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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年央视春晚首次邀请韩国明星，各大卫视
综艺为年轻人定制新节目，众多爱情轻喜剧、育
儿剧热播荧屏……都说遥控器掌握在老年人手
里，“谁赢得了中老年妇女，谁就赢得了收视
率”。但如今电视台却频频对年轻观众伸出“橄榄
枝”，千方百计笼络年轻人。

贡献收视率，更贡献舆论关注度

为了吸引年轻观众，拉动春晚收视率，央视
的马年春晚可谓费尽心思。中国商业电影最卖座
导演的电影风格、韩国明星李敏镐的加盟、匈牙
利的创意舞蹈、国内歌唱选秀中人气颇高的明星
等，无一不是为年轻人精心设计。

无怪乎冯小刚明确表示，今年春晚的特色就
是“年轻”。年轻人不仅贡献了收视率，也在互联
网世界中贡献了舆论关注度。

新浪微博数据中心的统计显示，今年有 3447
万新浪微博用户参与春晚话题的讨论，“80后”和

“90后”是其中的主力军，尤其是“90后”的比例
超过一半。“80后”和“90后”是微博上最活跃的
群体。马年春晚此次吸引了大量年轻观众关注，
这应该是央视最大的收获。

在年轻人心中，马年春晚并没有出现如往年
春晚吐槽重灾区的状况。在今年马年春晚进行过
程中，有 30万人人网年轻用户参与了人人网 2014
吐槽春晚活动，7万多用户参与投票，对此次马年
春晚，三成“喜欢”、四成“不喜欢”，“支持”与

“吐槽”比例相当。
“从眼下来看，整个舆论环境都是属于年轻人

的，网络上的‘舆论场’尤其几乎被年轻人包
揽，这些都会影响到一台电视节目的实际收视
率。”东方卫视副总监徐晓艳表示。

影响节目走向，更影响电视审美

徐晓艳坦言，电视正在流失它的观众，主要
是年轻人的流失。年轻人代表未来。现在的流失

代表着他的下一代、他的朋友都会流失，会产生
长远的效应。

为了留住年轻人，电视不得不进行选择。去
年如火如荼的综艺节目 《我是歌手》 第一季半决
赛时，林志炫和彭佳慧实力不容小觑，可最后胜
出的却是“复活归来”的杨宗纬。这一结果不仅
和杨宗纬的超常发挥有关，也与节目组的赛制调
整密切相连。“复活”拥有大量“90后”拥趸的杨
宗纬很容易让人联想，节目组是想让这个节目再
招揽一些更年轻的观众。

去年贯穿前三个季度的 13 档歌曲选秀节目，
也无一不是为年轻人量身定做的。有媒体解读其
中最为突出的 《快乐男声》 和 《中国好声音》 两
档选秀，认为它们成功的最大原因，都来自于主
办方深谙当下年轻人正显露出来的价值追求，用
年轻人最为看重的才华和偶像气质提高了整个节
目的门槛。节目中，所有选手的成长背景都聚焦
在那些经过摸爬滚打、怀揣对音乐梦想坚持不懈
的各类个性独特的年轻人身上。

影响广告，更影响经济效益

青春、梦想、奋斗，不仅成为电视节目的概
念，也成为广告的关键词。国内某手机品牌 2014
央视春晚广告片 《我们的时代》 就在网上引起热
议。影片讲述了年轻人为了实现梦想而奋斗的故
事。

在这段时长1分钟的广告中，没有主角，没有
出现任何产品，甚至在影片整片里连品牌露出都
没有。在这种隐喻中，该品牌实际上做了一次代
位尝试：集结这一代年轻族群的共性诉求与自我
实现愿望，为他们做一次纯粹的代言。

年轻人是广告投放商品的主力消费群，自然
也是广告商眼里最可争取的目标对象。“我们在营
销学上有一句话，你的产品应该针对 35岁以下的
人。35 岁以上的人，收视习惯、消费习惯相对固
定，要改变他们是很难的。”徐晓艳说。

正因如此，某种程度上，谁赢得年轻观众谁

就赢得了经济效益。2005 年湖南卫视的 《超级女
声》，用“平民盛宴”创下相关收益 7.66 亿元；
2012年，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在广告招商中
疯狂吸金 18 亿元，仅次于央视 《新闻联播》 与

《焦点访谈》；而第三季 《中国好声音》 尚未开
播，就已经坐收13亿元……

这些电视节目的红火以及它们所创造的价
值，都与年轻人的喜好密不可分。中国电视从未
如此需要年轻观众，而这正在对未来的电视产生
着重要影响。

电视：渴望留住年轻人
2月14日是西方的情人节，与往

年不同的是，这一天也是中国的元宵
节。据说这两个节日在同一天需要
19 年。按理说，一个西方的节日和
一个东方的节日碰到一块，没啥稀奇
的。可有意思的是中国的元宵节又称
上元节，有的专家和学者干脆称元宵
节为“中国的情人节”。如此一来，
西方的情人节撞上东方的情人节，难
免被人们拿出来比较一番。

究竟是西方的情人节好，还是中
国的元宵节好？这要有一个比较的前
提。如果从浪漫的角度来说，当然是
西方的情人节更有味道，也更受年轻
人的喜欢。玫瑰花、巧克力甚至于求
婚的戒指，这些东西可能要比单纯的
花灯、元宵更有吸引力一些。可如果
从文化的内涵上讲，中国的元宵节可
能比西方的情人节要丰富。因为中国
的元宵节不光只有吃的元宵，还有灯
谜，还有花灯等内容在里面。

元宵节等中国传统节日多脱胎于
农耕文明，有历史，有文化内涵，然
而传统节日式微也是无法回避的现
实。尤其是像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
等节日已经被很多年轻人所接受，在
这种情况下，人们难免会发出东方传
统抵不过西方节日的感叹。客观而

言，西方的情人节等节日因为离时代
更近，其形式和内容更易被人模仿和
接受，但过洋节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我
们的传统节日就无人问津。

严格来说，玫瑰打败汤圆、元宵
节不如情人节之类的说法有些夸大其
辞。西方的情人节，虽然在国内有一
定的市场，但不过情人节的也大有人
在。唱衰元宵节的人很多，但该吃元
宵的时候人们还照吃不误。而将中国
的元宵节预设为中国的情人节，然后
去和西方的情人节比较，更是有点关
公战秦琼的味道。

中国的元宵节有很丰富的内容，
和西方的情人节有交集，但并非只有
男女幽会一个主题。换而言之，把中
国的元宵节当成情人节来过，这或许
是对元宵节这一传统节日偷梁换柱。
你送你的玫瑰花，我吃我的热汤圆，
你过你的情人节，我过我的元宵节。
谁说过西方的情人节就不能吃中国的
汤圆？

不过值得思考的是，如何让更多
的年轻人接受元宵节，如何让元宵节
的形式和内容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
比如，我们除了传统的灯会、灯谜，
还可以利用互联网、手机等媒介让元
宵节的文化普及开来。

你送你的玫瑰，我吃我的汤圆

元宵节与情人节都很火

2014春节档还未唱罢，情人节档
又在本周五拉开序幕。延续春节期间
多片齐映的气势，2 月 14 日情人节当
日，《过界男女》、《江南爱情故事》等6
部影片同日上映，与观众见面。

6片相争观众最爱谁

作为热门电影档期，2014情人节
档依旧延续春节档火热气势。由同名
热播电视剧升级而成的《北京爱情故
事》，陈坤、刘嘉玲组成影帝后阵容的

《过界男女》、情人节唯一 3D 爱情片
《江南爱情故事》、“型男组合”杜淳高
虎主演的《谁说我们不会爱》、古装唯
美爱情片《菊花台》、爱情悬疑片《林中
小屋》6 部电影齐聚情人节档期。6 部

影片虽然大都是爱情题材，但为了迎
合不同年轻情侣的喜好，这些影片在
细节处做了不少努力。

6 部影片中，《北京爱情故事》最
受网友瞩目。电影原版电视剧在各大
卫视播出后曾引起过巨大的社会反
响，收视率一路攀升，捧红一批年轻演
员。此次电影版，在延续陈思成、佟丽
娅等电视剧核心班底外，更请来梁家
辉、刘嘉玲等实力派助阵，于话题和演
技上做双重保险。

与《北京爱情故事》“南北相望”的
影片《江南爱情故事》也打入情人节档
期。尽管影片宣发气势略低，但该片作
为今年情人节档期唯一一部 3D 爱情
片仍然受到不少网友期待。

此外，讲述一位阔太和她的司机
在各自生活陷入困境时产生了一段复
杂感情的故事的《过界男女》则主打实

力演员+文艺牌。该片导演刘韵文表
示，影片在题材选取上做了一次大胆
尝试，通过一个生活在底层的男人和
一个物质生活优越的贵妇的情感经
历，反映了时下恋人间的一些“过界”
情感，这种题材在国内的电影中少有
触及。

提前上映领跑情人节档

2013 年情人节，单日 2 亿元票房
曾让一批电影人羡慕不已。有专家预
计，今年情人节档期这个数字很有可
能被打破，甚至刷新前不久才刚刚创
造的单日2.5亿元票房纪录。

尽管“钱”景被众人看好，但同日
对于 6 部片来说仍有不少压力。之前

影片《北京爱情故事》宣布上映档期从
2月 14日改为 2月 13日下午 14∶00上
映。《北京爱情故事》的提前调档，无疑
让其他几部待命影片更是“雪上加
霜”。据全国电影排片中显示：2 月 13
日全国电影总排片约752场，《北京爱
情故事》全国544场成为不二“老大”。

《冰雪奇缘》、《澳门风云》、3D《大闹天
宫》、《爸爸去哪儿》 等影片只有 16
个场次。面对来势汹汹的“北爱”，其余
影片只能寻求“被爱”了。

由韩庚、郑恺等人领衔主演的爱
情喜剧片《前任攻略》被不少网友评为
春节档口碑最好的一部影片，影片在
各大影评网站的评分也都高于同期上
映的其他电影。然而，影片在大片 3D

《大闹天宫》和影坛黑马《爸爸去哪
儿》夹击下，并没有获得多少关注。

（朱德蒙）

多部爱情片

“混战”情人节档

马年央视春晚首次邀请韩国明星，
各大卫视综艺为年轻人定制新节目，众
多爱情轻喜剧、育儿剧热播荧屏……都
说遥控器掌握在老年人手里，“谁赢得了
中老年妇女，谁就赢得了收视率”。但如
今电视台却频频对年轻观众伸出“橄榄
枝”，千方百计笼络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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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明星李敏镐

春节期间，一段极具传统相声特
点，又不乏现代元素的 《满腹经纶》
在网上爆红。苗阜、王声这两个说相
声的“80 后”被网民称为“业界良
心”。他们说：“我们站在舞台上，就
是要对得起观众买的那张票。”

爆红背后的冷板凳

作为西安民间相声社团青曲社的
当家演员，苗阜和王声强烈感受到了
来自观众的热情：两人的微博、微信
近几天“粉丝”数量剧增；在西安，
青曲社的演出已经一票难求。

说到突然走红，青曲社班主苗阜
说：“这是‘天时、地利、人和’：一
是今年各大春节晚会上语言类节目数
量不多；二是陕派相声豪迈与紧凑的
风格暗合了不少观众的欣赏习惯；三
是青曲社一直坚守在传统中创新，这
条路子算是走对了。”

苗阜和王声从小在一个大院里长
大，俩人在小学时代都喜欢上了相
声 ， 那 时 还 试 着 搭 档 表 演 。 2007
年，两个人又凑到一起，联系了几位
当地的曲艺爱好者，成立了西安青曲
社。

吃 过 没 有 场 地 、 没 有 观 众 的
苦 头 ， 就 这 样 咬 牙 坚 持 了 七 年 ，
如 今 青 曲 社 已 经 发 展 到 100 多
人 ， 其 中 既 有 年 近 八 旬 的 老 相 声
艺 术 家 ， 也 有 二 十 出 头 的 “90
后 ” 新 生 代 演 员 。 他 们 在 西 安 办
了 两 个 具 有 一 定 规 模 的 相 声 园
子 ， 每 年 ， 还 会 从 小 园 子 走 到 大
剧 场 ， 举 办 一 些 大 型 相 声 专 场 演
出。

“老味儿”和“新词儿”的结合

《满腹经纶》 走红后，苗阜、王
声之前创作的其他节目如《智取威虎
山》《书文戏理》《大秦腔》等也完全
靠口碑不断被网民转发评论。

两人的表演总是能给观众带来瞬
间穿越的喜感。比如“玉皇大帝派人
把王屋与太行一搬走，WIFI 信号立
马就满了。”比如“我最近已经达到
了手不释卷的程度，《名侦探柯南》

《海贼王》，我都拿在手里。”“如果您
再拿一套 《七龙珠》、一套 《圣斗
士》，就能凑够四大名著了。”这些段

子足以让台下的年轻观众会心一笑。
在两人的表演中，古代典籍、诗

词及传统艺术始终是贯穿节目的主
线，而一个个古今中西结合的包袱，
如主线上的颗颗宝石不断为观众制造

“笑果”。在 相 声 《智 取 威 虎 山》
中 ， 不 仅 京 剧 、 秦 腔 经 典 剧 目 被
纷 纷 提 及 ， 当 演 员 一 嗓 子 秦 腔 吼
起 ，唱词却是“赛伯坦星球上，那
汽车人……”

为了保持节目的“老味儿”，青
曲社专门请来了相声大师郑小山、陕
派相声鼻祖张玉堂之子张长锁等老艺
术家为节目把关。郑小山说：“他们
在坚守传统与不断创新中找到了一条
路子，这说明观众还是喜欢有‘文化
味儿’的节目。”

以相声为媒，推广特色
曲艺节目

苗阜、王声以及青曲社火了，但他
们还一直坚持着“不赠票、不涨价”。不
仅如此，他们对未来发展也另有打算。
21 岁的纪鸣亮是青曲社最年轻的演
员，也是这里演出场次最多的演员之
一。他表演的陕西快书节奏张弛有度，
一口陕西方言土得掉渣，内容却是时
下最新的反腐倡廉题材。

纪鸣亮说，他学习陕西快书已有
9年，也希望让更多观众了解这种传
统艺术，尽管现在陕西快书的表演者
越来越少。

“其实很多网上的东西拿出来改
改大家一听都笑了，但这不是传统艺
术发展的正道。”苗阜告诉记者，青
曲社要以相声为媒介，再推出一些新
人新作，目的是将极具陕西特色的曲
艺节目进行推广，像陕西的快书、道
情、吹火、顶灯、老腔等，都会登上
青曲社的舞台。

青曲社一直坚持着“发展陕西曲
艺，中兴西北相声”的梦想，但传统
民间社团如何转型成为现代文化企
业？相声在俗雅之争中如何越走越
远？如今，这个年轻的团队也面临着
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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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