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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季度的综艺节目，用“爱拼才会赢”来
形容，恰如其分。

拒不完全统计，第四季度的周末荧屏，有近
20 档不同类型的综艺真人秀节目供观众选择，而
其中最抢眼的莫过于明星户外真人秀节目。浙江
卫视的 《奔跑吧！兄弟》、《星星的密室》、《这就
是生活》，东方卫视 《两天一夜》，江苏卫视 《明
星到我家》、深圳卫视 《极速前进》、北京卫视

《勇敢的心》、青海卫视 《我是传奇》、山东卫视
《星球大战》等多档节目，一众明星们要么是闯关
争霸，要么是生存体验，也真是拼了。

明星们也真是拼了

纵观第四季度大热的各种户外真人秀节目，
“智勇大冲关”类真人秀仍是主打类型。百位明星
在 《奔跑吧！兄弟》、《两天一夜》、《极速前进》、

《明星到我家》、《这就是生活》 等近 20 档真人秀
中，使尽浑身解数、拿出看家本领求关注、搏收
视，任务轻松点的带带孩子、做做饭、答答题、

闯闯关，艰苦的则得喂猪浇粪、泥地奔跑、几天
不洗澡；幸运的能崩溃大哭、罢录节目发泄情
绪，不幸的直接挂彩受伤送医院。

一言以蔽之：哪儿艰苦去哪儿，啥费劲干
啥，咋丢脸咋玩。

让明星们抛弃锦衣玉食，无端地去穷乡僻壤
“受苦”，他们的反应与心情如何？用 《奔跑吧！
兄弟》里杨颖的一句话概括：“这是用生命去玩游
戏！”《两天一夜》中张丰毅的经纪人则表示：“首
期节目录制的艰苦程度就超出我们的想象，白天
开车热得要命，晚上住帐篷冷得发抖。”虽然身体
遭罪，但是对于这种生存体验，许多明星还是赞
不绝口。张智霖直言，在节目中他尝试了人生第
一次睡帐篷，能亲近大自然，是非常好的生活体
验。

对于户外真人秀越来越“拼”的情况，南开
大学社会学博士张磊表示，户外真人秀中明星展
现的克服困难、不畏艰险以及对家庭负责等内容
还是充满正能量，这一点应该肯定。

就目前来看，面对明星被“虐”，网友们的观
点分为两派。一派持乐观态度，认为不必对所谓
虐星节目谈虎色变，在看惯了韩国综艺的观众看
来，国内明星往往自视甚高，放不下身段，这类
节目反倒是给了他们一个自我认识的机会；另一
派持消极态度，认为如今的虐星节目一拥而上，
迎合的是大众对明星的好奇心，纵然能一时吸引
眼球，却也无异于饮鸩止渴。

“虐”不是长久之计

“卫视是公共播出平台，节目还是要注意
‘度’，过分‘虐星’去哗众取宠要不得。消费明
星和明星梦，都应当有一定的底线。”张磊表示。

某知名制片人认为，在节目中充分展露明星
性格侧面、曝光一些明星“受挫”、“难堪”画面
是无伤大雅的，参赛明星在竞技冒险中不畏挑
战、坚持到底的精神也是很有正能量的，但如果
过度展现明星的体能和情绪极限，或者光靠“让

明星出丑”的宗旨来做节目，真人秀的生命力肯
定会大打折扣。

中国综艺节目从草根参与的“造星时代”，到
明星参与的“真人秀时代”，再到如今把明星往狠
了整的“虐星时代”，继续发展下去会是什么样的
出路，不得不让人感到担忧。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欧美电视荧屏上的“虐
星”节目大行其道，如今大幅降温。对此，美国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学者克雷·卡福特指出，

“虐星”节目短时间里会有一定热度，但时间长
了，观众的热情也会散去，明星们最终还是要靠
自己的智慧和才艺来赢得观众的心，“道理很简
单，耍宝受虐能做一辈子吗？”

有专家认为，相比成熟的西方真人秀节目，
我国的真人秀节目呈现出逃避现实的趋势，少了
些现实关切和人文思考，没能自然地关联社会现
实。而好的节目还是要产生“正能量”，这才是真
人秀节目生存下去的长久的办法。

2014 年是医疗题材节目不断探
索的一年。从深圳卫视直击产房的

《来吧孩子》到浙江卫视聚焦年轻医
生的《因为是医生》，几大平台先后
试水医疗真人秀，引发了一定的社
会反响。本周五，由东方卫视与恒
顿传媒联合制作的 《急诊室故事》
将登上荧屏，继续把镜头对准医
院，聚焦上海最大的急性创伤中心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急诊部，
上演一部真实又感人的“急诊室故
事”。

医院的勇气

为了以最真实的视角、最虔诚
的态度直击急诊室里发生的故事，

《急诊室故事》 使用 78 个国际最先
进的远程遥控固定摄像头拍摄，24
小时全天候跟踪、深入常人无法触
及的抢救一线。节目总制片人曾荣
表示，使用高科技手段是“希望节
目能将急诊室中‘生死攸关’的每
一个时刻真实地传递给观众，而这
些时刻能令人有所感悟。”

“这是一档勇敢的节目。”东方
卫视 《急诊室故事》 栏目执行总导
演王昕轶说。在他看来，在医患关
系紧张的今天，敢于把急诊室24小
时全部开放在大众面前，敢于直面
摄像机镜头，敢于用行动证明给社
会看一个真实、专业的团队，这首
先是医院和所有医护人员的一种勇
气。

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急诊部主任
封启明坦言，自己起初并不愿意拍
摄，本身就很忙，拍节目肯定得增
加更多的事情。没想到后来拍着拍
着，越来越喜欢，越来越希望拍得
成功。“实际上99%的医生和护士是
优秀的，99%的病人和家属是好
的。但为什么 99%好的中国人却碰
撞出了那么多的医患不和谐？主要
在于病人、家属与医护人员，都缺
乏信任与沟通的培训，缺乏面临死
亡、面临突发事件的心理培训。”

在医院看来，医疗纪实类节目
或许可以被当作是一次培训。“医院
对老百姓来说是个神秘的场所，尤
其是急诊，生死往往只在一瞬间。
患者和家属急迫的求治心情和对诊
治流程、医疗常识等的认知匮乏很
容易会造成医患间不必要的误解。
我们希望节目能向社会公众展示医
疗救治的真实、“神秘”，进一步推
动医护与患者、家属互知互信，共
同为生命加油，促进医患和谐。”上
海第六医院党委书记方秉华表示。

电视台的勇气

没有明星，没有剧本，没有任
何的掩饰，这也需要电视台的一种
勇气。

东方卫视总监李勇表示，这次
推 《急诊室故事》，不是机会主义，
不是为了试验有没有收视、会不会

赞助商更多，试了行继续，试了不
行再撤。做这个节目，是希望用镜
头更多地展现今天中国社会的各个
阶层，发生的真实感人的故事。在
这个方向上，不只有“急诊室故
事 ”， 以 后 还 会 有 “ 养 老 院 的 故
事”、“警署的故事”、“学校的故
事”等等。

目前电视上看到的大型真人秀
节目，基本上以明星为主，明星不
仅可以比拼唱歌、跳舞、奔跑、游
戏、做衣服，还能跑到农村去给农
民做儿媳妇，“明星真人秀已经做到
非常极致的状态。”曾荣说，“但
是，真人秀的秀应该更多的是一种
客观呈现，而不只是表演和娱乐。”

然而，虽然做素人真人秀，特
别是医疗类的素人真人秀，被认为
是矫正泛娱乐化节目趋势的一剂良
药，但前几档医疗节目并没有在收
视上创造出佳绩，甚至面临断播、
停播的窘境。《来吧孩子》因为被部
分观众投诉过于真实、血腥，停播
数月，口碑不错的 《因为是医生》
也面临收视压力。

“电视的收视群体主要是中老年
人，他们对生病、死亡的感受比较
脆弱，会有恐惧感，在一定程度上
会影响这类节目的收视率。”一位业
内人士曾向记者分析。所以，如何
处理好一些救治过程中的镜头，成
为医疗真人秀很重要的拿捏。

“我很欣赏有媒体素养的人从社
会学的角度去看我们医生怎么做，
不过多渲染技术层面，其实宣传技
术在这个节目中是没有意义的。”方
秉华由衷地表示。而在王昕铁看
来，虽然团队在拍摄时，每天都必
须面对鲜血与死亡，但是他们记录
的却是一段段温暖的关系，看到的
是一支充满爱的团队。

30 多年前，高中未毕业的我，被特招进一个
特殊的团队——油画肖像组学习油画，师从王国
栋先生专门从事领袖像的绘画工作。油画肖像组

（领袖像组） 专职负责天安门广场、国家标志性建
筑、国事活动等领袖肖像的绘制，肖像组的核心
就是画领袖像的专家——王国栋，他绘制的天安
门正面毛主席画像是天安门后来一直在沿用的范
本；他绘制的侧面毛主席画像曾印刷无数，家喻
户晓，成为了时代的标志。

回首这 30 多年的绘画之路，我感到自己是幸
运的。在那个知识青年纷纷插队的年代，很多人
毕业后都去了农村，极少数当了兵，我能进入这
样一个团队，跟随这样一位师傅，从事这样一份
工作，对于当时的一个十几岁青年来说是怎么也
想不到的。刚刚走上这条道路时，大型的画室很
正规，墙上悬挂着董希文、王国栋等多位大师的
作品；画室里各种设施、画架、画材、画具应有
尽有；有专门的师傅为我们制作画布、画框；还
有专业的资料室供我们学习和查阅资料。在这样
的环境里，我们跟随师傅王国栋进行着专业的学
习和训练。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去学习和工作，也
着实让当时的同行们羡慕不已。正因为这样，我
更加全身心地、义无返顾地投入到这项专业的学
习和工作中。

还记得 1978 年 8 月，我承担了天安门广场历
史博物馆正中毛主席画像的绘制工作。在绘制的

间隙，我也会去师傅王国栋绘制主席像的画室。
师傅正站在两层楼多高的木制梯子上，聚精会神
地画着主席像。这时候，我一般不说话，静静地
站在师傅身后，认真体会师傅在画像时对每一个
细节的处理，仔细地看着、学着。就这样，我们
边学习边工作。那时领袖肖像需求量很大，虽然
工作很紧张，可我们的心情是纯净、快乐的。

绘制一张像一般需要过3遍。第一遍是打格放
大。因为画布太大，打格相当于给画安上坐标。
虽然打格顶多起 10%的作用，但这 10%做不好的
话，破坏性却是 100%。打好格子后，准确地画上
轮廓。第二遍是上色，处理好颜色关系和具体造
型。第三遍就是细致刻画，将额头、鼻子眼睛、
整个脸、嘴、下巴和脖子分开几个部分进行塑
造，一般一天画成一个部分。最后还需要进行整
体的调整。主席像的塑造和其他肖像不太一样，
不许过度展示自己的笔法。

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时代在变，社会在变，
我的工作也在变。领袖肖像组撤销，画主席像不
再是我的职业，但是我对画毛主席像的情结并没
有变，一直坚持着领袖像的创作、整理、研究工
作。我也经常外出采风，其中有两件事让我印象
深刻。一次是我下乡写生，看到老乡在家里很重
要的位置庄重地挂着毛主席画像，我有些兴奋，
问到缘由，主人说：“毛主席永远是中国人民的伟
大领袖，我们当然要挂了。”听后我很感动。还有

一次，我到照相馆去洗毛主席的画像照片，一位
老大姐很兴奋地过来向我问这问那，夸我画得如
何如何像。这两件事让我深深地感受到，老百姓
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没有变，每每想到这里，就
更加坚定了我继续画好毛主席像的信念。

现在，我虽然画得少了，但是在质量上追求
得更多了，更深入更细致地了解毛主席每个时期
每个状态。对于很多小细节，我都了解得比较清
楚，比如主席下巴上的痦子，前期没有，是他到
40 多岁才长出来的。我还搜集了毛主席各个时期
的照片 1000 多张。而看到一些不规范的毛主席画
像时，心里就很不舒服，更感到了自己的那份责
任——要用最熟悉的画笔，谨记师傅曾经的教
诲，用好的作品去传承和记录历史。

30 多年前，画领袖肖像使我走上了绘画之
路。30 多年里，它也变成了我舍不下的情结，伴
随着我一直走到了今天。将来，我要永远地画下
去……

12月18日下午，由北大培文创意研究院、北京大学标识管理办公室主
办的北大“培文杯”创意设计大赛启动仪式暨“未名壶”新闻发布会在北
京大学举行。杨辛、乐黛云、谢冕等几十位著名学者与北大校友出席仪式。

为迎接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校庆，大赛将面向全球征集以“北大”为
主题元素的优秀创意设计作品。评委会名誉主席杨辛先生指出：“创意无
限，审美无限。北大的传统从来不是关着门做封闭研究。一所学校能永葆
青春是因为它的创造力，一个国家能够兴盛发达也是因为它在精神领域的
创造性。这次大赛就是激发创造力的高端平台。”

当日，“未名壶”首次亮相，其全名为“未名·甲午款·玉匏提梁壶”，
谐未名湖之声，紫砂成器，刻画浑成，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周桂珍治壶，
北京大学原校长周其凤院士题字，可谓“二周同制新款，壶意有容乃大，
传承未名精神”。

围绕“北大文化与设计精神”“传统想象与现代视野”“艺术设计与日
常生活”等议题，与会专家展开了热烈讨论。他们提出，想象与文化同样
重要，文化给人依归，想象则推动着文化的进步，甚至是文化创新的源
泉。他们一致认为，北大文化与精神会给创意设计界一个惊喜，创意设计
界智慧和想象必将丰富北大文化与精神。会上，北大学生社团“北京大学

‘派’设计协会”“北京大学燕园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展示了年轻一代充满
想象的文创产品。 （曹馨月）

网易云音乐校园歌手大赛落幕
经过4个月海选、校级赛、区预赛激烈角逐，网易云音乐校园歌手大赛总

决赛日前在清华大学落下帷幕，从 15 个城市 100 所高校选拔出来的全国 15
强，以及历经多重考验从复活通道走来的1名优秀歌手，共16位参赛者用好
声音、好歌曲、好表演及激情态度点燃了赛场。最终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齐晨
君、北京化工大学杨帆和上海师范大学刘文慧成为此次大赛的前三甲。

互联网特色贯穿始终是此次大赛最大的特点之一，“弹幕”投票机制的
引入使得观众成为决定选手去留的重要力量。在校级赛和区域赛中，通过

“投票弹幕系统”，人人都能当评委，遇到喜欢的选手可直接通过手机现场
支持；对想吐槽的选手也可以直接行使“驱逐权”。总决赛之夜，观众的权
力同样很大——现场4000位观众拥有一半投票权。进场观众在每个环节选
手演唱歌曲时，点击“顶”或“踩”即可进行投票，会在现场屏幕显示文
字弹幕。 （文 意）

“爱拼才会赢”
不要变成“虐星大比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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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命
去
玩
游
戏
！
﹄

▲

《
我
是
传
奇
》
里
谢
依
霖
差
点
因
为
任
务
太
﹃
虐
﹄
毁
约

▲

《
我
是
传
奇
》
里
谢
依
霖
差
点
因
为
任
务
太
﹃
虐
﹄
毁
约

▲《喜从天
降》里林志玲当
起农妇

▲《喜从天
降》里林志玲当
起农妇

▲

邢
秋
成
在
画
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