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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偶像养成”节目杀成一片

只只是是学学了了人人家家的的一一点点皮皮毛毛
本报记者 邱祎

拔苗助长

三个月就想练出“天团”

内 地 综 艺 节 目 缺 乏 原
创、热衷于从国外引进版权，
制作缺乏创新、创意环节，有
些节目甚至干脆放弃创新，
直接跟风，差不多的题材嫁
接某类成功节目的一个点，
就能打造出一档新节目。目
前的偶像养成市场依然还有
十年前超女、快男式选秀节
目的影子，有的甚至只是换
了层皮，本质依然没有改变，
这也正是国内偶像养成节目
与拥有多年经验的韩国模式
之间的差距。

目前国产综艺的生命周
期非常短，超过三季的节目
寥寥无几。但偶像养成却是
个长期的过程，韩国之所以
不断诞生世界级天团，源于
背后的长期坚守，能耐住寂
寞地训练。两年是最短周期，
动辄还有七八年的。但目前
国产的偶像养成类节目播出
周期一般在三个月，如果收
视不好，基本上就没有下一
季了。在几个月时间内培养
出“天团”无异于痴人说梦，
即使聘请顶级团队24小时不
休息也做不到。

不久前刚结束的《燃烧
吧少年》，号称从几万少年中
选出 1 6 人在节目中正式亮
相，1 6位少年经历了三个月
的训练和选拔过程，但节目
结束后观众记住了几人？节
目 是 否 有 下 一 季 目 前 不 确
定，这1 6位选手的偶像养成
路可能就此终结。彭侃认为，
对培养偶像来说，两年四季
节 目 的 生 成 周 期 是 最 低 要
求，偶像养成绝非朝夕之事。
练习生通过两年全方位的训
练，让他们从初出茅庐的小

鲜肉蜕变成基本适应偶像要
求的小星星，已经算很快了，他
们需要时间慢慢积累人气、吸
引粉丝，目前看国内多数偶像
养成类节目都做不到这么气
定神闲、慢工出细活。

缺乏内涵

唱歌跳舞外加大腕吸睛

偶像养成是个很复杂的
系统过程，韩国在培养偶像
时有严格的课程，包括形体、
音乐、舞蹈、才艺、公众形象
等多个方面，但目前国内的
偶 像 养 成 类 节 目 只 是 披 着

“养成”外衣的选秀和才艺比
拼，经过几轮晋级、唱几首歌
跳几段舞，似乎昨天还是普
通人的素人们，几个月下来
就被包装成了偶像，观众看
得莫名其妙。其实，这样的包
装只能称为包裹，并未做到
真正地造星，也没有真正呈
现偶像“养成”的过程，要培
养真正的粉丝自然也很难。

由于缺乏真正的内涵和
“养成”过程，目前多数此类
节目为了增加节目吸引力和
可看度，依然靠重金聘请大
腕来增加人气。翻看各个偶
像养成类节目，评委或者导
师阵容都十分耀眼，从天王、
天后到当红炸子鸡，几乎囊
括 了 内 地 和 港 澳 台 所 有 大
腕。对此，一些业内人士表
示，对于观众来说，纯素人是
很难吸引眼球的，更不要说
由观众发展成为粉丝。节目
制作方总觉得，没有明星压
阵节目风险太大，即便是当
年的超女也是靠着毒舌评委
引起话题，所以他们仍然把
明星阵容作为偶像养成类节
目的最大卖点之一。

其实，偶像养成类节目
的舞台是属于素人的，并不
需要庞大的明星阵仗，但现
在很多偶像养成类节目还是

将财力和精力都投入到导师
的咖级、视觉效果的吸睛以
及矛盾话题的制造上，对学
员本身的培训、养成机制往
往只停留在表面，说白了还
是为了录像而训练，这种表
面功夫或许对收视和点击量
会有一定帮助，但对于偶像
养成却毫无意义可言。过分
倚重明星会损害偶像养成类
节目的实质，有点喧宾夺主。

《元气少年》总导演陈歆
宇告诉记者，在韩国偶像养
成类节目中，明星挑选成员
和成员互动一般只占节目容
量的四分之一甚至更少，明
星只是这类节目的一种点缀
和辅助，并不是主角。偶像养
成类节目的真正内涵和看点
是素人成长蜕变的过程，是
团队磨合和凝聚的过程，这
个过程中会有很多冲突、碰
撞和血泪，重在对成员气质、
才艺、文化、能力等诸多方面
进行培训、考核和包装，大浪
淘沙，在这一过程中，参加培
训的选手们为了团队和不断
付出努力与牺牲，也会让观
众有很强的代入感。如此选
拔和养成的偶像才能经得起
时间和市场的种种考验。

后劲不足
培养机制跟不上

对于偶像养成类节目而
言，选手们的养成周期仅仅
停留在平均3个月左右的节
目中，结束之后一概不管，显
然不符合正常的造星周期。
经过几个月的训练，一些优
秀 的 选 手 虽 然 有 了 一 些 粉
丝，但这些选手今后如何进
一步成长？如果没有后续的
培训和推广、包装，节目结束
后就任其“自生自灭”，这样
的“偶像养成”没有任何意
义。陈歆宇说，现在国内的偶
像养成类节目刚刚兴起，还

没有看到特别成功的。至于
节目结束后能否将造星的后
续过程完成得很好，目前还
不得而知。但对于更新换代
飞快、一年上马近百档新节
目的国产综艺来说，能养成
真正的偶像恐怕不可能。

业内人士表示，偶像养
成不容易，周期长、成本高，
想要将这张牌打好就必须从
长远考虑，形成一条可持续
发展的产业模式，否则，只一
味追求眼前效益，偶像养成
类节目不会走得太远。节目
做完了，学员有点名气了，这
才是万里长征刚开头。担任
某偶像养成类节目导师的谢
霆锋说：“我不信一夜爆红！”
此话不错，偶像养成的目的
在于将有潜质的选手一步步
推向偶像高峰。“被看见”只
是第一步，接着才是“被关
注”……随着偶像名气的不
断强大，陪伴一路养成的粉
丝们才会死心塌地跟随、“供
养”偶像们越走越远，越来越
好。所以，偶像养成类节目的
后续非常重要。当年“超女”
比赛完成后曾签约天娱的超
女们，她们中的不少人之所
以后来解约或闹解约，不少
人从此“消失”，绝大部分原
因在于，超女的后续发展规
划和培养没有跟上。

尽管目前偶像养成类节
目同质化竞争不可避免，但对
中国艺人的培养体系建设来
说，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多位节
目制作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虽然现在国内偶像养成类
节目还存在不少问题，中国本
土艺人培养体系不能只靠搬抄
别人的模式，要一点点摸索，不
断完善，但练习生制度的引入
提高了艺人打造的含金量，我
们期待着通过偶像养成类节目
能摸索出自己的偶像培养机
制，为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
年轻优质偶像。

今年是偶像养成
类节目厮杀奋战的大
年，这一场景对于国
产综艺来说实在太平
常了。虽然多档偶像
养成类节目都和韩国
套近乎，甚至从韩国
聘 请 了 不 少 原 班 人
马，但从目前的偶像
养成类节目来看，只
是学了点人家的皮毛
而没有抓住精髓，拔
苗助长急于求成、热
衷炒作缺乏内涵等老
毛病还是一样没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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