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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播、招商难、明星脸熟

旅旅游游真真人人秀秀，，再再不不更更新新换换代代就就尴尴尬尬了了

嘉宾展现自我
但仍要戏剧性

真人秀兴起，让明星们从角色后面
走到了观众面前，他们的衣食住行、人
设都一一展现在荧屏上，充分满足了普
通观众的好奇心，如《花儿与少年》中率
性的许晴和《花样姐姐》中体贴的林志
玲，都曾在社交平台引发议论。但随着
明星参加真人秀经验的增加，就变成了
有选择地“展现自己”，随之而来的结果
就是节目显得很平淡或因过于设计“戏
剧性”而引发观众反感。业内人士透露，
一方面明星参加真人秀时越来越吝啬，
不再愿意展现自己；另一方面，他们给
节目组的拍摄时间也非常有限，而真人
秀恰恰需要一定的时间磨合才能碰撞
出吸引人的内容。

《花儿与少年》第三季被称为该系
列最和谐的一季，但收视率最低。曾参
与过旅游真人秀后期制作的工作人员Z

表示，《花儿与少年》第一季时呈现出来
的人际关系和感情都非常真切，第三
季则过分随意，缺乏对嘉宾和情节的
控制，“观众虽然希望看到明星真实
的一面，但并不希望他们像普通人一
样吃喝拉撒睡，而是用戏剧的形式来表
现这种‘真’。”

费时费钱
品牌方不愿意买单

招商情况直接决定着一档综艺节
目的生死存亡，能否获得品牌方的青睐
被视为节目得以持续的根本。

《吃光全宇宙》总导演刘柳表示，目
前综艺节目的制作总体上以招商为导
向，相比于把节目做得好看，说服品牌
客户买单变得更为重要。在这样的制作
导向下，旅游类真人秀一定不是讨巧的
类型。一方面，随着大众消费能力的升
级，出国游已经变得不新鲜，节目中展
现的异域风俗和景色也就没那么有吸

引力了；另一方面，旅游真人秀的时间
和金钱成本都很高，制作风险高。有时
候，节目有热度是因为嘉宾自带热点。
如果用其他形式呈现也能带来热度，没
必要选择旅行真人秀形式。

此外，平台的宣传推广资源向头部
综艺倾斜明显，今年的流行趋势体现在
街舞、机器人节目上，就算是品牌调性
跟旅游真人秀更吻合，品牌方出于曝光
度的考虑，也更愿意把广告资源投放给
头部综艺，哪怕不拿总冠名，只是作为
赞助品牌出现。

文旅节目或成出路
纯粹娱乐输出将消退

某业内人士称，旅游类真人秀面临
的困境，也是其他综艺节目共同的困
境，主打垂直细分领域或成为以后的趋
势。比如网综《闺蜜的完美旅行》选择从

“闺蜜”关系切入，节目出品方认为，跟
闺蜜一起上节目能让明星放下很多东

西，坦露真实自我。
作为真人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选

择嘉宾是旅游真人秀制作的关键。《闺
蜜的完美旅行》近期的嘉宾就选择了在

《偶像练习生》中担任导师而人气上涨
的程潇。出品方认为相比已经充分曝光
的高流量艺人，某段时间内人气快速上
升的话题人物对观众来说更加新鲜，也
更具挖掘的潜力。

不难看出，旅游类真人秀正在走向
非头部路线，采用上升期嘉宾，主打垂
直分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招商金
额，招商金额变小，难度相应也会降低。

据刘柳透露，在旅游节目这个大品
类下，更需要能把文化和旅游结合起来
的文旅类节目，纯粹以综艺娱乐为内容
输出的旅游节目已经不是市场的主流
需求了。

据报道，2018年将有多档文旅类节
目上线，如《隐藏的风景》邀请名家游学
京杭大运河沿线重点城市等。

（王雪琦）

江山代有才人出，这句话用到更新换代频繁的综艺节目上再合适不过。相亲、竞技、歌曲类综艺各领风骚若干时间，之之后就陷入瓶颈
期，这次轮到了旅游类真人秀。2015年、2016年这类节目蜂拥而起，多家卫视均有高收视的旅游类真人秀，但到了2017年，曾经的两档王牌
节目均遭遇了收视滑坡。今年，旅游类真人秀《花儿与少年》停播，令观众哗然。旅游真人秀面临哪些困局和风险，还还能不能办下去？

天天娱评

刘雨涵

去年，翻拍自日剧的《深夜食堂》给
了观众不小的惊吓。最近，同样翻拍自
日剧的《北京女子图鉴》也浇灭了观众
的希望。随着剧情进展，女主角独立北
漂女性的形象逐渐崩塌，比起个人奋
斗，编剧更喜欢让女主依附男人进阶；
比起专业素养，编剧更擅长用撒娇装嫩
来达成目标。这样的女性剧，打着现实
主义的旗号却传递着扭曲的三观，让观
众没有看到真、善、美，而是假、恶、媚。

《北京女子图鉴》改编自2016年日本
网络剧《东京女子图鉴》，虽说无法与原
剧的质感相提并论，但是经过本土化改
编，该剧在前几集保持了一定的水准。
剧中讲述了北漂女生陈可在感情和职
场上的十年成长历程，回归了前几年很
流行的北漂主题，但与《奋斗》《北京爱
情故事》等群像式呈现不同，《北京女子
图鉴》采用了女性的个体视角，偏向于
时下流行的大女主类型。

该剧开篇，为观众展现了女主初到
北京生活的艰辛，住地下室、挤地铁公
交；在职场也不易，饭局应酬、男领导的
性暗示、办公室派系斗争都有所呈现。
各种矛盾被强加到一个北漂女子身上，
虽说有些刻意感，但是对一部立志要做
都市女性镜像剧的作品来说，这种万花
筒式的展现算是比较到位。该剧每集30
分钟共20集，算是尽可能地节制注水，
整部剧的节奏紧凑高效。

但是演着演着，《北京女子图鉴》还
是犯了国产女性剧都改不掉的老毛病：
女人的成功永远都离不开男人的帮衬
和性别魅力的发挥。遭受了男同学性骚
扰后，陈可回头还是应聘了对方帮她找
的工作；第二份工作是凭借跟随有妇之
夫的老总参加饭局才得来的；与上司偷
偷进行职场恋爱而顺利升职；跟丢了大

客户后，女主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给曾想
潜规则她的前老板求救；为了挽回客
户，陈可的策略是给自己猛灌酒、说谎、
装可怜，随后大客户晋升为男友……

这都是些什么鬼？该剧播出6集，陈
可就与6个男人产生了瓜葛，而且每个
男人都成了她进阶之路的垫脚石。剧中
的拜金女闺蜜说出了“有些女人因为一
张床，就可以奋斗出一套房”的扭曲三
观，这似乎也是女主所践行的逻辑。从
海报上来看，她将至少与11个男性产生
情感纠缠。在原版的《东京女子图鉴》
中，虽然女主角也经历了暖心男
友、富二代、有妇之夫、经济适用
男、年下男、男闺蜜等不同的伴
侣，但是这些男性角色只是帮
助女主角更好地认知自我，感
情、婚姻、金钱、依靠、激情，一
个女人到底最需要什么？原剧
在感情和职场上做了清晰的
界分，女主角在不同阶段的男
友并没有为其在职场上提供
什么便利条件，女主角的升职
加薪完全是靠自己奋斗出来
的。

在《东京女子图鉴》中
女上司教导女主角说，“只
要自己努力了即使没有做到，
也能被原谅，只是在撒娇而已；
重要的是成果，没有成果的话，
努力还有什么意义。”堪称职
场金句。而反观《北京女子图
鉴》呢？吴越扮演的女老板在
北京有四套房子，究其原因，
竟然是因为离了两次婚拿到
不少赔偿金。这让观众觉得
简直不可理喻。

打着现实主义的旗号，
却传递着依附男权、发挥性
别优势的价值观，这样走偏的
女性剧真的不受观众待见。而接
下来还有《上海女子图鉴》《恋爱地
图上海篇》等号称当代女性镜像的
剧集等待播出。在照镜子之前，是不是
先看看到底照出的是现实的多样，还是
价值观的偏差？

““女女子子图图鉴鉴””
鉴鉴出出扭扭曲曲的的价价值值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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