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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凳儿”是传统喜
剧表演中，演员假装从
凳子上掉下去的一类表
演方式的统称，“谐音
梗”是网络段子和脱口
秀表演中常用的手法，
利用字词同音或近音的
条件开玩笑。两者都常
见，都好笑且好玩，但创
作者长期反复使用类似
桥段的行为往往会遭到
非议。

为什么好笑好玩的
东西，在行业
里反而被建议
少用呢？因为
这是一把太容
易获得成就的钥匙，通
往一扇普通专业水平的
门。如果你太喜欢用这
把钥匙，反复开同一扇
容易开的门，那你的专
业水平是无法获得提升
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师
父会管住徒弟少玩“掉
凳儿”，评委会对参赛选
手说少讲谐音梗。因为
它们不磨炼技艺，不提
升水平，不能帮助人追
求理想、实现突破、达到
目标。

说到当下的网络热
点，非短剧领域莫属——
几分钟一集，故事层层
反转，让看得入迷的观
众追着付费。网络短剧
行业风起云涌，一时间
的热浪看上去比曾经炙
手可热的“元宇宙”概念
还要厉害。反转，就是
反套路。短剧利用反转

这种讲故事的方法，标
志自身和传统影视作品
的差异。可反转用多
了，是不是也会成为另
一种套路？

反转是好用的，反复
反转也是好用的，就像
“掉凳儿”和谐音梗一样，
依旧是一把方便创作者
“开门”的钥匙。网络时
代，流量为王。一味将流
量作为内容的衡量标准
所带来的最大问题在于，

投资方不需要
有个性、有追
求的创作者，
因此会驱使生

产内容的打工人反反复
复为观众表演开开关关
同一扇门。投资方获得
了利润、打工人付出了劳
动，观众的反应也十分热
烈……但这扇门终究是
有寿命的。终有一日，这
扇门在开开关关中彻底
坍塌时，谁来收拾这一地
鸡毛、满目狼藉？

网络短剧到底还能
火多久？这并不由短剧
的时长决定，而是由短
剧创作能否走出无穷无
尽的反转套路所决定
的。优秀的喜剧不能让
演员全程“掉凳儿”，能
让人交口称赞的段子也
不可能全是谐音梗。网
络短剧如果只有层层反
转的剧情，那么又如何
称得上是一种独立的、
有希望的、值得期待的
艺术形式呢？

掉凳儿、谐音梗与反转
丁 墉

春天里，遥望故乡的麦
田，我心潮澎湃。那种日日
新的绿，像涨潮时的海洋，将
村庄“淹没”得像一个个瘦小
的岛屿；没有发芽的
树、尚待返青的草，远
看似乎还没有从冬天
的沉睡中醒过神来，
在村庄的周围、田畔
的边界、沟壑的沟沿
依旧“枯”着，似乎惊
讶于麦田的翠绿，忘
掉自己与麦子同处春
天的黄土地上。

也许它们知道蓄势勃
发的麦子才是春天黄土地
的主角，它们知道自己的位
置、自己的角色，也知道自
己的实力，甘当陪衬，愿为

麦田站岗守望。
我与承载麦田的黄土地

朝夕相处过20年。初春，我
与大人们一起到麦田除过草，

拎着竹笼拿着小铲到
麦田挖过野菜，但几
场春雨后，麦子起身
了，“噌噌”往上长，很
快能藏住野鸡野兔，
这时不会有人再深入
麦田踩踏了，只会在
田边地头赞叹。

绿色的麦田只是
春天的开始，丰收的

序曲。随着日子的推进，绿
色的麦浪会变色，待抽穗打
花灌浆的程序一过，就会看
到麦田慢慢变黄，变得金黄
金黄的，像金色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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癞蛤蟆：
理想高远，何
错之有，为何
一直拿我当
笑话？

蝉：多年蛰伏地下，
一朝见到阳光，我能不纵
情高歌吗？

螃蟹：用自己喜欢
的方式走路，让别人去
说吧。

刺猬：距离产生美，
我却做着拥抱的梦。

蜻蜓：点水能搞定
的事，何必非要冒险潜
入水中。

毛毛虫：
若给我时间
（耐心），定还
你惊喜。

苍蝇：无
缝不盯，无臭不逐。

蚕：作茧自缚，只为
破茧成蝶，涅槃重生。

马：拍错地方，休怪
我不客气。

猫头鹰：大白天睡懒
觉，皆因通宵值夜班。

蜗牛：背着大房子，
能走得快吗！

蚊子：糖衣里隐藏炮
弹，掌声中潜伏杀机。

动物心语
剑 锋

春节前的某一天，从书
架上抽出一本旧书，没想到
掉下来一个灰褐色的小东
西，细看，是条瘦小的壁虎。
它大概还处于冬眠状态，没
有扭腰摆胯快速逃窜，而是
对着我侧视发怔。我一边拦
住扑将过来的肥猫，一边拿
着书页将它轻轻铲起，抖进
阳台的花草里，那儿应该有
它可饱肚子的蚊虫。

好像在民间，壁虎的声
名一直不大好。古人甚至将
它列为“五毒”之一，说它的
尿溅眼则瞎，入耳则聋，滴到
皮肉上也会溃烂，吃了它爬
过的东西，自然也在劫难
逃。就连纪晓岚这样的学问
家也在《阅微草堂笔记》里造
它的谣，说有孩子喝了白天
的剩茶后突然消失，怕是中
了壁虎精液里的剧毒云云。
吾乡澄邑有句民谚也是十分
吓人，“钱龙咬，落棺材”。钱
龙，就是壁虎。还有一种传
说，只要听它叫七声，主人家
就要发财。也有人说它原本
应该叫“檐龙”，大概是游走
于屋檐下之意，只因我们本
地方言中“檐”与“钱”发音相
近而被误传。

我从小没少受到警告：
别去惹壁虎，别靠近它，它的
断尾会跳进你的耳朵里，搅
破耳膜使人变成聋子。众所
周知，断尾是壁虎受到外力
侵害时的自我保护机制，刚
断落的尾巴由于神经没死仍
不停扭动，正好分散了敌人
的注意力，从而达到逃生的
目的。其断尾就算真能钻进

人的耳朵里，也是正当防卫
呀。我向来不大理会这种离
奇的传闻。相反，还由于一
桩意外事件，我羡慕起壁虎
的这种能力来。那是在我念
小学的时候，隔壁班有个孩
子因潜入池塘深水去掏螺摸
虾，一只手被卡在石缝里出
不来，溺水而亡。听到这个
消息，我在同情和悲哀之余，
只能惋叹人类不能像壁虎那
样牺牲局部利益以保全生
命，再依靠神奇的自愈能力
长出新的器官来。

鲁迅先生对壁虎的“有
毒论”也表现得不以为然，甚
至还替它打抱不平。民国有
位学人叫章衣萍，曾与先生
有过往来，他在文集《枕上随
笔》中谈到，鲁迅告诉他，“壁
虎无毒，有毒是人们冤枉它
的”。更好玩的是，常向鲁迅
约稿的孙伏园告诉章衣萍，
鲁迅在教育部当差那阵子，
还将壁虎当宠物养在一个小
盒子里，天天拿东西喂它。
鲁迅先生原来如此有趣，简
直刷新了我的认知。

近日正读安哥拉作家
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
的小说《贩卖过去的人》。
作品以一只拥有前世记忆
的壁虎的视角，目睹那些政
治家、流浪汉等各式人物为

了改头换面来到白化人这
里寻求合作的过程，借此审
视安哥拉几十年的战乱动
荡史以及那个时代带给国
民的深重灾难，别有风致。
作家为什么选用壁虎而不
是其他动物？我以为原因
有二：一个是安哥拉这个国
家处于亚热带，壁虎较为常
见；另一个则是动物本身的
特性比如断尾、重生等，符
合了小说主题的需求，或者
说比别的动物更具象征性。

说到文学里的“壁虎”，
我总忘不了早年读过的一篇
同名小说，是台湾作家施叔
青十七岁时的作品。其文字
奇僻生辣，内容秘妙多解，
“壁虎”的意象反复出现，先
是与“我”的“大嫂”建立起异
质同构的相似性，到最后
“我”已由原来对“壁虎”（大
嫂）的鄙视、嘲笑变成了被
“壁虎”嘲笑的对象，随着情
感的变化，主题意蕴得到了
转化和深化……

时至今日，尽管我早就
明白壁虎是有益无害的动
物，它独辟一隅完全是为了
自己能够活下去，并没有妨
碍什么人，但还是对它喜欢
不起来。为什么呢？这个理
由不大说得清，或许与它不
讨喜的长相、还有大青虫般
滑腻绵软的身体有关吧。不
过若是见到它的图案或卡通
形象，那又另当别论。

记得小时候我爱胡吃海
喝，常导致“食积伤”。有一
次，父亲为了哄我吃保和丸，
就承诺奖励我一只“壁虎”。
只见他将黄色的蜡丸壳放到
火上烤软，放在手里揉捏成
长条状，作为“壁虎”的身体，
顺带将后半部分搓成细长的
尾巴，再捏出它的前爪和后
爪黏合到身体上，最后取来
两根火柴，折下它的黑头插
入“壁虎”的头部两侧，算是
给它“点睛”，一条呈琥珀色、
半透明的壁虎便跃然眼前。

多年之后，我也有了自
己的孩子。她生病时，为鼓
励她喝药，我也照着父亲的
方法用蜡丸壳为她捏一条
“壁虎”。这条“壁虎”在她玩
腻后被我粘在客厅的白墙
上，因为过于逼真，常引发来
客的阵阵惊呼。

壁 虎
厚 圃

《尚书·汤
浩》载“天道福
善祸淫”。这
里的“淫”是作
恶的意思。这
句话是劝谕世
人行善积福，警告人们不要
作恶，以免致祸。

至于行善会不会得福
报，《春秋·曾子》的记载更为
恰当一些：“人为善，福虽未
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
未至，福已远离。行善之人，
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
所增；作恶之人，如磨刀之
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这
里面的比喻非常形象。人若
爱做善事、乐于助人，即如
“春园之草”，有一团欣欣向
荣的和气和喜气。这样的
人，不管是家庭关系，还是邻
里、同事、朋友之间的关系，
肯定都很顺畅，自己的工作
生活也必定顺风顺水。

与人相处，无非四个字：
“将心比心。”平日里，邻居老
人上楼困难了，你能搭把手，

搀扶一下。哪
天，你有急事
要出门，孩子
没人看了，跟
邻居说一声，
老人家指定把

孩子领家里，当亲孙子带。
俗话说：“平时肯帮人，

急时有人帮。”工作生活
中，没有让人突然犯难的
事儿，对咱老百姓来说，这
就叫“福”。

●成语新说

福善祸淫
闻云飞 文 李殿光 画

星 期 文 库
钥匙的故事之七

钥匙和锁共生共存，密
不可分。“一把钥匙开一把
锁”这句话道出二者之间不
可替代的默契。但是，再好
的搭档偶尔也会闹别扭，当
锁有情绪的时候，原配的钥
匙也会失灵。

我家平房的两扇大门由
一根铁棍连接，铁棍一头装
有暗锁。锁门时，把铁棍沿
固定的孔道拉到两门中间，
用钥匙锁住暗锁，铁棍不能
移动，大门就锁上了。有一
天上班，我照例用钥匙锁门，

没想到出了意外，左转右转，
钥匙怎么也拔不下来。锁是
能锁，开也能开，但那把锁使
性子咬住钥匙不松口，像吃
奶的孩子拖住要离去的妈
妈，死活不肯放手。

我只好回屋找出工具。
我把锁的螺丝一个个拧开，
零件全部拆下来，左瞧右瞧，
也看不出有啥毛病。然后我
又照原样，把零件一样一样
重新组装上去。再一转，钥
匙竟然拔下来了。

既然发现锁有问题，我
便不敢继续委以重任，索性
去五金店买来新锁把它换
掉。再次卸下来的这把旧
锁，扔了可惜，但用着可疑，
又想不起它还能作何用，最
后只好抛弃了。如果锁也会

说话，不知它是否会后悔自
责：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替
代的。它在任时本应兢兢业
业，恪尽职守，却任性且肆意
妄为，结果早早由威武的门
神沦为废铜烂铁，不仅害了
自己，也连累钥匙失去了价
值，实在可惜。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
步，锁具也与时俱进，不断
更新升级。指纹密码锁相
对传统锁来说，价位较高，
但安全性能好，也可以摆脱
与钥匙相关的烦恼，确实是
不错的选择。但我想起曾
经多次无钥匙开锁的经历，
也想起同事那句“只锁好
人”的话。在人脸和声音都
可以复制的时代，指纹密码
锁就保险吗？锁具的段位

提高了，同时也会有新的开
锁方法出现。

我不禁又想起三千多年
前的周文王在地上画个圈，
就可以作为一间牢房，被圈
中的人乖乖地不敢越出半
步。西歧境内夜不闭户，路
不拾遗，达到历代治国安民
的理想境界。高明的约束是
无形的，真正的边界在人们
心中。知可为，知不可为，人
人心怀敬畏，循礼守法，又何
须枷锁？没有了锁，自然就
不会有与钥匙相关的烦恼
了。周朝如此，不久的将来，
亦会如此吧。

可有与可无
魏京珍

手机里凡是我觉得
已经无用的信息，我总会
定期删除，以免占用储存
空间。其实，人在日常生
活中也要学会“删除”无
用信息，让自己
轻装前进。

有 句 老 话
说，“人生不如
意事十之八九，
常想一二，不想
八九”。对人来
说，什么是无用
信息呢？我觉得，就是烦
恼、忧虑、不愉快等情
绪。学会删除生活中的
无用信息，就是抛开不良
情绪和精神压力，不让自

己负重前行。
记得前两年，我曾就

职的学校编了一本文集，
出版后，有位老教师因为
没有收到赠书而抑郁不

欢，最后忧愤成
疾 ，住 进 了 医
院。让这种小
事搞坏自己的
身体，实在太不
值得。“万事如
意”“诸事顺遂”
是人们的良好

祝愿，但在现实生活中磕
磕碰碰是难免的。所以
要学会适时删除无用信
息，拒绝不良心态，做好
自我调整。

删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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