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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活策”！漫才兄弟“脱口秀”夺冠
他俩用喜剧解构生活小事深受欢迎，“让观众知道湖南人还在不断为喜剧事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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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破旧门岗、推
进电梯加装、联动电力
改造、 共建“红旗广
场”……长沙市天心区
万鑫嘉园小区在“万金
油” 志愿服务团队的推
动下， 居民们参与小区

建设的热情高涨，自发筹资献策，出钱出力。
经过一年的努力，老旧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10月23日， 记者来到万鑫嘉园小区，感
受居民们是怎么通过“微改造”，来实现生活
提质。

万鑫嘉园是长沙典型的老小区，建成于
2004年。10月23日10时许，记者在小区内逛
了一圈，小区植被覆盖率高，内街干净整洁，
随处可见老人闲坐、儿童玩耍的身影，部分
楼栋加装了电梯，居民出行便利。

“去年，小区还是一片破旧感，门岗没有
车辆进出闸道，没有保安室，小区物业形同
虚设。”业主吕女士告诉记者，2023年6月，在
社区的支持下， 小区成立了新的业委会。随
后，小区成立了“万金油”志愿服务团队，志
愿者逐户上门宣传呼吁，原本不关心小区建
设的业主们，开始为小区建设操心了。

采访中，居民们介绍，以前，夏冬两季用
电高峰期，小区跳闸停电是“家常便饭”。去
年夏季， 小区4栋1单元业主反映用不上电，
一查才发现是地下电缆腐蚀导致供电故障，
维修更换需要2万余元。 小区常年物业费是
60元每户，500余户居民的小区， 公共收益
也不多，如何解决资金问题？志愿服务团队
经商议，决定逐一上门说明情况，业委会共
同承担电力改造所需费用，由电力专业的志
愿者自行购买电缆材料，请电力部门更换电
缆。不到一周，用电问题得到解决。

此前，小区的门岗十分破旧，小区内人
车不分流，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在小区志愿
服务团队推动下， 居民们自发出钱出力，经
过一番改造，如今小区的门岗有了崭新的保
安室，安装了门闸。门卫晓师傅介绍，通过交
通微循环改造，小区内实现人车分流，还新
增了60个停车位。

不少业主表示，正是因为大家拧成了一
股绳，家园才能变得美丽、宜居。

长沙市天心区先锋街道尚双塘社区党总
支书记、主任梁娅介绍，为了让每一位业主的
意见和建议被尊重， 社区在实践过程中形成
了“集、议、办、督”四步协商议事法。

通过四步议事法，居民们共同研究制定
物业管理服务制度、服务监管制度，协商解
决了电费拖欠、电力改造、车库出租、停车场
管理、 物业费和卫生费收取等疑难问题16
个，促进小区管理由无序向有序转变，打通

“需求、治理、服务与监督”闭环，实现和谐共
治，人人共享的理想局面。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杨昱
通讯员 谭任延

居民自发筹资献策
为老旧小区“整容”

“冠 军 ！ 冠
军！”现场观众和
视频弹幕中网友
的期待和呼喊，
成真了。

10 月 23 日
晚，在《脱口秀与Ta的朋友们》总决赛
竞演中，徐浩伦和谭湘文，这对“活
策”的长沙“00后”喜剧组合———漫才
兄弟，夺得冠军。

当晚，三湘都市报记者第一时间
联系了这对新晋冠军组合。 他们坦
言， 有过期待但没想过真的能夺冠，
“最重要的是，让全国观众知道湖南
人还在不断为喜剧事业努力”。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叶竹

通讯员 徐榕璐

10月23日晚，在《脱口秀与Ta的朋友们》总决赛竞演
中，漫才兄弟———徐浩伦（右）和谭湘文夺得冠军。

受访者 供图

观众说：
通过漫才兄弟了解到漫才

一名观众的评价， 似乎道出了漫才兄弟夺冠的原
因———“今年看到漫才兄弟， 才发现这样的表演太有意
思了，漫才兄弟太好笑了。”

漫才，是一种源自日本的喜剧表演形式，通常由两
人组合演出，一人负责吐槽，另一人则充当怪人装傻，两
人飞速抛出一个又一个笑话，通过荒诞、误会、双关语和
谐音梗来呈现喜剧效果。漫才兄弟凭借出色的表演天赋
和良好的配合，结合口音特色，很好地将这种表演形式
本土化。

坐在《脱口秀和Ta的朋友们》节目评委嘉宾席上的
鲁豫说，他们把漫才的无厘头本土化了，抽象的搞笑成
为具象的、带有风土人情的故事。

“我们本身就是这个样子， 不是刻意融入进去的。
我们想把真实的状态给大家看， 别人一听就知道这是
湖南来的， 而且这个方式用在表演中也是适合的。”不
管是在台下还是在台上，漫才兄弟从不展现焦虑，也不
会去和其他竞演选手比较，“坚持走自己的路， 每个人
都不一样”。

漫才兄弟的段子， 现实中带着荒诞。《脱口秀和Ta
的朋友们》第一期，他们讲租房，年轻人千把块钱的预
算，中介看不起，两人演绎了住进公交车、住进冰箱般
寒冷的地下室、唱《指纹》才能解开的密码锁等桥段，引
得哄堂大笑；第二期，两人讲体检看病的经历，佩戴听
诊器要按“男左女右”的规律来，辩称“视力不好没关
系，因为世界太浑浊没必要看清”，生动地描绘了现实
情景，将生活中最细微的点延伸成笑点。

看过漫才兄弟表演的观众认为，他们拥有天马行空
的想象力和舞台表现力， 用一口长沙口音的塑料普通
话，来解构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给人亲切感。

聊创作：
“灵感来的时候就像玩音乐游戏”

“都只用了一天时间，大概框架就出来了。”漫才兄
弟向三湘都市报记者透露，“租房”和“看病”这两期作品
是他们所有创作中用时最快的。

创作和排练， 两人也没有固定时间，“灵感来了，就

写得很快；灵感没来，你可能慢慢磨”。如果用长沙方言
中的词语来形容漫才兄弟身上带有的湖湘特色， 就是
“活策”———“机灵”“随机应变”。这让两人能在抓住灵感
的同时，创作也对上观众的口味。

“灵感来的时候就像玩音乐游戏，一直‘perfect’一
样，自己能想出很多‘包袱’出来，写出的东西更符合我
们自己的风格，然后也符合人物设定，符合剧情推进。”
当然，两人之间也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谭湘文说：“我
们就会用各自的思路放到舞台上面去演两次，看哪个效
果更好，那就听观众的，这是一个调整的过程。”

表演的作品， 都是根据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
或者是他们想做的事情创作而成。 在将作品搬上屏
幕前， 漫才兄弟会先在长沙本地的脱口秀剧场中展
示。“先给我们长沙的父老乡亲品鉴，被认可了以后，
我们再去给全国观众们展示。” 谭湘文介绍，“效果
好，基本上就不动剧本，某个地方或者还有几个‘包
袱’没响，我们就再调整。”

谈未来：
“做好自己的功课，从小事做起”

“我们在湖南的喜剧前辈耳濡目染下长大的， 从小
看到他们是怎么把舞台、把表演弄得那么好看，那么厉
害。”徐浩伦解释，“不只是我们，而是所有从湖南走出去
的喜剧人，都会受到影响”。

谭湘文说，两人在正式搭档前，都讲过相声，有各自
的搭档，曾经在歌舞厅里学习、表演过一段时间。自2022
年开始初次搭档登台表演后，这个组合便成了固定的伙
伴。传统曲艺中的相声和脱口秀比较接近，漫才兄弟也
成了这两种艺术相互转化的成功案例———两人的性格
正好决定了他们的分工，外放的徐浩伦负责装傻，表演
各种无厘头情节，谭湘文在恰当时刻精准吐槽。

“这也是我们能够快速掌握契合度的原因。” 作为
一种新兴艺术形式， 脱口秀很容易就被许多年轻人接
受，一动一静、个性互补，也让上舞台这件事变得很有
安全感。

舞台上，脱口秀演员来自五湖四海，都有着各自的
闪光点。对未来，夺冠后的漫才兄弟表示依然会坚持做
自己，“做好自己的功课，不要丢掉长沙‘普通话’技能，
从小事做起，不给湖南丢脸”。

扫码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