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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国人更好地表达自己

济济南南的的““超超级级金金嘴嘴巴巴””在在哪哪儿儿

本报讯（记者 霍晓蕙） 19

日，天津卫视《国色天香》将迎来总
决赛，霍尊、丫蛋、张远争夺“2014年
度戏王”的封号。张国立加盟总决
赛，携手赵忠祥打造“春晚”级主持
阵容；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孟广禄、
豫剧表演艺术家小香玉、黄梅戏演
员吴琼等组成专业戏曲评审团，对
三位竞演选手进行专业化点评；男
高音歌唱家莫华伦、著名男中音歌
唱家杨洪基、受赵本山委派助阵的
王小利，分别为霍尊、张远和丫蛋倾
情助唱。

总决赛共设两轮竞演，第一轮
中三位选手分别请一位嘉宾合唱改
编曲目，由六位戏曲专家投票淘汰
一位选手。进入到第二轮竞演的两
位选手将综合评委团和现场55家媒
体的票数，角逐“2014年度戏王”。在
收官之战上，戏曲名家孟广禄称：

“看到现在的年轻人这么尊重传统
艺术，我非常感动，他们在舞台上的
投入和认真揣摩每一个细节，让我
觉得很了不起。”

《国色天香》

本周总决赛

2013年，由安徽卫视推出的《超级演说家》，掀起了一股全民参与的“演说”热潮。近日该节目的第二季启动，
安徽卫视乘势推出的“超级金嘴巴”推广活动，17日来到济南“寻找济南最会说话的人”。此次活动由齐鲁影业传
媒有限公司参与承办。

17日下午，炫酷的热舞秀拉开“超级金嘴巴”济南站活动序幕，4名选手为争夺“超级金嘴巴”称号“大打出
口”。有趣的是，鲁豫、李咏、林志颖、乐嘉的模仿者坐镇评审席，担任“超级金嘴巴”的“导师”，他们不仅在外形形上
相似，点评的腔调也与“四大导师”难分上下。《超级演说家》导演曹志雄现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霍晓蕙

作为《超级演说家》的总导
演，曹志雄的职业生涯是从“说
话”开始的。2002年，毕业刚两年
的曹导开始担纲制作后来红遍全
国的谈话类节目《鲁豫有约》，来
来往往的明星，让他感受到了国
人对于表达的强烈需求，在节目
制作过程中也充分感受到了语言
的力量。多年的制片人生涯，让曹
志雄对“讲”和“说”有着特别深刻
的感悟。

在曹导看来，中国的传统文
化教育对国人表达自我，实际是
抱着一种否定和抑制的态度。在
传统观念中，我们推崇的是“敏于
思而讷于言”，对于演说和口才往
往会武断地给予“巧舌如簧”、“油

嘴滑舌”等负面评价。但进入现实
世界后，面对的却是一种截然相
反的情况。在曹导眼中，今天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是“不得不说”
的年代。日益走向世界的中国
人，常常因为不知道应该如何
正确地表达和沟通而被误解和
怀疑，“甚至中国人拿着钱去奢
侈品店买个包都会因不会表达
而遭人白眼”。“我觉得有必要做
一个倡导国人学会表达的节目。”
曹志雄表示，“《超级演说家》就是
要在‘不得不说’的时代给国人一
个大声说出心中所想的舞台，这
也是我在制作《鲁豫有约》和《壹
周立波秀》之后，创办《超级演说
家》的初衷。”

这是个“不得不说”的时代

2013年度《超级演说家》第
一季收获了很多赞誉，很多人将
其视为本土原创综艺的胜利，也
有人认为是节目抓住了“演说”
这个此前几乎没有人关注的创
意切入点，让早已对歌舞、才
艺、找对象等综艺节目审美疲劳
的观众眼前一亮。对此，曹导表
示了认同，他认为《超级演说
家》的成功还在于它出现的时
机，“演说”这种形式在社会生
活中演变进化，恰好到一个适合

《超级演说家》出现的时间节
点。虽然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并
不鼓励国人表达，但是“演说”
其实并没有完全远离我们的生
活。

“我的少年时代正是老山英

模报告团风行全国的时候，那个
时代中国人的演说是汇报式的，
是对于伟大和传奇的总结；到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进入大学，我所
体会到的‘演说’，就变成了各
类人生导师成功学的宣讲，或是
新东方老师们在课堂上极具个
人魅力的即兴教学。等到新世
纪，我离开学校开始专业电视制
作人的职业生涯，‘演说’在整
个社会的话语体系中又变成了
与自我推销、自我宣传密切相关
的内容。”

曹导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
《超级演说家》可能成为我们这个
时代的国民节目，“大家对演说的
需要和对唱歌跳舞一样普遍，甚
至更加普遍。”

演说也可成为国民节目

用曹导的话说，“我们是一
群表达欲被压抑得太久了的人，
虽然很想说，但是究竟如何说、
如何才能更好地说，我们其实并
没有一个可供参考的定式。”因
此对“演讲”的形态有争议，再
正常不过了，甚至从某种角度来
看，这恰恰是节目成功的一面，
它说明观众不仅在关注节目本
身，而且也正通过《超级演说
家》学习和研究表达。第一季的
首位登台者、9 0后许豪杰就是
一个例子，节目组曾担心他个性
张扬的90后特质能否获得更广
泛的观众认同，结果证明不止
9 0后，各个年龄层的观众对真
正的好演讲有着广泛的包容度，

这也帮助许豪杰一路走到了决
赛。而这，就是“演说”的力量。

在第二季的筹备过程中，曹
导发现了一个围绕“超演”争议的
有趣现象。许多第二季的报名选
手是第一季故事派或技巧派论争
的参与者。他们报名参与第二季
显然不仅要说出自己的观点，也
是来节目展示他们心目中真正的

“演说”。在一些“超演”迷聚集的
网络中，粉丝们甚至会和选手一
起通过网络演讲、修改参赛演说
稿，这种观众的参与和“入戏”
比短期收视率的爆棚更可喜，也
是《超级演说家》从一档富有创
意的新鲜节目走向成熟话题节
目的标志。

国人的表达欲正在爆发

▲“ 超 级
金 嘴 巴 ”济 南
活动现场

《超级
演说家》导演
曹志雄

“超级金嘴巴”济南活动现场

本报济南4月17日讯(记者 高
扩) 17日，全省文艺精品创作生产
座谈会在济南召开。会议以党的十
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
导，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工
作重要讲话精神，总结交流我省文
艺精品创作生产工作的经验做法，
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孙守刚表
示，近年来，我省各级部门高度重视
文艺精品创作生产，把这项工作纳
入全省“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
总体规划，纳入党委、政府工作目标
考核体系，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含金
量高、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为文
艺创作生产繁荣发展提供了良好政
策环境。目前，全省文艺创作生产空
前活跃，数量质量稳步提升，文艺题
材体裁丰富多样，作品门类均衡发
展，文艺队伍逐步壮大，优秀人才不
断涌现。

孙守刚表示，推动文艺精品创
作生产持续繁荣发展，需要处理好
坚持正确导向与尊重艺术规律、弘
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文艺创作
与文艺批评、继承与创新等几个重
要关系。要实现工作指导上的转变，
进一步提高文艺精品创作生产的组
织化程度，一是组织统筹跟上，根据
当前文艺创作生产出现的新情况新
变化，积极探索科学有效的工作机
制；二是规划论证要跟上，建立完善
重大题材、重点作品创作规划策划
机制；三是政策保障要跟上，综合运
用政策扶持、财政投入、评奖激励等
杠杆作用，为文艺精品创作生产创
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四是生活体验要
跟上，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文艺采风
创作活动，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
生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五是人才
队伍要跟上，造就一支理论和艺术功
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门类齐全、结
构合理的高素质文艺人才队伍；六是
宣传推介要跟上，积极运用传统媒体
和新兴媒体加大对我省优秀作品和
优秀人才的宣传，全方位提高“鲁字
号”文化品牌的影响力。

打响“鲁字号”

品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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