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每个具体的女性，已经自发地对自
身处境不断反思，对自己面临的问题有讨论的
愿望。”在接受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专访时，
张越如是说。

曾因主持女性节目《半边天》而被人们熟知
的主持人张越，在《第一人称复数》里，担任了总
策划。在她30余年的职业生涯中，社会迅猛发
展，媒介飞速更迭，而她始终在关注和对话的女
性，也在日新月异地成长。于是，在好友任长箴
邀请她去开《第一人称复数》策划会，谈及当下
是否必要做一档女性谈话类综艺时，张越毫不
犹豫地说，当然有必要，因为“她们需要”。

《第一人称复数》的播出反馈和讨论度印
证了张越的判断，也带给她新的惊喜。如何看
见当下女性越来越广阔的关怀，如何应对女性
议题在舆论场中的众声喧哗，“独立女性”的底
色又是什么？张越讲述了属于她的理解。

从《半边天》至今，我们为什么仍然
需要女性节目

从《半边天》到今天，我们可能会觉得，很
多女性话题已经反复讨论过了。再做一档女
性谈话节目，还有必要吗？这可能要从过去几
十年来，中国女性话题的社会关注与女性生活
的实际变化说起。

《半边天》开播于 1994 年底，是为了迎接
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当
时，在政府的重视和推动下，女性话题的讨论非
常繁荣，开启了我们性别平等研究和教育的新
篇章。作为最早的女性电视节目，《半边天》起
到了呼喊和启蒙的作用，我们开始把社会性别
的理论用于观察和分析社会生活。

同时我们也发现，当时女性话题的红火，更
多来自政府、学界和媒体的推动。对于千千万万
普通女性来说，这次热闹非凡的会议和自己的生
活有什么具体关系，似乎还来不及感受。

到了2000年之后，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增
长，城市化、信息化的速度飞快，每一个女性都
在社会的剧烈变动中沉浮，她们面临的问题和
过去不一样了。很多农村女孩告别了贫穷和闭
塞，有机会接受一定的教育，来城市打拼，但在
城市中安身立命并不是那么简单；新一代的城
市女性经济独立、见识开阔了，但也面临更激烈
的社会竞争、职场压力和亲密关系等难题。

重要的是，女性的自我意识也在不断觉
醒。今天，我们从网络空间中能够看到，生活中
每个女性，已经自发地对自己的处境不断反思，
对自己面临的问题想要讨论。对此，我非常感
动——许多女性都在思考当年只有央媒才站出
来呼吁的话题了！有时又有点遗憾，因为我看
到大家讨论的声音是混乱杂糅的，甚至依然带
有诸多偏见。而这些问题，难道不是 20 年前

《半边天》天天在做的吗？我觉得，《半边天》好
像做得早了点，当时的女性“没跟上”，后来的女
性又“没赶上”。

一直到去年，任长箴联系我说想做一档女
性谈话节目，请我来帮他们开策划会。我对这
个节目的主创是有好感的——任导是我认识20
多年、有许多出色代表作的同行，节目主持人周
轶君则是记者出身，眼界开阔，见闻广博。

策划会上，她们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您
觉得现在有必要做女性节目吗？我说有必要，因
为现在大家对女性问题讨论得很热烈，但认知很
混乱。如果有个女性节目能给大家创设一个理
性的讨论空间，该是多好的事儿。我们一拍即
合，《第一人称复数》也就一步步落地了。

我喜欢认知角度不断丰富的过程

过去做女性节目的时候，我们往往关注
两类话题，一类是社会热点，一类是传统意义
上的日常女性话题，例如女性怎么平衡事业
和家庭的矛盾，婆媳关系怎么处理等。但是，

这档节目进入选题环节的时候，我们几个主
创不约而同地表示，对传统的女性话题不太
感兴趣。我们觉得，不如先把“女性节目”这
个标签放在一边，看看我们自己想谈什么。
于是发现，大家的兴趣非常广泛，有喜欢戏
剧、电影电视剧的，有喜欢动植物的，有喜欢
博物馆的……所以最终的节目里，就有了如
今这样多元的主题。

第一期节目谈“性骚扰”，我们邀请了几位
资深的法律专家来谈，做了一个很扎实的科普
对话，比如性骚扰怎么界定，被害者如何取证
等。节目播出前我还有点担心，怕内容过于严
肃，会显得沉闷。但播出后的反馈让我很惊
喜，我发现观众对于性骚扰这类问题，已经有
了深切地、主动地自我关怀。在弹幕评论区，
网友们都非常认真、专注地看这期节目，像上
课一样做笔记，把这些实用“干货”放在网上分
享。从我们媒体人奔走呼号，到今天女孩子们
主动学习、主动传播这些知识，我很欣慰地看
到这巨大的进步。

另外几期节目不是传统的女性话题，但我
觉得，最后恰恰呈现出了一个新时代的女性节
目该有的样子。我们看到，新时代的女性早已
不仅仅关注刻板印象中的女性问题，她们对历
史、文化、科技等所有社会议题都有关注、研究
和表达，又带有女性的立场与生命经验。这正
是我希望节目传递出来的态度——女性不断成
长，把目光投向更广的社会生活，更通达更宽阔
的眼界和更理智的思考。

在我作为嘉宾参与谈话的那几期节目
里，我也体验着这种跨领域交谈的愉悦。比
如在《闲聊全宇宙》这期节目里，除了我和周
轶君以外，毛尖是我喜欢很多年的作家，从她
在报纸上写专栏开始，我就是忠实读者——
她是如此聪明、锐利、广博和幽默。脱口秀演
员小鹿是我们有意识地邀请的“90 后”女孩。
在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中，我们对某个问题
的认知角度不断丰富，层次不断递进。这种
不断叠加、不断深入启发的讨论过程，非常有

意思，我们都觉得从彼此那里汲取了很多营养。

独立女性的底色，是劳动、创造、坚
强和爱

节目中，我们谈论很多话题的时候，都涉
及怎么看待“独立女性”，这是女性解放百余年
来一直在探讨的问题。毛尖作为影评人，梳理
了新中国成立后不同年代大家对独立女性的
想象——从勤劳善良的，到勇敢叛逆的，我们
的期待一直在变化。我们也谈到了当下网络
上对“独立女性”的一些理解误区——要事业
成功、要不结婚。在我看来，这未尝不是另外
一种刻板印象和陈规定型。

就像我最近读到的一本书《人生厨房》，那
是一个叫桧山民的97岁日本老奶奶写的。她
原本是一个家庭主妇，唯一精通的就是烹饪。
丈夫早年去世后，她开了个烹饪班来谋生。久
而久之，这个烹饪班成为她给邻居们答疑解惑
的一个空间，面对那些有职场压力却还要回家
做饭的女人们，上了年纪变得不会和人交往的
长者们，她把厨房变成了“厨塾”。

从表面上来看，一辈子待在厨房里的桧山
民奶奶，是一个贴合传统女性气质的人，似乎不
能称之为独立女性。但其实，她多年来一直勤
奋工作，也用她的生活智慧去帮助别人。所以
不能用符号来划定独立女性，她们可能有一万
种样貌。我们要看她的精神内核：劳动、创造、
坚强和爱，始终是我心目中独立女性的底色。

当下网络上关于性别问题的偏见和杂音，
其实是信息时代的必然。从《半边天》时代只有
官方媒体在呼喊性别平等，到今天每一个自媒
体都在发出声音，这是时代的进步。但与之相
伴出现的诸多局限、偏差，以及我们陷入的信息
茧房，也在所难免。面对性别问题上众声喧哗
的博弈，我们必须一边经历社会生活，一边进行
自我教育，不断完成新的启蒙。我相信，只要我
们还在读书，行走，见人，投入广阔的、丰富的社
会生活，我们的偏见就会不断得到校正，变得更
加清醒和从容。

“文以化之”，将新知、生
活、读书融入节目

我一直觉得，为《第一人称复
数》贴上女性节目的标签，其实有点
草率。在我看来，《第一人称复数》
是个“文以化之”的节目，嘉宾、主持
人之间的交流将“新知”“生活”“读
书”都融入了节目内容里，也表现出
了不同领域的人们思想的碰撞。

有人可能会感到奇怪，在这档
节目中，每一期的主题好像都毫无
关联，确实如此。我们开策划会时，
每一次都经历了一场头脑风暴，大
家你一言我一语，献言献策。最初，
我们说要做一个女性节目，谈谈女
性感兴趣的话题，张越老师就说了
一些《半边天》做过的选题，比如婆
媳关系。可有意思的是，一屋子的
女性中有很多并没有结婚，她们没

有婆媳关系，因此对这个话题也不
感兴趣，她们说我们能不能聊动画
片、文艺电影，或者新出的书？能不
能聊知识分子的穿搭，或者是为什
么东北这地方容易出笑星？每个人
感兴趣的东西都不一样。不知道，
是不是因此，我们的选题才会看起
来有点天马行空，从性骚扰这样的
社会热点话题，到植物学、动物学、
人工智能等不具备女性特质的话
题。有时候，我们也会根据嘉宾的
人选去选择主题，比如周轶君老师
联系到了毛尖老师、陈丹燕老师，我
们就去了解她们现在正在感兴趣的
是什么，然后跟着她们的兴趣走，去
决定主题，去聊她们感兴趣的事。

当然，我们所做的，可能远比观
众看到的多，节目每一期播出只有
一个小时，而我们录制时，可能谈话
时间是播出时的两倍，并且我们当

时联系的嘉宾也有观众现在看到的
三倍之多，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最后
只有现在的这些嘉宾参与了节目而
已。关于选择哪些嘉宾，我们其他
人都是“辅助”，只是在选择过程中
提出建议，《第一人称复数》是周轶
君的主场，她是主持人，也是谈话的
核心，所以这些嘉宾都是她发微信、
打电话和写邮件联系邀请的，整个
过程都是她来完成的。

而我作为导演，从拍摄纪录片
到制作谈话节目，对我来说是一次
全新的体验。我们都知道在现场很
难去掌控嘉宾的言论，但在策划阶
段我们就已经做足了准备。我和张
越、周轶君，讨论每一期要邀请什么
样的嘉宾后，就会提前去深入了解
他们。节目的每一期我们都录得很
愉快，因为我们很清楚和这些嘉宾
对话的方向在哪里，也能预知他们
的输出内容可以抵达的深度。比
如，陈丹燕老师是作家，我们对她的
作品很熟悉；止庵老师是一个特别
爱发微博的人，他的微博有很多讲
电影、文化的内容，我们也很了解他
的学识、谈吐和思想范畴。而《万物
有灵》那一期的嘉宾王大可，我们虽
然不了解她，但是我看了她的书，听
了她的演讲，从她之前公开的语言
表达中就可以预判出她在节目中的
表现。这其实和拍摄纪录片有点相
似，在拍摄纪录片的时候，导演也同
样控制不了其中的人物，但是在那
之前，你要拍谁、怎么拍、什么时候
拍，这些都是可以掌控的。所以，谈
话节目也是一样，选择哪位嘉宾，我
们都有自己的判断。就像我们当时
选择小鹿作为《闲聊全宇宙》的嘉
宾，我们也经过深思熟虑，虽然她一
直是个很幽默的人，但她的搞笑是
富有智慧的，而不仅仅是单纯的娱
乐大众。目前看，我们的话题，我们
的讨论，都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可以说，很惊喜。

能让人们产生共鸣，就是
一种成功

值得开心的是，《第一人称复
数》获得的正面评价偏多。对于这
档节目的口碑，我其实一开始没有
什么预期，只是觉得不会差评如
潮。事实也是如此，至今为止，我们
没有收到多少差评。一次偶然，我
看到豆瓣评论中有一条“喜欢这样的
探讨，而不是某些议题下空洞极端的
情绪表达，我们需要不同的视角兼听
则明”。我觉得这位观众评论得很
好，我们确实不是情绪表达，也不是
简单地抛出一些热点话题，而是基于

热点话题去分享自己的看法、观点。
有时候，在一个节目里，嘉宾们表面
上讨论得特别热闹，但最后观众在认
知上没有提高，思想深度也没有拓
展，仅仅是听到了一些声音，这并不
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做这个节目是
希望将人们早已经熟悉的话题，通过
深入交谈的方式谈得更深刻、更透
彻，从而让大众收获新的认知。所以

《这就叫性骚扰》那期谈得特别严肃
且专业，从法学教授、律师到心理咨
询师，几位嘉宾代表不同角度都作出
了自己的表达。

另外，还有观众说我们的这档
节目没有“情绪的宣泄”。现在，我
们处在一个情绪价值对于人们极其
重要的时代，我们刷短视频的时候
的确会感到快乐，我们在一瞬间被
逗笑了，感觉到温暖了，大家的情绪
价值在几秒之内就得到了满足，但
是当你看长达一个小时的谈话节目
时，不是凭借情绪宣泄就可以满足
的。还有一条评论，我也印象深刻，
是说“这个节目性别不重要，性格很
重要”，对此，我也深表认同。

至于《第一人称复数》到底有多
少受众，这个问题我并不在意，或者
说我并不在意流量，只要这个节目
的三观是对的，传达的观点是没有
问题的，就可以了。因为它一定会
对远方的某一个灵魂产生影响，这
种影响并不是说谁会因为看了这个
节目而改变了命运，我所说的有影
响是有怦然心动的那一下，有拍大
腿的那一下，有嫣然一笑的那一下，
这就足够了。导演这个工作我干了
30年，我一直在寻求来自观众的共
鸣，不是表面的共鸣，而是来自内心
深处的那一种。那个和你有共鸣的
人，他在他们家过什么日子你不知
道，在哪个城市的你也不知道，他住
在什么地方、他的生活环境，你统统
无法知晓。但当那个人突然看到你
生活的环境时，他会感觉特别神奇，
他就是身在远处而和你灵魂有契合
的那个人。能让一些人，在看到这
个节目时产生共鸣，哪怕是只有一
个观众，我觉得这档节目就成功了。

作为《第一人称复数》的导演，
当主持人和嘉宾老师们聊这些话题
的时候，我的作用就是一个关键的
中转站，我要把主持人、嘉宾老师们
表达的内容都传播出去。而从我也
被触动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苍茫
大地一定有人在冥冥之中和你的波
段是吻合的，这就说明，这档节目是
具有传播力的。现在，《第一人称复
数》第一季已经收官，我们希望能够
继续做下去。

张 越 ，媒 体

人、主持人，代表

作品《半边天》《夜

线》；《第一人称复

数》节目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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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思想触角能抵达的地方

在众声喧哗中，看见更广阔的女性关怀

段玉芝，作
家，《当代小说》编
辑。中国作协会
员，山东省作协签
约作家。有中短
篇小说被《作品与
争鸣》等选刊选
载。出版小说集

《支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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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段玉芝
■ 记录：吴晨阳

在积累和探索中前行

我的文学启蒙应追溯到童年，我
有两大纸箱子小人书。看过的小人
书中，印象最深的是黑白电影版的
《巴黎圣母院》，最后一页是卡西莫多
搂着爱斯梅拉达：“人们想把他同他
抱着的尸骨分开时，他即刻化为尘
土。”我被深深地震撼了，这段内容刀
刻斧凿般印在脑海里，文学的种子就
是那一刻种下的。

因为喜欢文学，我大学读了中文
系，成天泡在图书馆看书，在报刊发
表过很多诗歌和散文。结婚生子后，
生活安顿下来，我有了一间小书房，
经常写点小文。那时，大家在故乡论
坛贴文章，进行交流，我在论坛结识
了刘照如、小丁、陈宜新等师友，在他
们的启发和鼓励下，开始写小说，然
后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早期，我经常写婚姻情感方面的
小说，试图通过物质对情感的异化来
呈现20世纪90年代的世态和人心
的变化。这时期，我写了《轮回》《灵
岩》《戴小来的蜚短流长》等小说。

写了一段时间，我意识到，婚姻情
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我试着把目光
投向更广阔的生活，便有了《红莲》《支
点》《一路平安》《谎花》等一系列作
品。从《红莲》开始，我试着探索人性
的复杂、幽微与光辉，还有人生的宿命
感。马兵教授这样评价《红莲》和我
的其他小说：“段玉芝的小说，一向很
擅长通过误会或错置的情境来呈现
生命流程里那些不能被收编进日常
逻辑的人生经验。”

这是接近我写作意图的解读。
就这样，一路探索一路写作，其

间，有迷惘、困惑、自我怀疑甚至短暂
的停留思考，但是我从未想过放弃，我的付出得到
了肯定，我的小说《红莲》《一路平安》和《支点》先
后获得了“泉城文艺奖”。

在写作和反思中，明确我的文学地理坐标

我除了埋头写小说，还重读了许多经典的中
短篇小说，也重读了自己以前的小说，进行反思。
我在写作和反思中，明确了写作方向：关注现实，
关注当下，书写时代大背景下更广阔的生活，书写
人性的善、恶、复杂与幽微，还有人性的光辉。我
也明确了文学地理坐标：以我出生的村庄为参照，
还有我长期生活的城市——济南。这期间我发表
的中短篇小说有《欢乐堡》《李世民的胡子》《去马
赛马拉》《苏丹的迷宫》《星辰可摘》等。

我的短篇小说《李世民的胡子》获得了第五届
泰山文艺奖，小说写的是老人和少年的故事，写出
了子女定居国外留守老人的孤独，写出了进城务
工农民的一种生存状态，写出了少年平安的无奈
与挣扎。

我也曾迷恋中短篇小说，但后来有了写长篇
的想法：写当今时代，从乡村走出来的三姐弟的打
拼历程，已经写了十万多字；写家族史的，想通过
家族式叙述呈现出时代变迁、人物命运及人性复
杂，里面有我们家族的影子。

对我来说，文学是我心中的光，照亮我的人生
之路，让我坚定了人生的选择。高中时，我有机会
被保送到更好的大学，但因为不是中文系，我放弃
了。山大作家研究生班招生时，我正在企业做内
刊和网站的编辑，为了读书，我辞去稳定的工作，
脱产学习。文学让我失去了很多东西，但也让我
得到了更多，我的心中有了光，心境安宁，生活从
容。作家班毕业后，我去了《当代小说》做编辑，从
事文学工作。

编辑的成就感，来自作者的成长

很多人说，编辑为人做嫁衣，我从来没有这种
感觉。我要看大量的稿子，最欣喜的时刻，是读了
很多一般的小说，突然，眼前一亮，看到一篇优秀
作品，我特别享受这样的瞬间。

《当代小说》有个传统，重视发掘有潜力的年
轻作家。许多文学名家早年都在《当代小说》发过
作品。我在编辑工作中也秉承了这一传统，关注
有潜力的年轻作家，我编发过很多年轻作家的作
品。看着自己的作者走向成熟，走向大刊和选刊，
作为他们曾经的编辑，很有成就感。

我能体会到作者写稿的艰辛、投稿后的急切
心情，所以，尽量不错过任何一篇好稿子。十多年
前，有位作者接到用稿通知的时候，告诉我正打算
放弃写小说，他写了很多年，写过几十篇小说，几
乎都发不出来。我鼓励他，是金子一定会发光，总
有一天，他能遇见伯乐。听了这话，他很激动，最
终坚持下来。现在，他成了小有名气的作家，很多
作品都被改编成了电视剧。

在我的作者中，有教师、公务员、作家、工人、
民企老板，还有农民。有两位农民作者，他们平时
种地，农闲时外出打工，业余写小说。每次，我都
认真地阅读他们的小说，并提出诚恳的建议。无
论什么样的身份，能写出好小说的人，一定对世界
和人生有过深入的思考，他们值得编辑的尊重。

有的作者特别幽默，在清晨时，他会发来一个
短信：看，朝霞好美，且写且珍惜！我抬头看着朝
霞，觉得做编辑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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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女性视角为主的谈话节目《第一人称复数》已于本周收官，在这档优酷出品的自制节目中，主持人周轶君与不同领域的

嘉宾展开对话，从社会、科学、文化等方面，对不同话题进行了多维度的探索。这档节目如今获得了豆瓣网9.2分的好口碑，为

此，文化周刊特别采访了《第一人称复数》的总导演任长箴和节目策划张越，从幕后故事为观众带来更多解读——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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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任长箴《第一人称复数》总导演
■ 记录：熊维西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 口述：张越 《第一人称复数》总策划
■ 记录：范语晨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