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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绍兴市上虞区飞恋伞厂老
板雷鹏琳应网友要求，又研制出一把一
键快速收纳伞——他在伞布上装上“机
关”，收伞时伞面平整利落地照着折痕收
拢，卷起后就如新伞一样，一键实现“美
美地收伞”。

今年38岁的雷鹏琳是河南洛阳人，
2014年来到“中国伞城”——绍兴市上虞
区，创办了飞恋伞厂。市场的激烈竞争与
产品同质化，一度令这个小厂举步艰难。
2023年起，雷鹏琳发力短视频赛道，没想
到评论区被疯狂“求伞”——“我想要一把
会下雨的伞。”“走夜路怕黑，想要一把会发
光的伞。”每天，雷鹏琳都能收到诸如此类
脑洞大开的定制要求。他总是尽力将网
友的想法落地。他也因此被称为全网

“最听劝老板”。
靠着帮网友实现心愿，雷鹏琳收获

了大批年轻“伞粉”，网友称他为“伞
叔”。2023 年，他凭“听劝”在短视频平
台涨粉近 200 万，一年卖出 120 多万把
伞，不仅把厂子从倒闭边缘救了回来，还
让个性化定制火了一把。

去年研制近百款功能伞

从发布首个短视频起，雷鹏琳就特
别关注网友评论，也爱互动。让他想不
到的是，一次次互动，让他渐渐走红。

网友留言问“伞能不能抗风”，雷鹏琳
就在视频中双手紧握伞柄，猛烈地上下摇
晃，模拟大风天气，结果伞安然无恙；网友
想知道“伞面沾水干得快不快”，他就往伞
面上泼一盆水，旋转几圈抖落水珠后放上
干燥的纸巾一吹，验证不沾水⋯⋯面对这
样的老板，网友们来了兴趣，互动越来越
多，在线求伞的网友也越来越多。

“叔，我走夜路怕被车撞，想要一把
会发光的伞。”一次，雷鹏琳看到一条评
论，点赞数千，看到这么多网友有共鸣，
他决定满足大家的愿望。

发光伞的工艺技术其实并不难，早
先就有伞厂做过类似产品，但只是在伞
面上贴了小小的一圈反光材料。为了达
到网友要求，雷鹏琳决定整个伞面都用
反光布来做，在灯光照射时，伞面会发出

亮眼的光芒。雷鹏琳没想到，这种自己
命名的“镭射反光伞”一经推出，视频瞬
间爆火，获得近100万的点赞，伞一下子
卖出 7 万把，工厂一直在马不停蹄地
赶工。

渐渐地，雷鹏琳的短视频评论区成
了越来越多网友的“许愿池”，他凭借

“听劝”和有求必应的人设，走上了个性
化定制的开挂之路。2023年，雷鹏琳根
据网友“许愿”，研制出近百款“奇葩伞”，
例如伞柄作为手电筒的电筒伞、专为情
侣设计的双人伞、垂着帘子的挡雨伞、方
便垂钓者纳凉的钓鱼伞⋯⋯而且，这些

“奇葩伞”中不时会冒出爆款。
为了有效控制成本，雷鹏琳一方面

优先选择网友点赞评论最多的方案，一
方面依据预售订单来确定产量，有效规
避了滞销风险。

“每个人都可以追求个性，我们就做

小而美的市场，满足年轻人的个性化需
求，做他们想要的产品。”雷鹏琳说。

真诚的态度最能打动人

在雷鹏琳看来，为了实现网友的需
求，必须耐心听取他们的心声。

“最能打动人的，是‘听劝’背后真诚
的态度。要走进网友的心里，做他们的
同行者。”雷鹏琳说。

雷鹏琳是个“前卫”的人。直播带货
刚兴起时，他就招聘年轻人做主播。可
招来的人对产品不够了解，介绍产品不
够准确，效果不尽如人意。雷鹏琳意识
到，出镜人必须足够专业才能具备真诚
这一基础，才能赢得用户信任。

“干脆这个主播我来当！”思忖一番
后，雷鹏琳决定自己出镜。他开始用“默
剧”的方式拍视频，卖伞没有销售话术，

也没有文案介绍。视频里，他神情严肃，
一言不发，用直观的方式实打实地展示
伞的质量和各种性能，十分接地气。有
网友评论：“就喜欢这样没有废话，实诚
的商家。”

雷鹏琳尊重网友的每一个愿望，即
使觉得不可思议，他也会认真思考。例
如，有位网友留言：“叔，我想要一把会下
雨的伞。”遮风挡雨的伞怎么可能下雨，
这完全没道理，但评论区异常火爆，网友
们纷纷跟评：“这个好，我也想要。”“虽然
我知道不可能，但我相信叔的能力，我也
点个赞。”

网友的呼声很高，这促使雷鹏琳
开始认真琢磨。他尝试用最直接的办
法——在伞面上镂空，雨水通过密集的
小孔落下来，但这样会淋雨，效果不理
想。紧接着，他又做了一把伞，外观与普
通伞无异，但一打开，会垂下一串串水

晶，形似水滴。这把比上把有创意，但没
完全达到网友想要的下雨的效果。

正当雷鹏琳绞尽脑汁想着下雨功能
时，灵光乍现：如果伞能喷水雾，不就像
下雨一样吗？这虽然有难度，但并非不
能实现。雷鹏琳开动起他的创意脑筋。
他在伞柄上安上容器，里面装水，连接伞
顶的喷雾装置，一按机关，容器里的水就
化作头顶水雾喷出来，就似下毛毛细
雨。眼下，雷鹏琳已生产出第一把会下
雨的伞，可以自由调节水雾大小，夏天用
来防暑降温效果不错。“这把伞网友都很
期待，我们准备在今年夏季前正式推
出。”雷鹏琳说。

大方分享自己的资源

“这个伞柄哪家厂子有，我们一批外
贸订单急需⋯⋯”采访中，雷鹏琳手机中

的“崧厦制伞圈”微信群格外热闹。瞥见
宁波一位伞具从业者发出的求助后，雷
鹏琳马上联系了几位相熟的伞柄制造
商，不一会儿，就解了对方的燃眉之急。

“崧厦制伞圈”是雷鹏琳来崧厦创业
后建的微信群，为的是把自己接触到的
上下游伞厂网罗进来，成立一个共享的

“朋友圈”。去年，随着他的流量激增，越
来越多的伞友加入微信群，找他取经或
请他支招，雷鹏琳总是热心地帮助伞
友。如今，群成员已满500人。

从2010年起就与雷鹏琳一起做伞的
张成告诉记者，雷鹏琳从来就是个热心
肠。“在行业里，雷鹏琳会大方分享自己的
资源，有工厂缺人、缺机器、缺物料、缺销
路，他都会搭一把手。”早年，上虞神奇伞业
公司设计生产了一款别致的风扇伞，但卖
了几年仍然滞销。伞厂老板找到雷鹏琳
帮忙，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一场直播，直
接帮对方清空了4800把伞的库存。

今年春节过后，雷鹏琳开始在上虞、
洛阳两头忙碌。原来，雷鹏琳在洛阳一
县城的产业集聚区投资新建了一家伞
厂，刚开始投产。“生产线全部启用后，能
帮助200多名老乡实现家门口就业。”雷
鹏琳兴奋地说，“我们还建立了直播间，
主播就是制伞流水线上的女工，她们或
许没有高颜值，但能跟网友有底气地说，
我们最懂伞！”

在雷鹏琳看来，伞厂依然是小厂，自
己依然很普通。流量越大、能量越大，肩
上的责任也就越大。比起网上的流量，
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更为重要。

前不久，抖音推出“寻找同行者”计
划，展示不同领域的创业者在抖音电商
的探索之路。雷鹏琳以达人的身份参与
视频拍摄，分享了他把评论区变成制伞

“设计部”的故事。他正在努力让制伞这
件事，变得更有意义。

前阵子，一名网友给雷鹏琳留言：
“叔，我想要一把‘会下
钱的伞’。”站上社交媒
体风口的雷鹏琳，想借
着这股风，做出“会下
钱的伞”，更多、更好地
惠及他人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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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小演员再往前来一步，对，那
边再加一把椅子！这里位置记好，我们
整体走一遍戏。三，二，一，开始！”桐乡
90 后导演吕安迪话音刚落，小朋友们就
迅速进入状态，一边像模像样地“走戏”，
一边关注吕安迪的指挥，其间偶尔有工
作人员根据需要调整道具位置。

这是乌青剧社近日在桐乡城西村文
化礼堂内彩排话剧的场景，该剧是根据
浙江第一部电影故事片《人小志大》改编
的同名儿童剧。不断在剧场里跑前跑后
的吕安迪，就是乌青剧社的社长，也是剧
组的导演。

今年，是乌青剧社与梧桐街道城西村
文化礼堂合作展开社会化运作试点的第
二个年头，吕安迪信心满满：“我们越来越
相信，乡土是我们最好的创作土壤。”

首部原创剧小有成就

吕安迪是地地道道的桐乡人，对茅
盾、金庸等名家，他从小就耳濡目染。

与戏剧结缘，要归功于一档电视节
目。“小时候，可以看的频道很少，但每次
打开电视，都能看到中央电视台的《曲苑
杂坛》节目，觉得好看、爱看。”吕安迪
表示。

后来，吕安迪参加过戏剧相关的展
演，但并未受过专业训练。2013 年，吕
安迪读高三，第一届乌镇戏剧节开幕，但
当时他正在备战高考，只能趁暑假在线
上看视频“解馋”，“那几天，我不停地刷
新闻、找视频，就像上瘾一样，越了解就
越想进入戏剧世界。”

源于兴趣，吕安迪顺利考入重庆一
所大学的表演专业，真正踏进了戏剧行
当的大门，“当时我立了一个目标——参
加乌镇戏剧节。”按照主办方要求，参加
乌镇戏剧节必须以团队为单位，这可怎
么办？一心圆梦的吕安迪下定决心：成
立剧社。

“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吕安迪告
诉记者，最初的团队甚至都不能叫做“剧
社”，因为只有 3 个成员，并且都是表演
专业的学生，“说白了，只学过演戏”。然
而，为了实现走上乌镇戏剧节舞台的目
标，吕安迪并没有放弃，而是作为牵头
人，主动承担起编导工作。

有了团队，具体演什么？历史上的
乌镇很富庶，在各街巷的当铺里，很多大

户都经历过一些动人心弦的故事，吕安
迪团队认为这一素材值得一试。于是，
写稿、试戏、改稿、定道具⋯⋯几个月的
时间里，他们不断打磨作品，甚至中途曾
经完全推翻过一个版本。终于，在2016
年的第四届乌镇戏剧节上，吕安迪与朋

友们以“乌青剧社”的名义展演了原创剧
目《当》。

“这部作品前后共演出了6次，效果
一次比一次好！”吕安迪表示，首部话剧
的小成就让他坚定了“要吃这碗饭”的信
念，于是在2017年正式向工商管理部门

注册了“乌青剧社工作室”，踏上了戏剧
之旅。2016 年至 2022 年，乌青剧社连
续六届参加乌镇戏剧节演出。

把乡情“带在身上”

首战告捷固然令人喜悦，但吕安迪
并没有放松。

“在乌镇戏剧节展演的剧目，不仅有
话剧，还包括肢体剧、傩戏、木偶剧、藏戏
等形式，这些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吕安
迪说。这样的冲击，让他开始思考一个
问题：乌青剧社如何走出差异化？

他想起了自己 2016 年拜的曲艺师
父，“师父是说评书的，剧目中有很多本
土故事。”吕安迪发现，不知不觉中，自己
早已积累了不少素材，于是他将其中适
合做成话剧的单独拎出来，去找师父进
一步请教，再通过采风、查阅资料、问询
专家完善素材。

除此之外，有一些剧目取材于多年
以前的生活。比如小剧场话剧《蚕花娘

娘》，灵感就来源于吕安迪儿时的记忆，
“那时候在农村，许多人家里都会养蚕，
当时大家都拜蚕花娘娘。”后来，他了解
到这不仅是桐乡的习俗，在江南许多地
方的农村都有关于蚕花娘娘的传说，于
是依此创作了同名剧目。

乌青剧社大多数创作都围绕嘉兴本
土元素展开，除了单个原创话剧，还有原
创系列话剧——《故事里的家乡》和《故
事里的大运河》，其中《故事里的家乡》入
围“戏剧中国2022年度优秀剧目”。

“每一部作品的成功首演，都让我们
非常有成就感，但也会遇到一些挑战。”
吕安迪告诉记者，单是写剧本就非常熬
人：“白天要处理工作、回复信息，很难静
下心来创作，所以经常要写到凌晨两三
点。有时手头同时有好几个剧目，就更
不能停下来。”为了挖掘灵感，吕安迪时
常随身携带笔记本电脑，有灵感就记下
来。大运河畔、古镇深处都曾出现过他
的身影。

同时，寻找艺术和现实之间的平衡，
也需敏锐的判断力。比如剧目《湖中“画
舫”》是关于王会悟和红船的故事，过去
其他文艺作品中也有所呈现，但乌青剧
社发现大部分作品虽然艺术效果好，却
与真实历史有出入，“既要保障故事性，
又不想牺牲它的真实性，所以很多时候
要做出取舍。”

为什么乌青剧社要坚持本土化创
作？“也许，文艺青年都会有一个夙愿，就
是把乡情‘带在身上’。就像歌手唱家乡
那样，我作为一个桐乡人，拿出的作品一
定要有本土符号。”吕安迪腼腆地笑着
说，乌青剧社作为南方小城的民营话剧
团，以江南文化为立足点理所应当。

在乡村寻找广阔天地

从文艺创作的层面来看，上海、杭州
等大城市的资源更加丰富，受众群体也
相对广泛，吕安迪为什么会把目光落在
农村？

“说起来，这是一场意料之外的双向
奔赴。”吕安迪告诉记者，2022 年 6 月，
桐乡市委宣传部找到乌青剧社，表示文
化礼堂需要有更多样化的发展，而乌青
剧社的成员作为青年创客，也一直非常
渴望能拥有自己的一座剧院，酣畅淋漓
地演出自己的剧目。因此，乌青剧社于

2023 年 3 月正式入驻梧桐街道城西村
文化礼堂，并在政府的支持下将文化礼
堂改造成了“黑匣子剧场”。

“这不仅是一个舞台，也是我们创新
创业的基地。”吕安迪告诉记者，乌青剧
社一方面可以借助场地进行商业演出、
剧目制作，保障剧社的正常运营，另一方
面也会在桐乡市委宣传部和梧桐街道支
持下，将部分优质剧目回馈给村民，在文
化礼堂举行公益演出及文化活动。“排练
过程中，我们时常开放，让村民加入讨
论，并且邀请他们参观、试演。”

2023年全年，乌青剧社在城西村文
化礼堂举行的演出及活动共有上百场，
占据了剧社全年演艺活动的大头。

“如果说文化礼堂是我们实现创新
创业梦想的舞台，村民们就是我们的‘大
后方’。”吕安迪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乌青
剧社在城西村文化礼堂安排了一场演
出，众多熟悉的面孔中，一个面生的小男
孩从走进剧场开始就非常兴奋，看戏时
更是目不转睛。吕安迪说：“我一打听，
才知道他住在村子的另一头，距文化礼
堂有一段距离。当时他得知我们要演
出，就缠着大人一定要来看。”后来，这个
孩子成为了剧院的常客，萌生了对戏剧
的浓厚兴趣。

“乌镇戏剧节的火爆让我们知道，大
家爱看话剧、需要话剧，但每年乌镇戏剧
节只有几天，更多时候则要等待。”因此，

“让人们想看话剧就能看到”，在乡村寻
找广阔天地，成为了整个乌青剧社的工
作重点。

如今，乌青剧社已在城西村文化礼
堂成长了一年。一年里，吕安迪始终笔
耕不辍。一副木框眼镜和一支激光笔就
是他工作时的“行头”。

“比起导演的身份，我更在意的是演
员们的舞台体验和作品呈现的效果。”吕
安迪表示，“在创作上，我的初心从来没
有变过——尽自己所能，让演员们在舞
台上绽放艺术生命。”

说到日后的打算，吕安迪表示，他
想带领乌青剧社
继 续 在 乡 村 深
耕，让话剧艺术
走 进 人 们 的 生
活 ，并“ 做 纯 粹
的人，脚踏实地
追梦”。

桐乡90后话剧导演吕安迪钟情文化礼堂——

去村里，筑一个话剧梦
本报记者 李世嘉 王志杰 共享联盟·桐乡 吴佳丽

雷鹏琳在制伞。 受访者供图 雷鹏琳展示双人伞。 共享联盟·上虞 张汉锋 摄

沉浸式话剧《故事里的大运河》在城西村文化礼堂首演。 受访者供图

扫一扫 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