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获甘学院奖和美国国家

艺术勋章，集编剧、导演、评论

及戏剧教育家于一身的美国现代

剧场最具影响力的大师布鲁斯汀

先生，也将参与乌镇戏剧节活动

并与各位戏剧爱好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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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两档新电视节目一开播

就火了。那就是江苏卫视的《星跳

水立方》和浙江卫视的《中国星跳

跃》。

4月7日晚，江苏卫视的 《星

跳水立方》 正式首播，好评如潮，

索福瑞 46城快速监测节目收视达

到 1.87%的高收视。而在前一天，

浙江卫视同类型节目 《中国星跳

跃》 首播同样告捷，收视率为

1.68%，超过 《中国好声音》 首播

收视率。坐拥卫视“江湖地位”的

江苏卫视和浙江卫视，这回撇开湖

南卫视，率先掀起了 2013年传说

中的首轮电视大战。只是，这轮大

战的戏码不再是选秀或者相亲，而

是跳水。

首个明星跳水竞技节目

让明星参加运动竞赛，并且是
非大众性的跳水运动，这在欧美国
家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在中国
电视上是首次。

作为《星跳水立方》节目总制
片人，江苏卫视副总监王培杰表
示，因为对跳水极具感情，早在
!""# 年就想做这样一档节目，但
当时的条件不完善，直到 $%%& 年
在一次和国外电视人交流的过程
中，了解到在德国电视公司 $%%'

年曾经成功运作过，心里有了底。
经过长达五六年的酝酿，节目终于
成型。
“跳水在中国可以说是人人皆

知，大家都知道咱们的跳水成绩不
错。但非常遗憾的是，跳水绝非人
人都可以参与的项目，因为目前没
有给每个跳水爱好者提供足够的场
地条件，还有基本的跳水培训。”
正因如此，跳水皇后高敏认为，明
星跳水竞技节目不仅可以让观众了
解跳水运动的基本常识，而且能让
更多的人了解跳水的难、跳水的
苦、跳水的乐。

至于为何让明星来参与，而不
是普通人，王培杰指出，这是为了
把明星还原为普通人，让大家看到
明星之所以能成为明星是因为他们
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努力，体现励
志的主题：“很多人围观明星跳
水，就是希望看明星出丑，走光，
我们绝对不会走这个路子，而是会
完整呈现艺人的成长过程，跟普通
人一样。”
“原来跳水这么难啊”、“跳水

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心理素质得
高才行”、“看完节目后我也好想
学”……两档明星跳水节目首播后
果然引起轰动，许多观众看完节目
后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感叹，但也有
一部分观众并不买账。

节目类型撞车引争议

“如此同档期同质化竞争，是
不是在浪费电视资源啊？”网友
“巴巴 ())”的质疑代表了很多观
众的心声。

都是关于明星跳水的真人秀节
目，同样是从国外引进版权，同样
由奥运跳水冠军担任教练，同样在
'月份重磅开播。如此彻头彻尾的
撞车，难怪引发网友热议。网友
“神马电台”不无调侃地说：“原
来这是两个节目啊！”

两档节目撞车是有意还是无
意？到底谁抄袭谁，谁才是原创？
浙江卫视和江苏卫视各执一词，观
众更是雾里看花。

业内人士认为，从版权方面
说，确实很难说哪个侵哪个的权。
因为两档节目都是引进国外版权。
江苏卫视引进的是德国公司版权制
作的，原版节目名为 《*+,-. /0

1,023-： 4/251/6/02》 （临 危 不
惧）。浙江卫视引进的荷兰公司开
发的名人跳水节目 《73839-/+:

*;8,.5》 （名人四溅）。
由于德国与荷兰两家公司正为

版权闹得不可开交，这场版权之争

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而这也决定了
《星跳水立方》 和 《中国星跳跃》
两档跳水节目从出生那天起就必须
互相竞争。

专业和娱乐谁走得更远

由于德国版倾向于竞技类节
目，而荷兰版有明显的综艺性元
素，所以江苏卫视和浙江卫视的两
档节目也分别沿袭了不同的风格。

在北青网娱乐“两卫视跳水节
目 <=”调查中，>?@的网友力挺
《星跳水立方》，A?@的网友支持
《中国星跳跃》。

专业，成为《星跳水立方》在第
一期节目中占据上风的主要原因。
不管是节目流程、动作代码播报、训
练时长、现场拍摄设备以及裁判的
打分标准等，《星跳水立方》都按照
国际标准来制定和实施。
“严格意义上说这不是一场演

出，也不是一个娱乐快消品，它是
一场真正的明星体育竞技比赛。我
们希望做的是一场正规的、尊重体
育精神的电视节目。”这是 《星跳
水立方》 节目的定位。为了不表
演，节目组坚持不会为了可看性而
鼓励艺人去做高难度动作，也不会
接受高龄艺人前来参赛。

相比较下，《中国星跳跃》节目
的娱乐元素显得多了些：明星充当
评委、大段与专业无关的评语、主
持人过多感性的说白，使得这个节
目被批评过度综艺化、煽情、粗糙。
针对这些指责，《中国星跳跃》宣传
总监王征宇并不认同，他认为，要
看专业的动作，不如看央视五套国
家队跳水。节目的诉求在于让观众
体会到跳水的结果不重要，努力的
过程最重要。今后节目的制作方向
不会改变。

电视同质化竞争路在何方

跳水节目的出现，在歌舞选秀
爆棚的当下，确实为综艺节目提供
了一种新的思路，那就是节目不搞
怪、不出洋相，通过专业竞技，也能
让观众感受到娱乐节目的正能量。

不过，连续两档明星跳水真人
秀节目出炉，轮番轰炸周末电视荧
屏，观众在猎奇看热闹之余，也不免
隐隐有些担心：原封不动引进国外
版权、高度同质化的节目会给中国
电视带来什么？国内电视节目的竞
争到底要靠跟风走到何时？
“从《超级女声》，到《中国好声

音》，从《我是歌手》，到现在的明星
跳水大 <=，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我
疑问：是否每年各大卫视都拿着重
金排队购买国外成功的综艺节目形
式？是中国的电视人能力不够？脑海
中第一个想到的好节目有中国的
吗？”网友“张小文B)0+,23”说。像
他一样，很多人对目前中国电视的
原创性十分悲观。

但业内人士对未来的发展还是
持乐观态度。王征宇分析，购买海
外节目版权是一个必经的阶段，随
着电视产业的发展、国内电视竞争
的加剧，原创节目将生根发芽、逐
步崛起，越来越多的电视台会把精
力放在自主研发上。

明星PK跳水，
电视PK什么？

看流行歌曲演唱会，观看话剧演出，欣赏音乐歌剧等

等，这些本是大众文化艺术活动，但是，如今对文化艺术

大众来说，享受这些文化艺术活动的票价，则越来越高。

那么，怎样才能达成文艺演出市场的票价的合理性？平均

演出票价与人们的月平均收入的比例多少才是比较合理

的？近日，一些文化媒体以“收入不高票价高，谁来给高

票价降温？”为题再次聚焦这个大众文化艺术消费问题。

在今年全国两会时，曾有文艺界人士指出：相比国

外，中国现在的演出票价太高了。据北京市演出行业协会

统计，2012年，北京市大型演出场馆平均票价 692元，

多功能综合性场馆的票价260元。据统计，去年我国的平

均演出票价是450元，高的是 1200元，还有更高的。目

前，国家低收入人群的月平均收入是 2000元左右，中等

收入人群月平均收入是 3300元，450元平均票价占月收

入的比例分别是22.5%和13.6%，普通老百姓难以承受。

前不久， 《文汇报》 曾介绍国外艺术演出票价的情

况，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票价在 20美元至 440美元；巴黎

歌剧院票价在 5欧元至 180欧元；苏黎世歌剧院票价为

24欧元至 218欧元；英国皇家歌剧院票价为 27英镑至

175英镑，50％的票价低于55英镑。如果是音乐会演出，

最高票价更低。

所以，纵横比较来看，如今我们国内大众观看文艺演

出已成典型的文艺高消费，谁能负担得起如此昂贵的文化

消费？

有人分析，这是因为文艺演出的场地费、票务公司、

明星、广告商、赠票等等，一起合力“制造”了天价演出

票；社会环境的“浮躁”、“利益最大化”的逐利心态，

也是高票价的一大推力。

如此高的文艺票价，不由得让人深思：观看文艺演

出，是大众最为普通的公共文化生活，为什么却越来越变

成了一种十分奢侈的事情？

从文化艺术史发展来看，文化艺术产生以后，谁能看

戏、谁能听音乐，起初的确是少数特权阶层的活动，是只

有少数人拥有的享受文化艺术的权利，大多数人、劳动者

阶层是难以接触文化艺术、享受文化艺术的，参与文化艺

术活动的确成了一件奢侈的事。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经

济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已有可能公平地把文化艺术的权

利分配给大众，为整个社会所享受，而无损于文化艺术的

发展。

从文化艺术的本质上来说，文化艺术不是可有可无的

余兴和奢侈品，文化艺术是公众深度的参与，是民生之必

需，是国家之大计……让社会大众享有文化艺术的权利已

经愈来愈被认为是文明世界中人的一个基本权利。所以，

从本质上看，文化艺术应该是普及的、大众的、全民的。

这个文化艺术的属性，就体现在文化艺术是日益众多的人

们共同努力的向上追求，它是全体人民的宝贵财富，是非

功利的探求，是寻求幸福的形式之一。文化艺术应该满足

社会大众的普遍性的向往和参与的需要，进而真正成为普

通大众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所以，如果把文化艺术变成奢侈的东西，变成贵族化

的东西，变得功利化、商业化，就失去了文化艺术的属

性，就会让文化艺术丧失掉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陶冶性

灵、丰富心灵世界、培塑高洁灵魂、提高人生幸福感的作

用。文化艺术若照此发展下去，便是文化艺术的末路。

由赖声川、孟京辉、黄磊 A位戏
剧人共同发起的首届乌镇戏剧节还有
一个月就要拉开帷幕。日前，乌镇戏
剧节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李安、林
青霞、金世杰、徐帆、宋丹丹等电影
戏剧界知名人士将担任戏剧节艺术委
员会委员，他们将在戏剧节期间来到
乌镇。

戏剧节将有国际邀请单元的 >部
剧目、青年竞演单元的 !$ 部剧目，
以及近千场街头表演与观众见面。值
得一提的是，尤金诺芭芭、罗伯特·
布鲁斯汀、黄哲伦的作品此次是首度
在中国大陆演出。

作为首届乌镇戏剧节的主体部
分，“国际邀请单元”将上演国内外
戏剧名家的 >部剧目。其中，国内部
分有赖声川导演的 《如梦之梦》、田
沁鑫导演的 《四世同堂》、和孟京辉
导演的 《空中花园谋杀案》。国际部
分分别有欧洲戏剧大师、欧丁剧场创
始人尤金诺芭芭的 《鲸鱼骨骸内》、
美国戏剧大师罗伯特·布鲁斯汀的
《最后的遗嘱》，以及托尼奖得主、美
籍华裔剧作家黄哲伦的 《铁轨之
舞》。

除了 >部大戏，此次乌镇戏剧节
还有青年竞演单元的 !$部小戏上演。
今年初，戏剧节向公众征集剧目，几
个月时间组委会收到了多达上百份剧
本。最终，来自全国各地的 !$ 部作
品脱颖而出。戏剧节期间，观众可通
过提前预约免费观赏这 !$ 场剧目演
出。

最终，由赖声川、黄磊、田沁
鑫、周黎明、史航组成的评审委员
会，将从这 !$部作品中选出前三名，
在戏剧节闭幕仪式上公布并颁奖，获
奖者还将获得多达 $% 万元的奖金用
于未来的创作学习。

乌镇戏剧节已经准备好了古镇嘉
年华的盛会，整个戏剧节期间，将会
有来自五大洲超过 !$%组艺术表演团
体以乌镇西栅的木屋、石桥、巷陌甚
至乌篷船作为舞台，献上超过 ?%%场
的精彩演出。据悉，这些表演包括法
国街头游行、欧洲小丑剧、俄罗斯康
康舞、美国舞蹈剧场、巴西桑巴舞、
本土戏曲和即兴肢体演出等。而且观
众观看这些演出全部都是免费的，甚
至也可以参与戏中。届时，小镇将变
成狂欢的海洋。

艺术品市场法律服务探索“宋庄模式”

文化艺术领域专业法律服务机构亮相宋庄。'月 $日，北京冠和权律
师事务所与北京宋庄的百名艺术家签订《高端艺术家私人法律顾问协议》，
在艺术品创作、登记、收藏、赠与、销售、展览、出租等环节，为艺术家
和艺术机构提供全方位法律服务，并探索覆盖文化艺术产业链各个环节的
综合法律服务模式。

据介绍，随着文化市场日趋繁荣，艺术品投资和收藏持续升温，相关
法律需求也日益旺盛，法律服务渐成文化产业链上不可缺少的一环，而专
业化法律服务机构牵手北京宋庄，对规范艺术品市场具有积极的引导意
义。 （啸 天）

乌镇将上演

戏剧“嘉年华”

现代舞《白·夜》上演

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 $%!A 年开年舞蹈作品———《白·夜》 ' 月 !$ 至 !'

日在雷动天下剧场上演。 《白·夜》 是一部清新、谐趣的作品，编导以幽默、
质朴的舞风表达了年轻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和态度，用 &%分钟的时间在“白夜”
这一“过度地带”进行了大胆的实验构想。封闭式的舞台环境，舞者在舞台上
各种戏剧性的行为，产生了不同的色彩质感，再加上与舞者产生巧妙互动的特
殊灯光装置，作品充满幻想，令人期待。“白夜，是个选择题，非黑即白。它
们是世界的两个极端，因此选择也是没有对错之分的。”应邀担任编舞的汪圆
清透露出这部新作所要表达的舞者心境。

（尹晓宇）

媒 体 看 台

《体坛周报》：有媒体评

论说：娱乐拯救不了跳水。

没错，娱乐当然拯救不了跳

水。可是，拜托，人家可没

说要拯救跳水。地方卫视不

是国家体育总局，人家并不

承担推广跳水的义务。在其

位谋其政，地方卫视首先考

虑的是节目的投入产出比，

这又不是一档纯公益节目。

至少目前来看，收视率是对

得起前期投入的。

《中国青年报》：伦敦奥

运会期间，英国跳水运动员

戴利曾把中国运动员称之为

“金牌机器”，不过，中国运

动员确实很难展现出除竞技

成绩之外的另一面，也就很

难拿出有力的证据去反驳戴

利。现在，如果娱乐可以给

中国运动员提供展现多才多

艺的机会，那么，中国跳水

队带给国人的将不再只有金

牌。

《深圳商报》：无论是浙

江卫视的 《中国星跳跃》，

还是江苏卫视的《星跳水立

方》，作为奥运会项目的跳

水，在大众中的认知度肯定

会大大提升。说不上大家可

以轻易加入到跳水的行列

里，不过在一帮跳水世界冠

军、娱乐明星的带动下，至

少也会慢慢懂得欣赏跳水。

在商业化味道渐浓的今天，

关注度成了几乎所有事物发

展壮大的利器。

《新京报》：跳水节目

呢？很抱歉，它不会在综艺

节目的创新上做出贡献。明

星苦练功、评委拼毒舌、

<= 淘汰制……早已是综艺

节目的家常便饭。若不能发

明新的游戏规则，牵动观众

情绪跟着参赛者一起喜与

悲，节目想红？难。

《新快报》：收视率竞

争、广告竞争已经把各家卫

视逼疯了，歌唱选秀余温未

降，明星跳水节目又开始轰

炸屏幕，吸引眼球了。不管

是 >%多岁高龄的老艺术家，

还是未成名的小明星，又或

者是外国友人，纷纷开始往

水里扎，如今当个明星真不

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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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

难以承受之重
杜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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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郑 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