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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明星综艺被限 星素混搭成未来主流

素素人人不不是是贴贴膏膏药药,,互互动动才才能能盘盘活活

本报记者 刘雨涵

明星嘉宾飙升
全明星综艺刹车

“下半年起全明星综
艺将被移出黄金档”，

这一传言虽然未见
正式下文，但第

三 季 度 的 几
大全明星节
目都发生了
变 化 。除 了

《 我 们 来 了 》
第二季据传要

增加两位素人嘉
宾外，《极限挑战》
第三季、《挑战者
联盟》第三季、《来
吧兄弟》《中餐厅》
等纷纷退出黄金
档。

全明星综艺
的限令并不让人感

到意外，其实早在2015
年7月，广电新闻出版总局就曾
经在《关于加强真人秀节目管
理的通知》中要求，真人秀节目

要更加关注普通群众，避免过
度明星化，坚决抵制过度娱乐
化和低俗化。不过当年的通知
只是引导性的调控，没有形成
标准化的硬性规定，虽然也有
一些节目增加了素人环节，但
是大部分综艺节目还是往全明
星的方向上狂奔。当人们以为

《奔跑吧兄弟》坐拥7位常驻明
星嘉宾已是极限，没成想《偶像
来了》集齐了10位女神，《全员
加速中》中的明星嘉宾人数更
是飙升到了15人。从《中国好声
音》出现4位明星导师开始，短
短5年的时间，国内综艺节目的
明星嘉宾人数增加了近3倍，全
明星综艺确实该刹刹车了。目
前还只是全明星综艺被移出黄
金档，将来是否会面临禁播也
未可知。因此，全明星综艺仅仅
是改到非黄金档绝非长久之
策，好好思考一下如何玩转星
素综艺才是正途。

素人嘉宾也有关注度
关键在融入

选秀节目历来是星素综艺
的大户，但是人们的惯性思维

往往将其与音乐选秀画上等
号，其实选秀节目的涵盖面很
广泛，而且细分一下更是大有
文章可做。像《出彩中国人》《中
国达人秀》这类才艺选秀依旧
是很受老百姓喜爱的节目类
型，《最强大脑》是智力选秀的
代表节目，诗词达人比拼的《中
国诗词大会》和辩论达人唇枪
舌剑的《奇葩说》也可划入此
列。想要开发全新模式的星素
综艺，可以先在选秀领域内寻
找新机遇。现在制作最成熟的
音乐选秀，也出现了明星素人
合唱的《我想和你唱》与专注
Hip-hop音乐的《中国有嘻哈》
这样的新类型，因此在原有模
式的基础上再加细分，也能够
在红海中杀出一条新路。

其实，综艺节目的可看性
不在于明星大不大牌，而在于
嘉宾是否有足够的综艺感，有
许多放不开的大咖明星参加节
目也会变成小透明，反而不如
能活跃气氛的素人效果好。如
果不能从模式上改进节目，那
么加入有看点的素人就成为不
二之选，素人萌娃就是首选的
圈粉利器。《爸爸去哪儿》第四

季中的萌神阿拉蕾，《二胎时
代》里乖巧机灵的艾米，《一年
级》第一季中的“熊孩子”马皓
轩，虽然都不是星娃，但是依旧
收获了极高的关注度。

奇葩素人也能为节目带来
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四大
名助》中为了省水每天憋着到
单位解决问题的抠门男，花费
近百万动手术20多次的整容
女，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外，明星亲属也可以作为特
殊身份的素人产生奇妙联系，
比如《旋风孝子》《女婿上门
了》，就将明星爸妈请上了荧
屏。

星素节目失败的案例也不
少，比如《我们相爱吧》，在第一
季面临禁播时为了救场，像贴
膏药一样强行塞入素人嘉宾，
明星CP和素人CP完全被割裂
开来，结果导致观众一看到
素人部分就快进或者换台。
星素综艺，只有通过互动才
能让两者形成一个有机的整
体，素人和明星要有彼此呼
应的身份融入共同的剧情，
否则就是两条平行线难以产
生化学反应。

虽然全明星综艺将被移出黄金档的传言还未靴子落地，但是各大卫视已经开始进行节目调整，大部分全明星综艺都选择择了主
动改档。然而一味逃避并非长久之策，真正玩好星素混搭才能成为最后的赢家。开发新模式，加入综艺感素人，这些都都是拯救节目
的良方，但如果没有互动而仅仅是像贴膏药一样硬塞，肯定难以盘活节目。

天天娱评

女女性性题题材材作作品品，，不不只只““大大女女主主””一一条条路路

近日，《楚乔传》在湖南卫
视热播。这部电视剧展现了西
魏年间一个女奴成长为女将
军拯救百姓的故事，收视率节
节攀升，证明市场再一次为

“大女主戏”买了单。
回顾近几年火爆荧屏的

电视剧，如《甄嬛传》《芈月传》
《锦绣未央》《大唐荣耀》等，多
属这一类型。据统计，目前已
拍完待播或正在拍摄的“大女
主戏”有近20部之多，《如懿
传》《赢天下》《凰权》《扶摇皇
后》《独孤皇后》等电视剧，其

主角几乎囊括华语影视圈所
有知名女演员。

“大女主戏”缘何受到欢
迎？一则电视剧受众多为女
性，女主角曲折成长的人生经
历契合当代女性的心理需求，
易产生代入感，不俗的收视率
促成了更多资本与市场的合
谋。二则在影视作品日益类型
化的今天，收视率高的剧集很
容易被模仿，同样的故事内
核，换一个年代、一批演员、几
个细节，又可演一出热闹非常
的剧集。

对“大女主戏”作一番梳
理，不难发现，这类剧集多数
缺乏历史和事实依据。除少数
角色真实存在过，多数都为虚
构，甚至所处的朝代、人物的
身份都为虚构。女主有穿越回

古代的白领，有正史上从未载
入典籍的世家甚至巫师，共同
点是都能运筹帷幄、决胜千
里，实现完全超越历史真实情
境的个人“成长”。

平心而论，在中外影视作
品中，女性故事的确是很好的
表现题材。侯孝贤以《海上花》
写人情世故，许鞍华以《女人四
十》《桃姐》展现对女性群体的思
考，李安用“俞秀莲”和“玉娇龙”
展现女性的理智与情感、忠恕和
欲望。这些作品，均是以女性为
题材而又对简单女性故事有所
超越。反观当下流行的“大女主
戏”，想象过于离奇、境界过于狭
隘，女主角无所不能，充斥着对
权力和力量的臆想，内核却摆脱
不了“宫廷斗争”“古代言情”的
窠臼。除了爱恨情仇，鲜见对

历史与人生的思考，缺乏对现
实生活的烛照。

在影视剧收视人群达亿
万之众、点击率动辄破十亿的
当下，创作缺乏的并不是天马
行空的想象和婉转曲折的情
节，而是格局和境界的提升。
好的女性题材，有助于展现女
性在历史中的地位变迁，提升
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认同，关照
人类自身精神的成长。聚焦宫
闱斗争和奇情的“大女主戏”，
抛却光鲜亮丽的外衣，却难掩
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玛丽
苏”加强版的实质。一拥而上
是对历史真实的侵蚀、对荧屏
生态平衡的破坏，眼下火热的
女性题材作品，应适当降降
温，思考一下突破的方向了。

（江雪）

本报讯 近日，年仅29岁
的旅美小提琴家贾寒冰在山东
歌舞剧院音乐厅举行小提琴独
奏音乐会，获得圆满成功。

此次音乐会包括国内外经
典、炫技和世界名曲几个主题，
其中比利时作曲家伊萨依第三
奏鸣曲是一首难度极高的无伴
奏作品，贾寒冰的完美演绎充
分展示了其深厚的音乐功底和
高超的演奏技巧，获得了在场
观众的一致好评。山东歌舞剧
院交响乐团指挥徐波表示，小提
琴是乐器之王，其驾驭难度极
大，贾寒冰在小提琴演奏上取
得如此成就，令人赞叹。

贾寒冰称，自己生在山东，
此次回到家乡举办独奏音乐会
很荣幸。接下来，他将在英国、
奥地利和加拿大继续巡演。

（本报记者）

盛盛夏夏之之夜夜响响起起
““寒寒冰冰之之声声””

全明星阵容《极限挑战》挪出了晚间黄金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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