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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们的茶话会》：这一场“温柔”的交锋

焦点人人物物

荧屏亮亮点点

史小诺，继续遇见大咖

新书架架

[爱尔兰] 罗迪·道伊尔 著
郭国良 彭真丹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12月版

《童年往事》是爱尔兰“桂冠小说家”罗
迪·道伊尔经典之作、布克奖得奖作品。1968
年的爱尔兰小镇，10岁的帕特里克·克拉克正
在经历着成长的阵痛，父母关系破裂、神经敏
感、无法入睡、被昔日好友孤立……

小说以碎片化的叙事方式展现有关成
长、婚姻、家庭的恒久思索，爱尔兰式的幽
默则与孩童的天真无邪相映成趣。一桩桩
明亮而忧伤的童年往事，一幕幕低徊心间
的动人回忆，组成了这一部平淡中寄予深
情的经典佳作。

熊育群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12月版

《第76天》是著名作家熊育群创作的一
部抗疫题材长篇报告文学作品。2020年的
中国抗“疫”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民族史诗，伟
大的时代需要也应该产生与其相匹配的伟
大的文学。本书以时间为轴线，全景式记录
了2020年武汉、湖北及全国人民在党的领
导下团结一心抗击新冠疫情的时代画卷。

作者追根溯源，回顾病毒暴发的时间
线，梳理人们的认识阶段和采取的相应措
施；着力刻画武汉封城至解禁76天里的世
情人心，面对疫情中国人民不屈的力量，各
地众志成城援助湖北的国家大义、同胞之
情；写出了2020年中国抗“疫”这一国家伟
大复兴道路上的艰难时段，以及这个时段
里一幕幕洪波涌起的历史大风云。

《第76天》

《秀儿》

有理性的分析，有感性的分享，有善意的调侃，不同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碰撞，构成《姐妹们的茶话会》多元的对话空间，没有激

烈“杀戮”，只是打造一个开放的谈话场，用一种更包容的方式，接受每一个人的观点，不评判对错，意在传达不同国别的女性真实的

“女性观点”和“女性态度”。

李春雷 著
漓江出版社2020年12月版

本书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再现了“时代
楷模”黄文秀短暂而极具时代价值的一
生。黄文秀是一位美丽、善良的女子，是一
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基层干部。她出生、成
长在百色老区，研究生毕业后返回老区致
力于扶贫事业，最终为老区的脱贫事业献
出了宝贵的生命。年轻生命的逝去无疑让
人伤痛，而用生命写就的青春之歌则有着
巨大的感染力和强烈的张力。全书着力挖
掘黄文秀纯净而美好的人生底色之上的亮
色——坚持执着，无私奉献，孝顺爱家，写
出她的平凡与不平凡，还原了一个对生活
充满热情、有血有肉的黄文秀。作品还勾
勒了以黄文秀为代表的驻村扶贫第一书记
的群像图，从中展现脱贫攻坚的国家路线、
中国经验，赞颂千千万万基层干部为乡村
脱贫做出的巨大贡献。 （端木紫）

■ 山月

在阔别观众两年多时间后，央视财经频道
的人物纪录片《遇见大咖》第五季日前带着一
众“大咖”回归。

依旧是以纪实拍摄的手法，挖掘财经大人
物们鲜为人知的一面。全程贴身跟拍，全景式
展现喜怒哀乐，于细节处见特性魅力；犀利的
对谈直击“软肋”，把他们“拉下神坛”，还原成
真实的“人”。观众们惊喜地发现，独特而熟悉
的“遇见”味道又回来了”。

“立足于人”，用真实记录打动观众

很多观众喜欢看这档节目，因为它更像是
一个“观察者”，还原“大咖”们鲜活真实的一
面；更像是一个“探索者”，探求他们的工作与
生活故事；更像是一个“思考者”，通过点滴记
录，让观众更接近他们的核心与本色。

这，正是节目制片人兼主持人史小诺创办
这档节目的初衷。

时间轴拨回到2012年，史小诺正站在不
惑之年的门槛上。30岁从重庆电视台进入央
视担任经济频道知名栏目主持，波澜不惊的生
活一晃就过了十年，她总想着做点自己更喜
欢的事。

一次在飞机上，史小诺买了两本杂志填
充时间的空隙。一本是《三联生活周刊》，其
中一篇文章《我们就是想有变化》讲述了她的
同学、同事哈文从央视财经频道转型去当春
晚导演的故事，一下子就击中了她。在台前
站久了，史小诺也想尝试做幕后，却找不到方
向。她又翻开了另一本杂志《看天下》，被中
国企业家俱乐部的一些小故事吸引了。她
想：如果把这些故事做成一档节目，是不是有
人也和自己一样觉得很有趣呢？

构想要照进现实并不容易。《遇见大咖》刚
开始筹划的阶段，不管是家人，还是台里的领
导，都会对史小诺发出“灵魂拷问”：“财经人物
访谈已经有《对话》，有《杨澜访谈录》了，你为
什么还要做？”

这也是史小诺常常思考的问题。直到有
一天，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来台里演讲，她
的答案清晰了。

俞敏洪是各种访谈节目的常客，但这一
次，他的演讲有些不同——不讲新东方和商业
观，而是将挫折坎坷、人生故事、私下生活和盘
托出。这些东西很打动史小诺，也帮她理清了
思路：“在我的节目里，我想展现的是他们作为
普通人的一面，他们的生命故事，我想这个过
程的记录会打动观众们。”

事实证明，《遇见大咖》做到了。

挖掘大人物的“小故事”

“立足于人”的出发点，让《遇见大咖》与很
多财经节目冷静、中立的叙述方式不同，总能
在某个细节中让人感受到共情与善意。

一方面，这是史小诺的个人风格。她曾说
过，自己不是一个特别犀利的人。前几季节目
中，她与他们的相处模式更像是老友，而非采访
者与被采访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
长俞虹教授这样评价她：“主持人在节目中承担
了非常好的角色，这个角色既像是记者，又像是
朋友。她不跳凸、不抢眼，不装范儿。”

在一对一访谈提问时，史小诺会采用一种
温和而不失坚定的方式，去提出一些让他们

“可能不舒服”的问题。这些尖锐的问题可能
不好回答，但史小诺抱着真诚的态度提问，更
多传递的是关心和善意，所以对方也往往坦诚
以待。

有没有必要“针尖对麦芒”呢？史小诺有
自己的坚持：“问到的可能是对方不愿意回答
的问题时，更要勇敢，更要平和。你不是在满
足八卦的猎奇心，你是媒体，你需要他在这个
问题上做一个权威的解释，这种直面和阐述，
是我们对采访对象最大的尊重。”

另一方面，这也与节目对采访者长期跟拍
的方式有关。史小诺觉得，每个人在不同层面

会呈现出不同的状态，所以节目尽可能去贴近
他们，贴近“企业家”之外的身份。有时候，节
目跟拍一个嘉宾的时间会长达一两年，跟着他
们去公司、回老家，记录他们如何与人相处。

在充分的沟通交流中，他们往往在镜头下
呈现出一种更松弛的姿态，所以节目能够拍到
真实、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她印象最深的，是
蔚来汽车创始人李斌的床头摆放着《长征》一
书，那时的他正在经历低谷，即便是那段难熬
的时光，他依然坚持阅读，从中汲取养分。这
和她平常看到的李斌，是不一样的……

撕掉“扁平化”人设的“大咖”们，非但没有
“形象尽毁”，反而因为血肉丰满、亲切、接地气
而受到观众喜爱。

这个节目对史小诺来说，也不亚于一次创
业。她由此实现了自己的“冒险与挑战”，并为
之历尽艰辛和困难。从“只会念稿”“提词器思
维”，到独当一面；从零零散散的帮手，到如今
的稳固团队；从“一堆糟烂素材”到成型样片，
节目慢慢有了雏形，也有了未来。

这些心路历程，都浓缩在了史小诺的《40
而立，也不晚：遇见大咖背后的故事》一书里。
也在40岁开始创业的柳传志在给书作序时写
道，史小诺一直被妈妈称为“美丽的空想家”，
通过《遇见大咖》，这顶帽子终于被摘掉了，“如
果换一顶帽子，我建议是‘美丽的创业者’”。

《遇见大咖》还在继续。在史小诺看来，这
档节目与其说是记录下企业家们的成功，不如
说是记录下他们干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为之
历尽艰辛，收获快乐的时刻，它鼓舞着我们每
一个普通人，包括史小诺自己——生命不是轻
飘飘的，总有一些有重量的东西，能让它更有
价值。

她这样诠释节目的初心和期盼：“我们的
终极目的是让更多人通过我们记录下的这些
人物，有新的角度看待人生，我真的愿意去
做。”

在史小诺看
来，这档节目与其
说是记录下企业
家们的成功，不如
说是记录下他们
干着自己喜欢的
事情，并为之历尽
艰辛，收获快乐的
时刻，它鼓舞着我
们每一个普通人，
包括她自己——
生命不是轻飘飘
的，总有一些有重
量的东西，能让它
更有价值。

■ 钟玲

开播两个月有余，由爱奇艺自制的综艺
《姐妹们的茶话会》于日前收官。在我近期看
过的几档综艺中，有热度女明星云集的，有观
点犀利、以正反双方论辩剑拔弩张的，还有搞
笑且娱乐元素爆棚的……相比之下《姐妹们的
茶话会》就没有那么多的“话题性”与那么强的

“攻击性”。
轻松的氛围，舒缓的节奏，没有唇枪舌剑，

不需舌战群儒，只有真诚的回应，没有标准的
答案，《姐妹们的茶话会》在一众以思辨做卖点
的综艺中，显得过于清新、淡雅。

是的，一样是聚焦社会热点话题，以多人
会谈的方式进行讨论，《姐妹们的茶话会》的画
风，实在太“温柔”了。于我而言，若不是这档
综艺恰巧聚集了几位我很喜欢的“飞行嘉宾”，
我甚至很难在众多网综中关注到它。偶然走
近，让我追完全集的，却恰恰也是这种“温柔”
的特质。

综艺如其名。
就像每个女孩、每个女性都会有的与闺蜜

或姐妹们叙话漫谈的闲暇时光，静守、倚坐，且
安逸；笑语、欢声，且悠然。一言一语，你来我
往，所触及之话题包罗万象、天马行空。《姐妹
们的茶话会》亦如“以茶会友”，全程都是在这
样的气氛下，以一集30分钟的短篇幅、一周连
续播出三天为一期的播出模式，根据不同的热
门话题，在场嘉宾针对各自国家的“生态”进行
延展、探讨、论道。

每一期的话题，都与现实中我们的人生息
息相关。

女性买房就是独立的表现吗？你支持快
乐教育还是压力教育？应该干一行爱一行还
是爱一行干一行？女性变强和男性审美是否
矛盾？

……
《姐妹们的茶话会》作为一档创新以女性

视角切入的谈话综艺，虽然是以女性的视角去
解读现象、审视社会、探寻世界，但话题本身并
未局限在女性自身的维度，所涉及议题的圈层
延伸到了多个领域，生活、职场、情感、文化等
等，而在如此纷杂的话题中，也大多包涵对当
下女性生存状态的关切——

关于恐婚心理、关于身材焦虑、关于相亲
之困、关于被催婚的烦恼、关于全职妈妈的困
境、关于离婚后的亲子关系……那些围绕女性
现实困境衍生而来的社会议题，《姐妹们的茶
话会》用更精准的对焦准则来一一“叙写”，从
而倾诉现实中无处不在的:社会对女性的偏
见、男性对女性的认知歧视，以及女性自我认
知的固化。

“男性也应该有示弱的权利！”“女性的独
立不仅仅是经济的独立！”“受过那么多教育，

不是为了做全职太太！”……
“温柔”的交锋，也常有“惊人之语”。
无拘无束地自由抒发，闲话中亦有各自的

观点输出，但不为说教更不以哪一种答案为践
行标准，这便是《姐妹们的茶话会》另类的表达
方式。

无论是具有趣味性的娱乐话题，还是更严
肃的人生探讨，嘉宾们都仅仅是从自身出发，
积极表达各自的立场。有人对恋爱充满憧憬，
满怀一颗少女心，也有人说自己并非恋爱至
上，时刻保持理智、清醒；有人说追求安稳的工

作是一种盲目自信，也有人说实力才是硬道
理，选择职业拒绝头脑发热；有人说不应该让
年龄成为阻挡你做任何事的原因，更有人说失
败了也是人生经历，总比后悔要强……“五花
八门”的一家之言，却流露出新时代女性价值
观的截然不同。

在这个女性题材综艺爆发的时代，“流量”
为王似乎已成人们的共识，越来越多的综艺节
目都在打“偶像”牌。于是，我们看到，《了不起
的姐姐》邀请刘涛、秦岚等一众女明星讲述她
们聚光灯下的生活；《女人 30+》针对年龄焦

虑，邀请江疏影、陶虹、马伊琍等6位30+女星
分享她们的故事……和这些将嘉宾“偶像化”
的综艺不同，《姐妹们的茶话会》主打的却是

“素人”的故事，让更贴近生活的女性个体代言
群体，尝试通过她们的角度来剖析世相。

歌手周笔畅、《奇葩说》辩手傅首尔，相声
演员孟鹤堂，唱作音乐人汪苏泷，还有脱口秀
演员杨笠、池子、庞博……不同职业的演艺圈
人作为“飞行嘉宾”，于《姐妹们的茶话会》奉献
了“金句”，也分享了他们的个人经历，但他们
却并非这里真正的主角，当然，也不是在这档
综艺中担当主持人的“茶话会协理人”大左和

“茶话会发起人”THE9-赵小棠，令这档以女性
成员为主的综艺节目“火花四溅”的是“嗑友
团”的成员们。

你知道，日本人如何看待中国公园里相亲
角为儿女征婚的中国父母吗？马来西亚的女
生被催婚的尴尬时刻是何时吗？马达加斯加
的女孩如何看待“恋爱脑”的男生吗？

……
法国的爱黎，德国/美国的阿菊，美国的

阳离子，马来西亚的颜如晶，乌克兰的乔丽
娅，马达加斯加的林夏，日本/葡萄牙的林绘
梨华……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来自不同国家、
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七位女性，对同一话题
给予不同角度的不同回答，也带来在不同文
化背景下她们不同的爱情观、婚姻观、价值
观、人生观以及世界观。

就像是，一次眼睛的独自旅行。尽管我们
的脚步未出国门，却跟随着她们的视野，看见
世界不同的地方不一样的市井百态、人文风
俗，从而完成这一场与世界未知角落的对话。

另一特别之处在于，更加关注女性并非
是制造二元对立，《姐妹们的茶话会》在充分
给予女性发声机会之余，针对同一议题，也会
通过男性嘉宾和街头采访的形式，让观众可
以看到当下男性的一些视角，以此打破性别
上的差异。

有理性的分析，有感性的分享，有善意的
调侃，不同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碰撞，构成

《姐妹们的茶话会》多元的对话空间，而在探析
大多数女性群体的心理诉求的同时，也在关照
现实为新时代女性的生活、情感等方方面面提
供多维度的参考意见。

当然，这些具有普世性的话题，在这档从
国际化角度来探讨当下女性如何定义自己、
如何塑造真实自我的综艺中，人们对于某些
疑问可能不会寻找到完美的回答。《姐妹们的
茶话会》，没有激烈“杀戮”，只是打造一个开
放的谈话场，用一种更包容的方式，接受每一
个人的观点，不评判对错，意在传达不同国别
的女性真实的“女性观点”和“女性态度”，以
此引导现实中的女性，加强自我认知，去面对
生活中的改变与挑战。

《童年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