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其袒露个人隐私 不如揭露演艺内幕

为为为 支支支招招招“““金金金星星星
脱脱脱口口口秀秀秀”””

! ! ! ! 日前“金星脱口秀”以“火冒金星”的态势
引发争议，一票难求的局面一方面让主办方得
罪了部分热情观众，一方面令众专家进一步探
讨———优秀的、雅俗共赏的脱口秀究竟应该是
什么面目？文艺评论家郦国义等沪上专家纷纷
为其支招：与其袒露个人隐私，不如揭露“演艺
圈那点事儿”。

个人经历最生动独特
跳现代舞出身，当过电视“毒舌”评委也演

过旖旎话剧的金星，日前在人民大舞台开了 !

场脱口秀。专家研讨时认为，金星“不可复制的
个人经历最为独特生动”。

戏剧学家荣广润认为，因为这些独一无二
的个人经历“是真情实感，特别有激情，不是编
出来也不是表演出来的，这是其他脱口秀演员
无法比拟的。”作家小宝也认同这一点：“最大
的特点，就是金星在讲自己的故事，我们人类

就是被故事造就的。复演的话，甚至可以再结
合剧场增加些符合现场艺术的虚构效果。”

成也大妈败也大妈
上戏副教授郭晨子对这台演出的评价颇

为中肯：“成也大妈，败也大妈。”言下之意，票房
中坚是由大妈支撑的，但是演出的格调是否也
仅停留在大妈的审美追求上？对此，文艺评论家
郦国义的观点一针见血：“希望这个脱口秀也给
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白领看，金领看，知识分
子看，让更多的文化人也能够内心感到真的
好。”

郦国义的建议升华金星脱口秀的主题：
“说说演艺圈那点事儿，其中不少人的艺德艺
品可以被嘲讽，而且料很多，这个主题好好编
一个，怎么会不好看？”“仅仅一个让谁去教育
郭美美的问题，金星在台上说，让柏阿姨去，我
就笑出来了。”

需要讽刺的鞭子
文艺评论家李守成的建议很有大局观，

“一个社会能够容忍或者说出现脱口秀的现
象，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有的，就
是说这个社会容许大家用嘻笑怒骂的方式来
议论这个社会上的现象。”他在肯定金星“敏
锐、犀利”的同时，提及了“脱口秀既然能跨界
谈及社会现象，那么也应该具备一种责任。”

李守成认为，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的
追求也疯狂发展时，确实出现了一些丢脸的现
象，“在这种时候，就需要讽刺的鞭子。”中国曲
艺家协会副主席王汝刚也认为：“金星骂出了
风格，成功就在于把我们搞语言艺术的一大法
宝捡起来了，就是———讽刺！”

本报记者 朱光

! ! ! ! 昨天，电视晚会 《青春的歌声永不
落———九旬声乐教育家廖一明和他的学
生》在上海电视台举行。任桂珍、魏松、沈
小岑、岳彩富等到场献歌，在北京住院的
歌唱家李双江和当晚有演出的学生王作
欣等纷纷来电致贺。当白发苍苍、步履蹒
跚的廖教授登台并自称是“"# 后”时，全
场起立，报以热烈掌声，向这位为中国和
世界歌坛培养了上百位歌唱演员的老教
授致敬。

一曲《星星索》拉开了这台晚会的帷
幕，原来，在我国最早唱响这首印尼民歌
的就是廖一明教授。《精彩老朋友》主持人
叶惠贤说，他自己也是廖老师的学生，在
重阳节即将到来之际，大家策划了这台晚
会以铭记师恩。$% 多年来，廖老师运用咽
音发声法，不仅培养了许多优秀歌唱家，
其方法还能使一些声质不好、音域不宽的
嗓音发生奇迹般的变化。&! 岁的歌唱家

陈景熹是廖老师的大弟子，也是经典电影
《铁道游击队》主题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
琶》的领唱者，他说：“我的歌声舒缓、明
亮，要感谢廖老师。”享誉国内外歌坛的歌
唱家魏松也感叹道：“我也是咽音发声法
的受益者。”当年曾走红全国的歌星沈小
岑说：“我当年是泥水匠，向廖老师学声乐
才改变了我的命运。现在我演音乐剧《妈
妈咪呀》时，还常常向廖老师请教。”有趣
的是，昨天前来助演的金旋律合唱团，当
众即兴地向廖一明老师学起了咽音发声
法，大家风趣地说：“今天我们集体成了廖
老师的关门弟子。”评弹演员倪迎春、京剧
演员胡璇分别演唱《蝶恋花》和《钓金龟》，
原来她俩也是廖老师的学生，她们清亮、高
亢的唱腔中，也有着咽音发声法的奇妙。

最后，全体学生集体唱响了一首《感
恩》，并相继向廖老师献上鲜花。

本报记者 俞亮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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