下而

不是放弃，是变化而不是止步，

是新的出发，是一种积极思维。

被动的则是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仍然过不去人生的坎，或者发现

不适合自己，与其因失败委屈、

让“饭圈”返璞归真
□ 行  走

近日，中央网信办发布《关

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

的通知》（“饭圈”指粉丝群

体），出台取消明星艺人榜单、

优化调整排行规则、严管明星经

纪公司等十项措施，重拳出击解

决“饭圈”乱象问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葱岁

月，崇拜偶像追逐“爱豆”也往

往发生在这个年龄段。有人说，

这是因为少年在“偶像”身上看

到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大诗人

李白崇拜南北朝山水诗人谢灵

运，特地穿着谢公设计的登山

鞋——“谢公屐”，跟随偶像的

足迹到处游山玩水，过程中留下

了大量流传千古的名篇佳句。杜

甫又是李白的“铁粉”，经后人

统计，杜甫曾写过十余首诗歌赠

与偶像，变天时送上问候，李白

遭贬官时表达关切，李白去世

后，他更是一次次回忆两人交往

的细节，字里行间情谊尽显。崇

拜、学习，却不囿于机械的模

仿，最终杜甫成长为与偶像风格

迥异、成就却并驾齐驱的伟大诗

人。

放眼文体圈，这样的佳话并

不少见。现代作家冰心就是泰斗

级诗人泰戈尔的超级“迷妹”，

NBA球星凯文•杜兰特受偶像麦迪

的影响而更加努力，拿到两届NBA

总冠军。以“偶像”为目标，青

少年在追逐、模仿中，找到自己

的成长方向，自古有之，也合情

合理。然而近年来，随着娱乐产

业的火热，“饭圈”规模在日益

扩张的同时出现诸多乱象，一掷

千金、应援打榜、刷量控评、党

同伐异、互撕谩骂、人肉搜索甚

至跟踪偷窥等等，可谓是丑态尽

显、作妖不断，挑战着社会的公

序良俗和人们的认知底线。

随意举几个例子，便可窥

见“饭圈”的行为模式。2012年

9月，鹿晗转发曼联队球迷俱乐

部的一条微博，竟收获千万条评

论，创造了微博的第一项吉尼斯

世界纪录——“微博上最多评论

的博文”。王俊凯一条“15岁生

日”的微博，获得“转发最多的1

条微博信息”世界纪录。此外，

粉丝对“偶像”的支持更是真金

白银的投入，例如每年生日，明

星们不仅能收到粉丝送的价值不

菲的奢侈品，更有承包轻轨车

厢、直升机、国际机场的广告墙

等送祝福的各类大型粉丝应援活

动。声势之大，前无古人。花费

之巨，令人咋舌。

白描是诗的美学，在历代诗

词中，纯用白描手法写就的，可

称之为“白描体”。

何谓白描？《辞海》：“中

国画技法之一。源于古代的‘白

画’。用墨线勾描物象，不着

颜色的画法，也有略施淡墨渲染

的，多数指人物和花卉画。也泛

指文学创作上的一种表现手法，

即使用最简练的笔墨，不加烘

托，勾勒出鲜明生动的形象。”

在李元洛兄的新著《千年

至美莫如诗》中，专辟一节《白

描——〈约客〉》，此诗作者为

南宋末年的赵师秀，诗云：“黄

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

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

落灯花。”全诗写主人从白天等

到夜深，所约的友人没来，寂寞

无聊中听雨声、蛙声，在棋盘上

落子，为使灯亮而剪灯花，透出

多少怅憾之意。“令人惊叹的是

它的白描。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

德在他的名著《修辞学》中说，

比喻、对比与生动，为修辞学的

三大原则。‘诗与文之中，比喻

之为用大矣哉。’确实，比喻是

诗苑的奇葩，诗国的娇子，其他

如对比、象征、通感等等，都是

诗人文库中常备的利器。但是，

《约客》却一空依凭，纯用白

描。”（李元洛评语）以白描手

法写诗，还要求不着意去抒情，

情只能在近乎实写的环境、景物

及人物行动中，不露痕迹地透现

出来。至于议论、说理，皆在摒

弃之列。

宋代的范成大，善用白描手

法，如《四时田园杂兴》组诗，

便是为人称道的名作。录此中二

首共赏：其一：“蝴蝶双双入菜

花，日长无客到田

家。鸡飞过篱犬吠

窦，知有行商来买

茶。”其二：“昼出

耘田夜绩麻，村庄儿

女各当家。童孙未解

供耕织，也傍桑阴学

种瓜。”真实地描写

田园景状，不用比

喻、夸张、通感等手

法，也不直接抒情和

议论，这便是白描的

特色。宋词人辛弃疾

的《清平乐•村居》，

亦是此种类型作品：

“茅檐低小，溪上青

青草。醉里吴音相媚

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

儿正织鸡笼；最喜小

儿无赖，溪头卧剥莲

蓬。”

出生于湘潭农家

的齐白石，诗、书、

画、印俱佳。他忆写

田园生活的诗，深谙

白描的堂奥，清新、

真实、动人。

《往事示儿辈》：

“村书无角宿缘迟，

廿七年 华始有师。

灯盏无油何害事，自烧松火读唐

诗。”写他青年时代，白天干活，

夜晚自学，家贫买不起灯油，燃松

枝火把读唐诗。

《怀家山》：“千仞余霞

山，杜鹃花蕊繁。春深一夜雨，

红过那边湾。”朴朴素素，不事

雕饰，从白描中见出白石对故乡

之赞美与思念。

前几天，心血来潮画了一

幅画，老妈看后眉头紧锁，连连

摇头：“你小时候都比这画得

好。”

一时觉得语塞，心头五味杂

陈。

“我很喜欢画画”，这句话

我以前经常跟别人说。因为从某

种程度上来讲，这话也没错。

小时候，在美术方面确实

有些小天赋。在高中之前没有接

受过任何美术的专业训练，完全

凭着对图画的热爱却也画得信手

拈来，随手几笔，一头小鹿便跃

然纸上。在老妈至今还收藏着的

我的画作中，最为人称道的得意

之作，就是初中时候用铅笔临摹

的松鹤延年图了。“简直像复印

的”，这是很多人对它做出的评

价，我视作一种褒奖。

“画画”这个爱好，还要得

益于姥爷的启蒙。在我大概三四

岁的时候，姥爷就通过邮局给我

订了《幼儿画报》，那个年代的

一种幼儿连环画刊物，这一订就

连着订了三年多。那时候不像现

在，有那么多的书籍、玩具、游

乐场，一本画报就可以让我读上

好久好久。

七岁那年，姥爷去世了，

这份画报也再没订阅过。后来随

着几次搬家，这些伴随我整个童

年的图册也渐渐地不知所踪。尽

管如此，我还是一再地对别人说

“我爱画画”，甚至在去大学报

到的时候，我都背着

那很少打开的画夹，

就像一个不会弹琴

的人背着吉他招摇过

市，一个不懂摄影

的人拿着单反到处比

划。

其 实 ， 我 真 的

爱吗？爱！曾经真

的爱！只是“爱”还

没来得及变成热爱，

就被生活中更多的东

西所取代了。只是现

在的自己有时间做很

多事情，却唯独没有

时间给这件“喜欢的

事”。

由 于 种 种 心 理

的作祟，我们总是模

糊了 “喜欢”的真

实面目。本来真切的

样子，却慢慢变得雾

中花、水中月，沦落

成为“自以为是”的

囊中之物。对于老天

的恩赐，我们很容易

“恃宠而骄”，忘记

了珍惜，忘记了只有

付出努力才能保有这

点儿天分。

有时忙忙碌碌很

久，不过只是为了逃

避“不喜欢”，但它

不代表我们就知道真

的“喜欢”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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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印象

爸 妈 去 北 京 玩 了 一 个 星
期，兴高采烈的回家了。这是
他们第二次去北京，上一次去
还是上个世纪。这次他们专程
去了故宫，回来跟我兴奋地描
述：“真方便，手机扫一扫就
能买票！那时候，这里还没有
那么多楼呢，那时候的冰糖葫
芦才两毛钱一串。”

其实，爸妈第一次去故宫
的时候，心疼买门票的钱又嫌
弃队伍太长，就留下了几张在
红墙外到此一游的游客照，并
没有进去参观。

在我们小的时候，小伙伴
们最神气的照片，莫过于北京
旅游，留下一张在天安门前的
合影，和在故宫里穿着龙袍或
是格格装的写真。但我已经想
不起为什么，爸妈第一次去北
京的时候，为什么会没有带上
我，据他们回忆，我跟着奶奶
去姑姑家小住了。

故宫曾一度因为商业氛围
浓重遭到了批评，但是最近几
年，600岁的故宫成了网红，这
是谁都没想到的事。不仅故宫
文创产品风靡网络平台，《我
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
等等节日更带起了全民“故宫
热 ” 。 自 看 过 纪 录 片 和 节 目
后，我对故宫越来越感兴趣，
引发我第一次赶往故宫参观，
在此之前，我都是通过电视剧
或者图书来认识故宫的一楼半
宇、数瓦片檐。

故 宫 有 一 名 景 ， 就 是 在

故宫角楼外的护城河边经常聚集
着很多摄影爱好者，竞相按动快
门。我也成为其中的一员，留了
几张照片，可又觉得相机怎么也
记录不下蓝天、白云、垂柳，特
别是金顶红墙的中国红的美。

当走进故宫的时候是什么感
觉呢：一阵错愕。在我以往的印
象里，这座世上最大的皇宫，是
中国人引以为荣的建筑瑰宝，一
定的极为的气派和体面。然后参
观的时候的我的感想是：皇上的
生活，并不十分华贵，房子小而
旧，比起卢浮宫的富丽堂皇，怪
不得乾隆爷爱下江南。随着慢慢
的观赏、研究，却越发觉得，故
宫建筑并不是一个空壳，它有着
无比丰富的内涵，它与珍贵的文
物藏品联系在一起，共同展示着
中国历史文化的内涵和厚重。

有人在微博上说，现代女性
看不起娘娘们在宫里的生活，觉
得折磨孤寂。在珍宝馆，看了那
些宫里娘娘们使用的精巧物件，
我又想，后宫嫔妃们其实并不宫
斗，闲来无事躺在宫里赏玩各种
奇珍异宝，没事就去皇上修的御
花园转转，怎么会觉得无聊呢？
想想也对，不然为什么古代的女
子挤破头要进宫？

除了庄严肃穆，故宫给我的
另外一个感觉，就是神秘。对于
古时候的普通人来说，故宫（那
时候叫紫禁城）本身就是一个很
神秘的词，这里是皇帝的住处，
与世隔绝，庄严无比，而到了如
今，故宫虽然对外开放，但仍有

超 过 一 半 的 区 域 禁 止 参 观 。
听说，故宫在工作人员进宫殿
时 ， 要 敲 敲 门 ， 吆 喝 一 嗓 子
“我进来啦”，或者要咳嗽几
声，导致我在参观过程中，总
也不敢随意触碰任何东西。据
工作人员的解释，故宫曾经是
皇帝的私宅，进门敲敲门是一
种礼仪，是对老祖宗的尊敬之
意。故宫经历了近600年的风风
雨雨，在里面生活过的古人不
计其数，虽然不一定都是直系
的祖宗，但总归是先人，所以
为了表示尊敬，进门前“敲敲
门”也是理所当然的。

作为芸芸游客中的一员，
在空荡荡的建筑物中游走，偶
尔听导游讲一两个关于故宫有
趣的故事，通过这样的方式认
识故宫，总会觉得不能全面了
解故宫，不能尽知故宫中那些
鲜 活 的 人 物 和 那 些 有 趣 的 故
事，因而倍觉遗憾。我为自己
没有做更多的功课，就这样贸
然前往而后悔不已。面对这座
世界级国宝博物馆的庄重，我
们还是会浑然觉得精神一震，
但是不能深刻理解其中的文化
内涵，就不能探寻到故宫真正
的美。

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东
西，才叫文化，故宫，六百年
的风云变幻，惊鸿一瞥的世间
大美，胜过千言万语，这是历
史留给我们的最好礼物，这是
值得我们千万次挖掘的人间宝
藏。

□ 丸   子

今 年 是 我 第

四年看《脱口秀大

会》，第一年我有

一搭没一搭看的，

庞博夺得脱口秀大

王那场都只在微博

上看了片断。第二

年 ， 从 头 看 到 了

尾，所以，对后来

自毁前程的第一名

的行为有点无语。

从这一年开始，有

些喜欢脱口秀了，

也 是 从 这 一 年 开

始，《吐槽大会》

我都没有放过。这

两个节目是同一家

公司做的，文本都

是 笑 果 的 编 剧 写

的，但这个节目我

的喜欢有选择，大

部分时候，总觉得

文本不够好，应该

不是编剧不够强，

而 是 艺 人 要 求 太

多，限制了编剧的

发挥。

但 《 脱 口 秀

大会》的文本让我

失望的不多，毕竟

是参与者自己写自

己 说 。 第 三 年 的

《脱口秀大会》，

我从海选看起。作

为观众，见证了彼

时离婚的首席编剧

程璐的厚积薄发，我跟女儿聊，

之前一直认为程璐的“首席”很

“水”，如此看来，只是当思文

还是他老婆的时候，他的光芒被

盖住了；观摩了“网红”李雪琴

的一路飙升，她的文本实在写得

太好，“宇宙的尽头是铁岭”，

随时想起，都得乐一下，不得不

说，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的李雪琴，有两把刷子；认

同杨笠的“普信男”观点，听的

时候完全没有想到后来她会因此

被“网暴”，并没觉得她说错了

呀。还有，车间女工赵晓卉的淘

汰感言，双胞胎颜怡颜悦的“小

码梗”，何广智的贫穷段子……

这一年，喜爱脱口秀的我们算是

看到了脱口秀在国内的腾飞，也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看到了演员

们除了脱口秀舞台，频频出现在

综艺节目中。第一名王勉在今年

的比赛中这样调侃自己，“去年

拿到大王后，在各种节目中，展

现自己的平淡无奇”。

显然，参加其他节目的表

现比他们在脱口秀舞台上逊色太

多，但这些经历或许能让他们积

累更多的素材，要不然，就不会

有一年比一年好看的《脱口秀大

会》。今年的脱口秀大会，惊喜

太多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一年经

历了父母的离去，还是到了知天

命的年龄，我对脱口秀已从对节

目文本和演员的简单喜爱到了深

层次的领悟。我赞成这些年轻人

的观点，从观点中会再去想一些

事情，“不怨天、不尤人，既不

抱怨命该如此，也不往别人身上

推卸责任就是人生的之大得”，

道理有点大，也是事实，但能说

对道理且让人发笑，是一个脱口

秀演员的能力体现。当然，如果

一个脱口秀呈现出来的表演太过

深度，我也不会喜欢，在开心中

领悟世事，还是比说教更让人能

接受些。

目前的几场比赛，我都看了

两遍以上，第二遍起，会只选自

己喜欢的演员循环观看。比如鸟

鸟，记得有一年《吐槽大会》，

许知远的文本引起了广泛的议

论，我当时还想，到底是名人，

到底是名校毕业的。今年才知

道，这文本不是他写的，主笔的

是同为北大毕业的脱口秀演员鸟

鸟。鸟鸟在淘汰赛里那段“武松

打虎”，贡献了一段“社恐罗生

门”，着实精彩，最后那个“还

是应该叫他武老师”，感觉只要

稍微有点社交障碍的人，都会有

很大的共鸣。比如徐志胜，标志

性的头发和口音，“卖馍还是卖

面”的段子，出场时以为他是去

年的何广智，却没想到听到了与

何广智完全不同的表达。还有邱

瑞，将外地人在北京打拼的艰

辛，用“三棱锥的卫生间”刻画

得淋漓尽致，忍俊不禁。笑了以

后无尽感慨，不需要为他们掬一

把泪，自己选择的人生，自己找

乐子，何乐而不为。脱口秀的纯

粹也在这里，娱人娱己，毕竟，

人生不过尔尔。

这一季更大的不同是，形

势更多样化了，杨波呈现的“一

句话一个梗”，肉食动物组合表

演的“漫才”，郭展豪表演时竟

然带了两副快板……新人来势汹

汹，惊喜连连，老演员也有依旧

优秀的，杨笠的“以后只调侃成

功男性”，庞博的“黑白不分的

一部分网友”，颜怡颜悦的“女

人了解你就不会爱你”……看

的时候爆笑，过后再想，还能笑

一阵。庞博是四季元老，第一季

拿了大王之后，一直不够放松，

这一季情绪整个释放了，令人欣

喜。颜怡颜悦是在比赛中成长

的，之前只是觉得文本写得好，

但不够接地气，这一季脱胎换

骨。

给平凡生活“加点料”。

“每个人都可以当5分钟的脱口

秀演员”，只能算鼓励演员的

话，毕竟大多数普通人做不到，

但这些脱口秀演员在平凡生活中

寻找到不平凡的点，且能让平凡

如我辈的人达到共鸣，还能在共

鸣中快乐一番，意义就足够大

了。

给
平
凡
生
活
『
加
点
料
』

□
 

丹  

丹

粉丝们用数据和金钱制造出

所谓的“流量明星”，导致更加

畸形的演艺圈行为规则，形成荒

唐却又自成体系的商业逻辑，各

种吊诡现象频现，例如，为了票

房和播放量，“顶流明星”出演

占据了制作经费大部，更有明星

仅依靠抠图、替身等方式参与影

视作品。知名编剧汪海林曾言，

编剧们已经很久没有写过两行以

上的台词了，因为“爱豆”背不

下来。甲方对剧本的要求也是降

低剧情难度，台词要求是“男一

句，女一句”，以减少对表演技

巧的需求。而且尽量不让他们处

于同一个带戏的空间，因为有可

能这两个演员没法同时在场。更

极端的情况是，男主与女主都不

到场，居然也能拍，反正现在有

换头的技术，于是业内生产了一

个专门的名词——PPT电视剧。

中国向来是文化艺术大国，

是《诗经》《楚辞》源远流长之

国，是“李杜”文章光芒万丈

之国，是成就“四大名著”之

国，是涌现“鲁郭茅巴老曹”之

国。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

值，新时代的文艺作品更要向着

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

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我们

的“偶像”“爱豆”应以立德立

言为美，以不断提升专业技能为

美，以拿出叫好又叫座的作品为

美，粉丝们则应以追寻美好、不

断成长、成就更好的自己为美。

让“饭圈”返璞归真，用文

明指引追星行为，用理性涵养粉

丝心态，大家通过修身、慎独，

达到“人人相善其群”的格局，

才是“饭圈”该有的范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