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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直播，带来曲艺新风尚
星
光
岛

特别关注
曹云金“翻身”有多火？

相声直播，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早在2020年，
因为疫情的原因，线下演出不得不暂时停歇，不少网络
平台就曾策划推出了“云相声”系列活动，高晓攀主理
的相声厂牌“嘻哈包袱铺”参与其中，打造了名为“欢乐
DOU包袱”的线上开箱及云相声Live演出。同一年，
同样受困于线下演出难以为继的德云社也转战线上，
在抖音平台上推出了名为“德云社龙字科招生系列直
播”的活动。虽然该系列由“德云班主”郭德纲亲自带
队，但直播主要采取讲段子、晒活、与网友弹幕互动的
形式，与剧场相声的观感相去甚远，整体来看，不温不
火。

如果说此前的相声直播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般地试
水的话，那么曹云金的相声直播就显得有些简单粗暴
了。据业内人士透露，离开德云社之后，曹云金主理的

“听云轩”剧场经营状况并不乐观，转战线上更似一个
无奈之举，但曹云金有些“不合行规”地将原本属于剧
场演出的全本内容直接搬到了视频平台，呈现出与众
不同的相声直播新思路，突然“翻身”了。在曹云金的
直播中，大家可以看到琵琶相声混搭、吸氧献唱《探清
水河》、致敬马季先生表演《宇宙牌香烟》等，“免费说相
声+围观粉丝打赏”这等模式既模拟了旧时天桥街头
卖艺的相声原貌，也帮相声观众省去了舟车劳顿去剧
场听相声的成本，悄然走红。

据统计，近期，曹云金的相声直播场场稳定在线
10万+、每场点赞数持续破亿，5月18日的直播更是突
破了2亿的点赞新高。现如今，曹云金已经开启了周
一到周五每晚8点开播的长线相声直播。根据其官方
抖音号发布的直播战报显示，最高单场观看人数达到
1200万+，且全场稳定在线人数也已达到20万+，账号
粉丝数突破了439.8万。曹云金与徒弟李春艺搭档表
演的《红花绿叶》、李春艺谈及师傅多年艰辛泪洒现场
的桥段更成了最近热议的“名场面”。

直播能否助力行业发展？

在探究曹云金的相声直播缘何会火的原因时，不
少业内人士提到了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曹云金的这轮直播是开讲“真材实料”的完
整相声作品。比如，这些天曹云金、刘云天搭档表演的

《栓娃娃》《大上寿》《杜公训女》等，都是足本足量的传
统相声，不同于过往相声直播大多只是摘取“段子”演
绎。

其次，曹云金的直播既还原了剧场相声的观演体

验，又模拟了早年间相声诞生之初“街头打赏”的模
式。除了用麦克风报幕外，“听云轩”的牌匾、捧哏身前
的桌子，以及桌上的手绢折扇，还有立于桌前身穿大褂
的演员，都与线下剧场的观演环境别无二致。

再者，曹云金的直播还增加了诸多比剧场相声更
新潮的增量内容。无论是邀请到琵琶美女李莞儿与之
合作《八扇屏》《探清水河》，还是模仿马季、冯巩等相声
前辈的经典作品，亦或是与网友互动畅聊十年相声圈
之怪现状，曹云金的直播更像是大杂烩的花式相声秀
场。

但对于此等火爆的相声直播，业界也并非一味褒
扬，首当其中的便是与剧场售票之间的竞争关系。毕
竟，现如今的相声园子都是以门票收入作为主要的盈
利来源，相声直播“不收门票、只要打赏”的经营模式不
受待见，高晓攀多年之前在谈及“云相声”的经营模式
时就曾表示，靠直播相声获得的打赏每场也就一两千
元，“讨好‘榜一大哥’的做法跟变相要饭没什么区别，
很多网友都管我们的直播叫‘网络行乞’”。此外，相声
直播还存在着一个“现挂”的问题，隔着屏幕，通过留言
互动，似乎也少了一丝相声园子里的热闹与鲜活。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曹云金的相声直播突然爆火，
更似个案。一方面，他与郭德纲曾经的师徒恩怨闹到
不可开交，话题性十足；另一方面，曹云金破釜沉舟式
地将全本相声作品搬到线上，在“坏了行规”的同时，却
意外契合了大众的娱乐消费需求：从用户体验角度看，

“短视频免费看相声”之于观众而言是既省钱又方便，

而且就赏听体验来说，相比于线上演唱会、线上音乐
会，线上相声直播的技术实现难度较低，其呈现的演出
质量与线下剧场的差距也不算大，甚至比线下听到的
声音更清楚，未来，叠加直播带货等商业运作，“钱”景
无限。

借力行业热度培养后备军

一时的热闹并不意味着真正的红火，作为一门语
言的艺术，相声与脱口秀都存在着一个“见光死”的掣
肘：一个好笑的梗，或是一个段子，在线上公开就意味
着它的“死亡”，动辄上千万的直播围观人数也在加速
着作品消耗的过程，相声直播带来的一把行业“虚火”
并不能催生出更多的优质作品。如何借力这等热度，
真正带动整个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是更多曲艺从业者
关心的问题。

青岛市曲艺家协会主席王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
曾提及，曲艺的中兴在于不断地培育新生力量，“既要
有新本子，也要有后备军。”前不久，刚刚在青岛落幕的
第三节全国大学生曲艺周就呈现出令人欣喜的局面，

“曲艺周展演期间，共征集到111个作品，涉及35个曲
种，参演节目中既有广大观众熟悉喜爱的相声、小品、
快板书、山东快书、河南坠子、四川清音、苏州评弹、故
事等曲种，也有极具地域特色的广西文场、广西渔鼓、
湖北大鼓、南昌清音、南阳大调曲子、宁都道情、徐州琴
书、西河大鼓、漳州锦歌等；节目内容积极向上，歌颂道
德模范、聚焦社会热点、展现校园生活等，表现出新时
代大学生良好的精神面貌和高校曲艺发展的优秀成
果，抒发了当代大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炙热情
怀；演员们来自中央戏剧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
学、南开大学等全国30余所高校，其中年龄最小的18
岁，最大的38岁，还有6名来自俄罗斯、乌克兰、韩国、
马来西亚、约旦等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

展演过程中，根植于大学生群体中的这些曲艺新
人们用他们对曲艺的理解，赋予了内容上的时代特色，
也演绎着传统曲艺的多元表达，“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大
学生曲艺新人，将快板与评书相结合，演说之间声情并
茂地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极具新意。”王雷坦言，传统
曲艺现如今有着形式多样的传播渠道，并以此不断集
聚着人气，越来越多的高知年轻群体加入到这个行当
中来，一改以往曲艺撂地演出者多是穷苦出身、没文化
的旧时印象，用他们对生活的蓬勃热爱与专业素养注
入到新时代的作品创作中，继而带动传统曲艺散发出
全新光彩，这才是传统曲艺在新时代得以发扬光大的
源头活水。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周洁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
周……”伴随着身边小姐姐的琵
琶伴奏《十面埋伏》，曹云金说起
了《八扇屏》的贯口选段《浑人》，
直播间瞬时涌入了10万+的粉丝
前来捧场，并带动了视频平台上
的“日更”相声直播热度，由此，传
统曲艺以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再度
出圈，有人谓之潮范，有人称其回
到了旧时艺人的撂地光景。传统
曲艺嫁接上全新的传播模式，能
否带来曲艺的新风尚，也成为近
来一段时间业界热议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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