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版《爸爸去哪儿》的成功，绕不开“引进”境外
节目模式的功劳，但也因此背上了“引进”的“原罪”
———“还不都是引进国外的”，“我们怎么都开发不出一档
自己的节目”，类似的议论声，从一开始就不绝于耳。

对此，谢涤葵不愿意更多地分辨。曾经担任过湖南卫
视另一档原创真人秀节目《变形记》制片人的他，更重视
的是对《爸爸去哪儿》的本土化改造。事实上，业内人士
都知道，引进境外节目模式并不是一劳永逸、一本万利的
“生意”，境外节目引进也常常会有‘水土不服’的情况出
现，这时候节目的制作能力和本土化创新显得很重要。
“我们曾经在研究原版节目的时候就发现，韩国版的

节奏偏慢，在任务布置上更多的是找食材和做饭，所以我
们在节目制作的最初，就决定在剪辑节奏、任务布置上和
原版有差异。”谢涤葵说。

比如他们选择拉长拍摄时间。韩国版两天一夜的拍摄
行程被调整成了三天两夜。在地点选择上，中国版也倾向
于一些艰苦的地方，譬如沙漠、山村、海岛等，试图在一
个有紧张感、陌生感的地方，去观察明星爸爸和孩子的反
应。
“作为一档亲子互动趣味成长的真人秀， 《爸爸去哪

儿》给国内电视展现了一种可能，那就是‘引进’不等于
‘照搬’，《爸爸去哪儿》证明了中国电视依然有自己的生
命力和创新力。”谢涤葵对记者说。他认为，当下不必
“谈引进色变”，因为引进是一个吸收精华、开拓视野的过
程，是和整个国际电视界接轨的过程，关键是我们要积累
和消化，要经过电视思维的加工和重组，构建出自己的风
格和意义。

《爸爸去哪儿》节目中，观众可以跟随镜头走进明星的
家，看到明星的住所、睡相、起床时的蓬头垢面，甚至是狼
狈的模样，也可以看到明星在和孩子的体验式旅行中，与普
通人一样都会面临的家庭教育、情感交流等问题。

如实记录，是这个节目最大的看点。韩版节目企划、
!"#综艺部部长权石这样总结过《爸爸去哪儿》 在技巧上
的成功：那就是让真实最大化———因为是孩子，这个就可以
充分实现。而中国版也恪守了这一条“金规玉律”。

谢涤葵告诉记者，为了让真实最大化，节目组绝对不会
安排和设计孩子的行为，只是给他们安排任务。《爸爸去哪
儿》的编剧组会为整个节目的推进设定一个框架。比如嘉宾
进入外景后需要完成的任务，从挑选住房、寻找食材到一些
环节比如瞪眼比赛和放飞候鸟，都属于编剧组的工作。

网上有人质疑明星和孩子带有表演痕迹，谢涤葵不以为
然：“了解孩子的人都知道，$%&岁的孩子都是喜怒随心、无法
隐藏的。观众们不能以大人的思维来定义孩子们的行为。像石
头第一集放屁、王诗龄在‘换爸爸’任务前的强烈抵触继而又
欣然接受了张亮和林志颖，这都是无法安排和操纵的。”

当然，真实的保护并不能只靠“天赋”，也需要“技
巧”。为了更多地捕捉到明星和孩子们最真实、最自然的反
应，《爸爸去哪儿》不惜血本，在拍摄现场设置了 $' 个机
位；为了剪出 ()分钟的节目，拍摄长达 *)))多个小时的素
材；为了创造出真实和放松的拍摄环境，尽量减少现场人
员，比如在皮影戏那一场，孩子们在观看的环节，就只有一
个摄像老师在现场，而且是在 '组家庭背后拍摄。

!聚焦

文化万象 2013年12月18日 星期三

责编：宋 冰 邮箱：cutesongbing@sina.com

!观影

《爸爸去哪儿》
作为一个“现象
级”节目，不仅引
发全社会关注，带
来一系列热议的话
题，同时也带来了
一连串的经济效
应。“星爸萌娃”
的风潮背后，隐藏
的是更为深层次的
社会影响。

亲子旅游产品受欢迎

除了亲子元素和强大的
明星阵容外， 《爸爸去哪
儿》最大的特点就是与众不
同的户外探险经历。不仅让
爸爸和萌娃人气大增，也让
节目录制的外景地成了热门
旅游景点。据某旅游网站统
计数据显示，节目播出后，
社区内日均检索“亲子游”
的次数是以往日均的 *)倍。
目前已有多条与《爸爸去哪
儿》 相关的旅游产品上线，
包括北京灵水村、宁夏沙坡
头、云南普者黑、山东威海
荣成等。一些当地的旅游部
门也表示，已经做好准备，
迎接“爸爸们”带来的旅游
热潮。

童装销售火爆

《爸爸去哪儿》 播出后+

节目中的父子装、父女装也
成为关注的焦点。许多商场
里，一些知名成衣品牌趁热
打铁推出亲子装商品，想方
设法地追赶这股“亲子消
费”的潮流。与专业童装品
牌不同的是，这些服装从款
式到用料是完全按照成衣比
例进行缩小的，所以价格并
不便宜，最普通的一件童装
马甲也将近千元左右，不过
据了解，亲子装近日来一直
很畅销，童装销售更是异常
火爆，并没有因为昂贵的价
格而受到影响。最后一期节
目是一场雪乡之旅 +虽然还
未播出 +但是五对父亲及子
女的冬季服饰搭配已经再次
掀起了热潮。

掀起网购热潮

据报道， 《爸爸去哪
儿》播出的第二天，某网站
就打出了“爸爸去哪儿”同
款产品的广告，节目中明星
孩子的服饰装备成了模仿对
象，“爸爸去哪儿”几个字
成了购物网站的最热搜索
词，其中以亲子装和背包最
为热门，节目中几个小朋友
穿的同款服装、鞋子、使用
的箱包、玩过的玩具，甚至
连吃饭用的碗筷都成了热卖
品。在网上随便搜索一下，
就能找到类似同款的上千件
产品。这股“爸爸风潮”在
电商行业也引起了不小的震
动。

广告商趋之若鹜

《爸爸去哪儿》 在未播
出之前并不被广告商看好，
从第一期节目中可以看出，
里面的广告并不多，可到了
第四期，连奢侈品的广告都
上来了，可谓蜂拥而至。据
报道，就在刚刚结束的第二
季招标会上，某商家以近
,-*. 亿元的赞助费摘得了
“爸爸”的独家冠名权。在
网络播放平台上，广告战也
已经全面打响，特别是网络
首席冠名、特约赞助等战略
级合作伙伴权益，引发包括
食品、饮料、日化、汽车、
家电、鞋服、/0 等行业 ,1

多家重量级广告主异常激烈
的争夺。

一个节目的
连锁效应

一档真人秀节目的
加减法
本报记者 郑 娜

收视率是留给有心人的。一位待业韩国导演，在停工期间与儿子朝夕相处，从而萌生灵感，去做了

一档反映父子之间微妙关系的节目，旋即火爆韩国。这档电视节目就是被中国引进，当下正在荧屏热播

的《爸爸去哪儿》。

从 *1月 **日首播至今，这档节目不仅收视率节节攀升，更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有人说它温

暖人心，有人喜欢它真实自然，有人在谈论这个节目引发的思考，为什么中国版《爸爸去哪儿》 会这么

成功？归结到底，还在于它颠覆了人们对综艺节目固有的一些看法，让人耳目一新。

这档节目能有多大胜算？据央视索福瑞公布的数据，该节目当晚收视率力压同时段其他综艺节目排

名第一，同时收获的还有零差评。据爱奇艺统计，《爸爸去哪儿》首期节目全国网收视率便达到 *-*，第

2期节目的全国中心城市网收视破 '，市场份额占 .*3,$4，创下中国电视 *1点档节目收视率新纪录。

观众纷纷在网上发表自己的观后感，有网友说，比起
以往唱歌、跳舞、跳水等非生活必须的技艺类选秀，《爸
爸去哪儿》彰显了当下社会的家庭亲子关系，从日常生活
维度将明星打回原形，所以特别吸引人。

这样的感受让节目总导演谢涤葵备感欣慰。他对记者
说：“《爸爸去哪儿》 反应出电视荧幕不仅仅是歌舞、娱
乐至上，对于亲情成长、家庭教育这一类的题材，观众也
是有渴求有感情在的。而在快时代，被定义为浮躁的观众
就算抛开绝妙恢宏的舞美，依然能沉下心来感受大自然雕
琢出来的质朴风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爸爸去哪儿》代表着真人秀节
目从选秀类向日常生活类的转型。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常务副院长、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看来，《爸
爸去哪儿》是真人秀类型化过程中的一种尝试。要在电视
上呈现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真实的一面，在中国的文化语境
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中国是一个关系社会、人情社
会，普通人在真实表达自我、呈现人性善恶、内心冲突的
限制多，发展就有难度，所以未来的真人秀可能会更依赖
明星，因为明星的特殊身份更容易带来关注度。

事实上，在《爸爸去哪儿》的输出方韩国，由明星参
与的日常生活真人秀已蔚然成风。婚恋、亲子、老年等跨
越不同年龄层、展现日常生活的明星真人秀题材，已经取
代了单一的选秀类真人秀，十分受到观众的喜爱。这种变
化的背后被认为是社会的周期性调整，观众已由过去关注
于个人奋斗转而关注情感连接和现实共鸣。

少一些竞技 多一点生活

少一些照搬 多一点消化

少一些设计 多一点真实

《爸爸去哪儿》———

看孩子们走近社会的过程
“最好的电影不是你说了一个多好的故事，而是你在观众心里

激起了些什么。你不要想把你的感受告诉大家，没有人在看你，他
们是在看自己。”导演李安的这句话不仅适用于电影，也适用于电
视节目。 《爸爸去哪儿》 之所以能在一夜之间成为最火的电视节
目，归根结底莫过于此。

每个人在节目上找自己的某一个影子。,& 岁的软件工程师彭
卫中与太太说：“这是难得一见的好节目。让我们看到了小朋友的
天真、可爱和童趣，也看到了小朋友在适应不同环境时的不适、不
安和抗拒。童言无忌，童言无欺，赋予该节目非常不错的真实性，
让节目非常感人和温馨。”
“51后”的女性观众赵晓霞坦言，虽然很反感节目组打出主观

支配孩子感情的画外音般的字幕，但孩子们的童真还是会将她拉到
电视机前。“看 6787因为不愿意单独出任务而难过那集时，一向
泪点甚高的我，竟被这个不到四岁半的孩子对未知世界的害怕戳中
泪点。或许这正是节目吸引我的地方：看孩子们走近世界的过程，
有泪水、欢笑，也有妥协、无奈，就像曾经的我们。”

尽管综艺一直被看成是“女人菜”，但以父爱为主题

的《爸爸去哪儿》显然对男性观众的吸引力也不差。有视频网

站统计， 《爸爸去哪儿》 （海岛篇下）单期节目的“爸爸粉”

的年龄覆盖已经横跨“$1 后”至“11”后，主体观众聚集在

*29.$岁之间，即覆盖了从高中生到大学的学生人群。而 .'%

$' 岁群体亦占领了重要比例。.'%$' 岁，恰好是当父母的年

龄，或者是将要做父母的年龄。对于这个年龄的观众来说，这

个节目给他们带来了什么？

“妈妈经”“爸爸经”大讨论

有着 $ 岁儿子的“21 后”母亲张爽是 《爸爸去哪儿》 的忠实粉丝。
每次看节目的时候，她经常会从明星爸爸和孩子身上发生的事情，联想到
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在生活中种种相同的境遇。事后还会和身边的其他妈妈
们一起讨论，念起各种“妈妈经”，尤其是在教育孩子过程中，父母各自
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陪伴是至关重要的，而现在的父母们往往

以‘工作忙’等为借口，放弃对孩子的教养。在这点上，明星爸爸们做了很好
的榜样，他们都是某一领域有所成就的人，但都能认真、细心地对待小孩子
的每个小问题，给孩子耐心的引导。”张爽说。在这个忙碌的社会里，《爸爸去
哪儿》让许多和她一样的年轻父母开始反思自己的角色缺失。
“从社会学视角来看，这档节目所引发的，不只是关于亲子教育理念

和方法的讨论，还或多或少承载起更新社会性别观念的功用，有助于推动
性别角色多元化、弹性化的现代性转变。”上海社会科学院家庭研究中心
主任、研究员徐安琪表示。在她看来，“爸爸去哪儿”其实是一句诘问，
传递了家庭育儿父亲不宜缺位的现代新观念，也注定将掀起一场讨论“父
亲角色如何重建、亲子如何共同成长”的热潮。

想来一次父子的单独旅行

角色的重建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从当下做起最重要。
作为 《爸爸去哪儿》 的拥趸，罗俊是一个年轻爸爸，

儿子与 :787 年龄相仿。同样都是老爸，同样都是古灵精
怪的萌孩子，同样都是面临着与孩子相处和教育的问题，
在林志颖、田亮、“黑米”、“森碟”们的身上，他看到
太多自己平时生活中的影子。
“抛开节目中那些老爸的明星身份不谈，当他们和孩

子面对一些小难题显得束手无策时，当他们把哇哇大哭的
孩子抱起来哄时，当他们循循善诱地试图给孩子讲道理
时，他们已经不是什么明星和‘星二代’，只是一对对普
通的爸爸和孩子。发生在他们身上那些喜怒哀乐，同样也
正在每一对适龄的父子身上发生。”

罗俊总是在想，如果真的换成是自己带着孩子遇到那
些场景和任务，会是怎样的一番场景：“应该也会给自己
和孩子一个很好的锻炼与成长的机会吧。可惜，不是每个
人都有机会参加这样的节目。那么，不如趁早突发奇想，
不听妈妈和老人的念叨，单独带着自己的宝贝来一次属于
父子的单独旅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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