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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万圣圣节节探探秘秘鬼鬼屋屋的的 ““另另类类减减压压””
“扮鬼”也要经过专业培训

工作人员

受专业培训

据了解，目前济南市内固定
的、较为知名的鬼屋场所只有泉城
公园和泉城路上的两家，嘉华购物
广场的鬼屋已经关门。泉城路鬼屋
的负责人王经理称，自己的店已开
了10年之久，从往年来看，鬼屋的
生意在万圣节当天并不会比平时
好很多。

王经理告诉记者：“平时还是
周末人多一点，双休日有两三百
人，工作日的话每天有二十多人。”
来玩的主要是中学生到大学生这
个群体，很多人过来的目的一是好
奇心，二是为了缓解压力。

在记者体验过程中，被工作人
员惊吓到六七次，但实际上鬼屋内
的工作人员只有两个，“他们都是
受过专业培训的，可以在短时间内
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王
经理说，“我们事先安排好惊吓的
间隔时间、距离和方式，其他还需
要他们发挥，效果做得越刺激越
好，但也要针对不同的顾客留一些
余地。”

据了解，鬼屋的工作人员之所
以能准确地“吓到人”，是因为有自
己专门的通道，没有特殊情况不会
随便出来。“这样可以给顾客一些
神秘感。”王经理说。

体验意在

释放压力

据记者观察，在鬼屋门前徘
徊的游客不少，但是真正敢于体
验鬼屋的，还在少数。据王经理
介绍，鬼屋门口的巨型海报，黑
发披肩、白袍加身的女鬼背影，
是经过斟酌之后才挂上的。“本
来是想把嘴角滴血的女鬼正面照
挂在外面的，但是担心海报太恐
怖，顾客不敢进，才改成了女鬼
的背影照。”

王经理表示，鬼屋也会根据游
客的反应做一些调整，适当减弱其
恐怖等级。比如，这一期的水晶棺
材路段，原来的灯光打得很亮，棺
材中的白骨模特看得比较清楚，很
多人路过此处都不敢继续前进了，
后来就把灯光调暗了，只能隐约看
见一具棺材。

当然也有慕名而来的游客。
市民小刘是资深恐怖电影爱好
者，一圈下来之后，小刘显得有些
意犹未尽，甚至觉得“鬼”出场的
次数太少，“我平时就比较喜欢看
悬疑推理类的电影和小说，在鬼
屋里面光线比较暗，沿着曲折的
小路前进，有一种探秘的感觉。另
外，被吓唬几次，尖叫几声，甚至
有被吓哭的，也算是情绪和压力
的释放吧。”

专家称不提倡

小学生玩鬼屋

在泉城路的鬼屋，记者与同伴
亲身体验了一次名为“冤魂归来”
的恐怖之旅。短短一百多米的路
程，却让人走得瞻前顾后，进退两
难。在记者所选择的“高级”恐怖等
级中，共体验了鬼屋内的5个场景，
每个场景中都有一些骷髅、僵尸之
类的模型，黑暗中发着夜光，墙壁
上贴着鬼怪图画，写着“快走”等威
胁性字眼，半空中悬吊着断肢模
型，甚至脚下的地板中也镶嵌着

“水晶棺材”。
在几个场景中间，都会有工作

人员以各种方式吓唬游客，例如突
然伸出头，从暗处跳出来大喊一
声，在背后拍一下，抓一下脚踝等
等，每次都会在趁人不备时把人吓
到，游客出来后都会出一身冷汗。

针对青少年进鬼屋玩的现象，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王极
盛表示，“孩子的幼年体验十分重
要，会对终身产生影响。当时孩子
到鬼屋游玩，可能会觉得比较刺
激，但是会给孩子带来潜移默化的
影响。孩子的认知、情绪控制和承
受能力都在发展过程中，如果过多
接触比较恐怖的场景，对孩子以后
的成长会产生不利影响。不提倡小
学生到类似鬼屋的地方游玩。”

南瓜灯、女巫小黑裙、夜光蜘蛛……

““扮扮鬼鬼””装装备备虽虽炫炫，，却却卖卖得得不不够够火火
万圣节装备

销售不乐观

记者看到，历山路上某大型
超市专门以万圣节为主题，设置
了一组装扮玩具的专柜，各种装
扮玩具琳琅满目。有万圣节必不
可少的南瓜灯、各种材质表情的
面具以及夜光蜘蛛。

泉城路上的一家超市开辟出
一 块 区 域 专 卖 万 圣 节 装 扮 用
具。死神的巨镰被做成软玩具，
吸引了一些四五岁的小朋友。
除了这些小玩具之外，还有万
圣节装扮所需的衣帽，女巫的
小黑裙、吸血鬼的披风。据超市
万圣节柜台工作人员介绍，这
些商品已上架一月有余，但不
知为何买的人很少，“这一个多
月才卖了 1000多块钱，我们这
几 家 大 超 市 进 货 的 地 方 都 一

样，销售都不太好。”
据观察，超市万圣节玩具的

价格根据不同的材质、大小和种
类，价格也各不相同。南瓜灯根据
大小，价位从九元到二十九元不
等。鬼面具则是根据材料的不同
定价不同，有塑料的、夜光的，价
格从四五块到十几块不等。最贵
的要数装扮的服饰，男士吸血鬼
披风甚至达到六十几块。

“我觉得这些东西有点贵，像
这一件儿童披风就要50块钱，我
摸着料子也不怎么样，觉得不
值。”在历山路某超市购物的王女
士说，“再说这些道具都是一次性
买卖，孩子玩一天就扔了，不如买
点实用的东西。”

市民购买欲望不强

家长限制孩子接触

对于各大商场、超市里早早

上架的万圣节装备，市民的购买
欲望却并没有那么火热。据记者
在几大超市万圣节专柜的观察，
很多顾客只是抱着好奇的态度在
柜台前翻看，甚至会试戴面具等，
但最后没有买走这些商品。由于
西方万圣节中通常由孩子做主
角，很多万圣节道具都是为儿童
量身定制的，但国内的家长似乎
并不买账。记者不止一次看到，当
有孩子被吸引到超市的这些万圣
节展台时，家长经常对其进行制
止或催促孩子离开。

“这些鬼面具、南瓜灯之类的
都奇奇怪怪的，我们大人都觉得
有点吓人，怎么能让孩子从小接
触这些东西。”带孩子从柜台前离
开的刘女士说。

但也有年轻人表达了不同意
见，跟男朋友一起购物的蒋女士
称，买这种东西就是图个乐子：

“我们就打算买两个舞会面具，偶

尔过一些洋节日也是挺有意思
的，不买贵的东西就行。”

“万圣节是一种舶来文化，在
国内没有根基。这种洋节日之所
以被炒热，很多情况下都是商家
推动的。”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
忠武称，“过洋节本身并不是坏
事，说明我们对外开放的意识提
高了。”

针对家长限制孩子接触万圣
节的恐怖玩具，王忠武称这是人
之常情，“家长不想让孩子接触
与妖魔鬼怪有联系的东西，主
要是文化差异的原因。”王忠武
表示，“万圣节和圣诞节那种纯
粹以欢乐为主题的节日不太一
样，和中国人的价值观、生活习
惯都有些相左，我们都喜欢类
似于欢喜、热闹、喜气、圆满等主
题的东西，因此会对这种节日有
些排斥心理，才造成了洋节日在
中国水土不服。”

阴森恐怖的鬼屋，是一些人寻求刺激、释放压力的场所，它的恐
怖主题也与万圣节十分契合。记者亲身体验了一家济南最早入驻的
鬼屋，发现人们去这种恐怖场所主要意在猎奇和纾解压力。

本报见习记者 于悦 张玉岩

本报见习记者 于悦 张玉岩

万圣节将至，各大商场、超
市纷纷开辟了万圣节专柜，推出
五花八门的装备和道具以吸引
顾客，但市民对于恐怖道具的购
买欲望不太强烈，其销售状况也
并不怎么乐观。专家称，鬼的观
念在国人印象里并不好，盲目造
势的商家销售遇冷并不奇怪。

孩子被万圣节玩具吸引过来。 本报见习记者 于悦 摄泉城路鬼屋。本报见习记者 于悦 摄

超市里的万圣节专柜。 本报见习记者 于悦 摄

泉城公园鬼屋门口，几名儿童相互
推拉不敢进门。

本报见习记者 于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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