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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660个城市传说　　一座城市你都不熟悉。
　　记忆中小模小样的小街小巷，成了巨无霸，成了歌利亚，成了千城一面的城市和别人的城市，成
了在排行榜上忽上忽下忽前忽后的标的，成了机会之都和罪恶之都的混合体，成了流言和被误解的城
市，成了异乡和异域，成了樊笼和梦魇，成了利空和利好，成了酒池肉林和贫民窟的双生儿，成了装
腔作势的半上流社会，成了我们控制和理解不了的城市本身。
　　市民比城市苗条，城市比市民风骚。
　　我们看她的风景和烂尾楼、听她的绯闻和叫卖声、传她的八卦和惊爆内幕、闻她的味道和汽车尾
气、亲她的芳唇和化妆品、在她的不同部位制造奇迹与毁坏。
　　城市欺负了所有人，又迷幻了所有人。
　　城市亏欠了所有人，又愉悦了所有人。
　　八卦城市，成了城市生活的集体乐趣之一。
这种乐趣极具传染性，论其实质，只是对市民生活和城市特质中非常人、非常事、非常态的热衷、挖
掘、猜测、考证、想象、比较、更新、争议和传播。
　　我们赞美她又诅咒她、重视她又鄙视她、依赖她又厌恶她、维护她又孤立她、享受她又惩罚她、
培养她又毒害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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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八卦”是一种态度。
八卦城市，是对市民生活和城市中的非常人、非常事、非常态的热衷、挖掘、猜测、考证、想象、比
较、更新、争议和传播。
　　我们在八卦城市的八卦，也在八卦八卦城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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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城市笑匠　　马三立死了，于是中国相声死了，有人说。
　　果真如此，谁继续带给我们欢乐？
谁继续为城市制造欢乐？
　　把目光移开那些说普通话的嘴，看看那些说方言的嘴——然后你笑得不行。
对，这是在你的城市，那些市井中的语言高手站在城市的某处，专门用方言炮制了喜剧给你听，你都
听懂了，包括所有的言内之意和言外之意，你乐不可支，前俯后仰，捧腹掩口，笑声震瓦。
　　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方言，每个城市也都有自己的方言笑匠——现实似乎就是这么乐观。
你可能只看惯了说东北话的赵本山，但中国每个方言区域都有自己的赵本山。
说武汉话的“武汉三鼎”田克兢，说成都话的“巴蜀笑星”李伯清，说重庆话的“制笑先生”吴文，
说长沙话的“逗把高手”奇志大兵，说上海话的“亚洲笑星”王汝刚，说南昌话的“相声佬”小筱贵
林，他们都把市井文化的智慧和方言的幽默搬上了文艺大雅之堂，令武汉、成都、重庆、长沙、上海
、南昌等城市的文化增添了丰富性和活力。
　　谁敢说这不是城市文化？
这恰恰是最有城市亲和力的城市通俗文化，上至鸿儒下至妇孺皆能知而乐之。
谁敢说这是低级的城市文化？
举凡时局世事、城市得失、街坊是非、社会万象莫不在这种方言喜剧艺术的嬉笑怒骂中熔为一炉、荡
气回肠。
谁在乎这是局限性非常大的偏门艺术？
能娱一城之民，能贴一种方言体系所容纳的百千万人口之心，足矣。
如果一位城市笑匠能以方言喜剧艺术风靡这种方言所覆盖的城市，这不是普通话的灾难，恰是汉语的
福音；不是城市的文化短缺表象，恰是城市文化原创的符号。
　　我们需要相声，需要说方言的相声和其它搞笑的艺术，需要城市笑匠，正如我们需要城市，需要
城市生活带给我们的各种便利和乐趣。
　　独角戏笑匠田克兢VS武汉：比正宗的武汉话更有影响力　　从1971年到2001年是30年。
田克兢的这30年，只有四个字：业余演员。
而田克兢三个字，也因此打着“独角戏”的旗号，成为真正代表武汉地方文化的形象。
有人把田克兢的“独角戏”与何祚欢的湖北评书、张明智的湖北大鼓尊为“武汉三鼎”。
他的方言喜剧太厉害了，武汉市小品大奖赛的评委老师都劝他说，“田克兢啊，你莫参赛了撒，人家
一听你的名字，都没的信心，不敢报名了。
”　　但田克兢的清醒在于，他从不准备要冲出武汉。
他知道他的受众在武汉，也或许偶有更广泛的地域。
但方言文化终究只是方言文化。
假使因为普通话的普及、外来文化的浸染，而导致文化全球化标准化，方言文化逐渐势弱，直至消亡
，一如京剧，由一种标榜的大众文化变成小圈子里的自娱自乐。
他，田克兢，依然自得。
因为他坚信，这些好东西都绝不会消失，假使它们有一天会像冰一样凝结，然而终有一天，会像花一
样重开。
　　但悲哀的是，之于这些让田克兢骄傲的他的独角戏，很多时候，需要依靠电视来推广。
于是田克兢在无所羁绊无门无派的自由创作中，学会了妥协。
他与人创办了田雨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还投资经营希木大酒店。
2001年，田克兢被武汉市说唱团“收编”，摘掉业余帽子，成为国家一级演员，冠冕堂皇。
　　更冠冕堂皇的是，有媒体开始将田克兢称作“湖北的赵本山”。
田克兢说，我不喜欢。
田克兢就是田克兢，田克兢不是赵本山。
但是，不能怀疑的是，他的这种方言独角戏有他“尴尬”的一面，虽然很受欢迎，虽然喜闻乐见，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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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贴近生活，但是若硬要靠上什么“主题”，就会显得牵强。
早期的赵本山，正是这样。
　　田克兢将武汉方言的天然喜剧效果挥洒得淋漓尽致。
然而，他不得不接受的质疑是，他说的并不是“武汉话”，准确说，是被那些所谓“正宗”的武汉人
斥为“乡里话”的黄陂话。
但并不妨碍这因此成为田克兢的招牌。
又有可爱的语言学教授著文替田克兢辩白，说，所谓田克兢普通话，是一种带有武汉方言、地域性的
普通话，其影响力已甚过正宗的武汉话，因为它源自最纯粹的武汉老百姓生活。
当然，你同样可以质疑这个辩白的真实。
　　当然，如果非要给田克兢的这种“城市笑匠”的喜剧角色总结一个概念，田克兢自己说，叫我“
岔巴子”吧。
“岔巴子”是武汉的方言，就是说碰到随么样的事都要去“岔”几句。
不要以为“岔巴子”是贬义的，它恰恰能反映武汉人的性格：热情、豪爽、率真、话无遮拦。
田克兢这样形容自己时，一定是怀着一种骄傲的情绪的，是那种被认可的骄傲。
我想。
　　当然，这些远远还不够。
田克兢还有自己的想法。
或许还可以更立体点，把武汉汉派电视剧搬上荧幕，是真正的汉派电视剧。
田克兢想做第一人。
　　散打评书笑匠李伯清VS成都：成都市井文化最鲜明恰贴的符号　　李伯清对于成都的意义，相当
于周星驰之于香港。
成都作为西南重镇，也干脆泼辣地捧出红遍西部，特别是成渝两地的李伯清。
　　成都是一个市民气息极其浓厚的城市；这里霸占着市场的5张日报，完全是市场类综合报纸，多
如牛毛的茶馆从早到晚都是满的，府南河边永远有打不散的麻将桌，菜市场上打扮得再洗眼的粉子（
“美女”的意思）为了一分菜钱，也要和泥巴裹裤腿的农民争个叫天价响⋯⋯1994年前后李伯清作为
成都市井文化最鲜明恰切的符号，在永远充斥着嗑瓜子声、搓麻将声、擦鞋掏耳吆喝声的茶馆里应运
而生。
当时他说书的地方是设于茶馆的锦江剧场。
当他散打时，所有搓麻将的茶客宁可放着清一色不胡，也要伸过耳朵来听李伯清咋个说噻话（“搞笑
”之意）。
其实李伯清初期说的全部都是成都人，尤其是成都男人的“坏话”——譬如爱“假打”（虚伪、虚荣
的意思）、（火巴）耳朵（相当于“妻管严”）、小见八识（见识浅的意思）、小肚鸡肠或者说话土
里巴叽等等，但成都人就爱听，仿佛有人挠着自个儿的痛处痒痒地别样舒坦——生意场上的老板邀着
朋友来了，白领一族打着的十万火急地来占场子，社会各色闲人在场外听个眉开眼笑，就连谁家的“
小蜜”也开个POLO施施然地来休闲⋯⋯时来运转的李伯清火了——蓉城为一个40多岁的“小男人”
、“丑男人”倾倒。
　　当时的李伯清，有些像初期搞无厘头的周星驰，说的段子在搞笑之余，也时时犯荤（“黄色”的
意思）。
譬如他讽刺女模特在浴缸里洗澡打广告——看见女模特胸口浮起两坨，仔细一看，原来是磕辛头（“
膝盖”的意思）。
因为格调缘故，也有不少人很反感李伯清，但后来不仅成都人爱听这些段子，相邻的重庆人听得更是
乐不可支。
重庆人_边听一边幸灾乐祸地说，成都人就是虚伪，“假打”，这次连他们成都人自己都编成段子承
认了。
　　李伯清是川味语言的发明家，偏偏也有让绝大多数四川人无法理解的“低级牢骚”。
1999年，李伯清突然反出祖籍成都，抛下年迈老母远赴重庆发展。
这一新闻是成都媒体当年评选的十大文化新闻之一，一手造成这一突发事件的就是偌大的成都，竟然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八卦城市>>

没有一个文艺单位、团体愿意收留李伯清这样大器晚成的天才，而邻近的重庆市立刻表示愿意为他办
干部聘用手续，让他成为群众艺术馆的国家正式干部。
李伯清于是薄酒浇地，老泪纵横，三叩成都，扎根重庆!他放言说以后再也不回成都散打了。
　　在重庆，李伯清的影响力明显不如成都，但他创作的新作品思想水平明显提高——散打WTO等，
不过很多段子都是成都的电视台请他，又专程回来录制的——李伯清割不断他和成都的血肉联系，甚
至把关门弟子“万金油”廖健也安插在成都表演。
再到2002年，终于有人把李伯清又请回成都，在锦城艺术宫开起了散打专场。
“食言”返乡的李伯清说：“娃儿一赌气离开了妈，如果妈都原谅娃儿了，娃儿还不回来，那不是不
懂事吗？
”初次登上成都历史最悠久的艺术殿堂——锦城艺术宫，李伯清使出了浑身解数。
观众自然爆满，笑得满地找牙的人不少。
有人说，重庆接收了新市民李伯清，成都接收的新市民却是魏明伦，都是人才与文化引进，但这种选
择，重庆人更倾向于市俗化、低俗化，而成都人更偏向高雅与深沉。
孰是孰非，不做论断，因为咱们的李老师还在散打着呢！
（文/宋红、周帅）　　言子笑匠吴文VS重庆：为城市打造方言品牌　　重庆是个爱造词的城市，足
坛口语“雄起”、“下课”都是重庆造，漂亮的女娃儿叫“乖”，横不讲理叫“歪”，贪污受贿叫啥
子？
一个字，植树造林--栽。
最近网上流行听重庆农民唱周杰伦的歌《双截棍》，能把人笑翻了。
　　“言子儿是什么？
是评书的一种，但比正统的评书市井气息更浓，具有重庆的方言色彩，称之为重庆十八怪之一。
茶楼得到众多重庆知名企业的赞助，并邀请众多歌星、笑星捧场助阵。
每周有‘重庆言子儿’吴文的评书表演。
”——看了这家言子儿茶楼的广告，你会以为茶楼在哪？
重庆？
错了。
它在成都成华区。
　　成都本土笑匠李伯清也开了一家茶馆，你会以为茶馆在哪？
成都？
又错了。
它在重庆解放碑。
　　2000年，当巴蜀十大笑星之首的李伯清“远嫁”重庆之时，又爆出巴蜀十大笑星之一的吴文从重
庆杀奔成都成为峨嵋电影厂演员的消息。
　　中国再也没有一对城市的喜剧色彩能比得上成都和重庆，弥漫于普通市民之间的那种城市自豪感
令人感动，针尖对麦芒的城市口水战遮都遮不住，而且对方的市民都比自己更了解自己城市的特点和
人性的弱点。
李伯清投奔重庆时，有个重庆人的多位成都同学百里迢迢地打来长途电话跟他论战，把他作为重庆的
代表尽情倾倒他们“失去”李伯清的愤恨。
这个重庆人比窦娥还冤，他倒觉得一口成都话的李伯清更适合跟一帮软玉温言的成都男人大摆“龙门
阵”，重庆人更钟爱“重庆言子”吴文。
　　不懂欣赏重庆话？
去买盘吴文。
2001年，《重庆言子儿》一书的作者张老侃说：“把酒桌上的酒话叫‘酒言子’，是重庆人的发明，
同时也得力于前两年火爆山城大街小巷的、由评书艺术家吴文、曾令弟所讲的录音磁带和电视的表演
”。
2002年，一位从成都杀奔重庆开拓销售市场的公司白领如此形容自己1997年在重庆南岸惠工路小摊“
遭遇”吴文的经历：“一家挨一家的小摊都放当时最流行的带子，就是重庆艺人吴文正在走红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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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言子’。
每天我们在这条街上进进出出，每进出一次，都可以顺便听几段，有些段子非常搞笑，常常让我们在
街上忍不住就笑了起来。
比如有这样一段：说是一个小姐在酒吧里认识了一个日本人，这个日本人名字也起得怪，叫做‘路边
一色狼’。
”另一个不同欣赏口味的外地人有另一种“遭遇”吴文：“路过的那家CD店还是同往常一样，每天
反复播放着同一首曲子，像以前的‘My heart will go on’、‘ Butterfly’，还有今天的‘Dr Jones’。
有时候也放放吴文的重庆言子什么的，反正是些倒胃口的东西。
不过总有一群提着一根竹子和一条绳子的人成了他们忠实的听众。
”　　吴文在舞台演出和音像制品频繁活跃了9年之后，2001年首次在电视连续剧中担纲主演，他演的
是重庆电视台的方言剧《奇人安世敏》。
安世敏是集正派、耿直、机智、幽默、躁动、报复为一身的多元化性格，很不易演，但吴文最后把自
己变成了安世敏。
《奇人安世敏》先在重庆首播，次月在成都播出。
从此吴文外号就被人叫“安世敏”。
　　发誓不回成都的李伯清终究是回了成都，离开重庆发展的吴文也仍在重庆招收了数名弟子，并重
操旧业在川渝两地巡回演出。
　　湖南相声笑匠奇志大兵VS长沙：他们的腔调就是长沙腔调　　与长沙的歌厅文化比起来，敢玩会
玩、大胆娱乐的湖南卫视就不算最会玩的了。
能在歌厅里跑场赢得满堂彩的，上电视基本能保证收视率。
奇志和大兵就是从一对在歌厅跑场子杀将出来的笑匠，一路笑倒湖南人，直至杀上春节联欢晚会。
2002年的湖南长沙、株洲、常德等地，“奇志大兵会群星”相声小品晚会从80元到480元的门票卖得飞
起，湖南人就认准“奇志大兵”的牌子，他们的相声里不但有发人深省的笑，还有天衣无缝的双簧，
关键的是，相声里是用长沙俚语说出来的。
　　如果奇志大兵没有参加1998年在石家庄举行的全国相声小品大赛，可能他俩就没有以长沙普通话
说相声的转型，也没有后来参加春节联欢晚会的机遇。
但他们离不开湖南，听得发笑的人都在这里。
大兵说：“我向往很多城市，但我不见得拿长沙来换。
可能这与长沙的文化氛围适合我有关系，也可能是一种惰性。
比如广州我很喜欢，暖和，吃在广州；深圳，阳光，总有朝气感；成都，好！
天府之国。
”——他喜欢的城市多少与吃有关。
　　迅速了解长沙人生活及市民性格的最快方式，就是看奇志大兵表演相声。
在某种程度上，长沙腔调可以和“大兵腔调”划上等号。
而“大兵腔调”是怎么出来的？
是奇志大兵连续6年奔波于长沙各路歌厅，每天演出四场，在客人挑剔的眼光中打磨出来的。
大兵不用专业与业余的概念来界定自己，而喜欢用职业和业余的概念，“国家演出团体的相声演员也
是业余演员”，大兵如此说，他认为自己才是职业演员，因为不属于任何单位，靠相声为生。
　　至今，奇志大兵保持着一年出两个新作品、演一两百场的纪录，因此奔波于长沙和湖南各地。
他们没有征服全国，但有长沙、有湖南人的喝彩，他们的长沙版相声便会一直说下去。
　　滑稽戏笑匠王汝刚VS上海：上海人的笑声中有滑稽戏的位置　　上海人口味很挑，日韩流中的新
生代和欧美风中的小资可能不会爱上上海“土特产”滑稽戏，但上海的广播和电视协同三个滑稽剧团
在努力维持滑稽戏的春天。
1950年代有过《三毛学生意》，1960年代有过《满园春色》、《糊涂爷娘》，1980年代又推出了《路
灯下的宝贝》、《阿混新传》《GPT不正常》，1990年代有《滑稽王小毛》《老娘舅》，21世纪是《
阿福哥》。
　　王汝刚就是“王小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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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江、浙、沪地区家喻户晓，通晓多种方言并有独特的方言表演技巧。
问他：有人说你的作品有歧视外地人的倾向，是这样吗？
王汝刚回答：“我的作品中，的确有用外地方言塑造的外地人形象。
因为我刻画的多为小人物，小人物总是难免有错误的，总是会有缺点的，无论是外地小人物还是上海
小人物。
我想不能因为，使用外地方言就表示歧视外地人，我绝没有这个意思。
我想表现的是活生生、有个性的真实的人。
”1993年他被日本“每日放送”电视台评为“亚洲笑星”，还因滑稽戏获得了纽约、旧金山、蒙特利
尔三个城市“荣誉市民”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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