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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奔跑吧，兄弟》制作周期短，演员只拍了6天，可谓是和电视真人
秀的一次“闪婚”。但这“婚礼”挺热闹，捧场的观众多，院线和电视台这俩

“亲家”都赚了钱。对于电影和电视这次跨界“秀恩爱”，说什么的都有——
“对电影是种侮辱”、“骗钱大烂片”、“交了狗屎运”等——好一通“放鞭炮”。

持批评观点的人大致可分三类：一是电影的“亲朋好友”，担心这“孩
子”出事儿；二是看热闹、凑热闹、唯恐电影圈不乱的；当然，还有羡慕嫉
妒恨的，就见不得新生事物有个好。对不爱电影的人，不必多说。对爱电影
的人，其实也不必多虑：不就是闪了个婚吗？何况是两厢情愿的“自由恋
爱”，不违法、不缺德，有何不可？再者影视本是一家子。

这年头骗子多，但不能说真人秀大电影 《奔跑吧，兄弟》，以及以前的
《爸爸去哪儿》是在骗钱。若真是骗钱，一天两天就露馅了、就没人去看了，
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别低估观众的智商。

至于是不是烂片，得看用什么标准衡量。电影是什么？是艺术品，也是
商品，电影的功能在于审美，也在于娱乐，同时，电影还是一种媒介，是一
种工具。如果拿艺术片的标准来卡商业片，就容易觉得“滥片当道”；反过
来，拿商业片的票房来衡量艺术片，其实也有很多是赔钱的“二货”，不是
吗？

当然，艺术性强、赚钱多的电影也有，但不多，那是电影的“理想态”。
目前，无论国际趋势还是国内大势，电影都在走向分众化、专业化；所谓雅
俗共赏、老少通吃、寓教于乐、寓乐于教、艺术商业双丰收——这要求，对
某个单片也许能做到，但对电影整体而言却不现实，如果都能那样，还搞什
么电影分级制啊？所以目前不必急于苛求。

至于说 《奔跑吧，兄弟》 和 《爸爸去哪儿》 进了电影的门，是“对电影
的侮辱”，令人想到有些婆婆向看不顺眼的小媳妇撂的狠话——“你就不配进
我家门”。其实，何必呢，《奔跑吧，兄弟》和《爸爸去哪儿》碍传统电影啥
事了？就拿 《爸爸去哪儿》 来说，这一年来，危害传统电影了吗？没有吧，
你看传统电影该得奖的得奖了、该大卖的大卖了、该没人看的还是没人看
啊。难道给传统电影造成了看不见的内伤？或者像癌细胞一样潜伏着伺机发
作？不至于吧。

俗话说得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让电影像大海一样开放包容，显然
比紧守自己那三十亩鱼塘更可取。其实，不论是“爸爸”、“兄弟”跨界，还
是作家跨界当导演，如果各行各业的一些精英都能进到电影圈来，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众人拾柴火焰高，那咱们“东方龙”何惧“好莱虎”？何况，你不
想让人家跨界进门，人家就进不来了吗？

退一步讲，即便这两部真人秀电影，对年产量上千部的传统电影有冲
击，那也没什么大不了。咱国产电影百年来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啊，远的不
说，上世纪90年代，电视给电影极大冲击，加之盗版碟泛滥、电影创作远离
普通观众等原因，好些电影院一度门可罗雀，甚至改成了歌舞厅、台球室，
国产电影不照样活过来了？现在，怎么电影跟电视闪个婚就让人“焦虑”成
这样？国产电影是吓大的吗？还是抑郁了？

别光看着人家跨界而来大把大把地赚钱，其实，人家是“自带干粮”过
来的，没抢传统电影的蛋糕——人家把自己的电视观众拉到电影院里来了，
还给电影长了人气、壮大了观众队伍呢。所以与其急着骂杀，不如想一想，
为什么电视真人秀 《爸爸去哪儿》 和 《奔跑吧，兄弟》 拍成大电影能这么
火？其实，像电影《饥饿游戏》一样，“游戏”加“真人秀”的内容模式，是
国产电影所欠缺的——所以这两次“闪婚”，人家都给传统电影送了“创意”
大礼，就看你怎么用了。

缺少想学唱的歌

一说起 KTV 是怎么衰落的，
很多网友表示现在的自己学新歌
的欲望并不强烈，特别是学如今
流行音乐的动力“远不如从前”。
网友“杨樾杨樾”发文说“音乐
最终的传播价值是被媒介送到受
众手上之后由受众自己去传播，
KTV 就是实现这种终极传播的地
方”，但“KTV 死，就死在市场
上没能像 90年代一样不断冒出让
普通人有学唱冲动的流行作品”；
网友“meimei72”也认为现在的
流行音乐“没什么好听的新歌
了 ， 每 次 把 豆 瓣 FM 调 到 新 歌
类，都感觉不好听。”

毋庸置疑，市场经济体系下
的流行音乐早已经成为娱乐文化
产业的主力军之一，并以其通俗
易懂的歌词、琅琅上口的旋律在
KTV 里备受欢迎，在广大歌曲爱
好者心中形成一种时代的审美意
识形态。但随着流行音乐价值的
商业化进程，艺术价值优秀的作
品并未“芝麻开花节节高”，反而
出现文化立场的动摇：粗糙的包
装制作和大肆的网络炒作成为流
行音乐生态的一面；急功近利的
心态左右着部分流行音乐人的创
作，作品创作力出现减退的苗
头；盗版尚存、行内丑闻不断等
问题导致很多流行音乐作品在艺
术上萎靡不振。

“不同时期流行音乐对不同时
期年轻人的价值观产生不小影
响，所以年轻人更喜欢通过欢唱
来表达自己，KTV 无疑是首选场
所。但如今我们在包房里选唱的
依然是多年前的歌曲，网络口水
歌、神曲反而不能引起大家的共
鸣。”新浪网友“弋涯 Kyle”说
道，“新歌没意思，老歌唱的次数
多了也就少了新鲜感，所以就很
少K歌了。”他认为，KTV最大的
吸引力在于一群朋友在包房里共
同吼着高品质音乐的热烈，“只是

现 在 这 种 热 烈 越 来 越 清 淡 了 ，
KTV 没落也说明高品质流行音乐
的不济。”

顾客心态和选择发生变化

“70后”的白女士当谈到钱柜
门店的关闭时说，读书时曾和同
学们热衷于在 KTV包间刷夜，当
时被称为“麦霸一姐”的她几乎
每周都会拉朋友同去 K 歌，近几
年结婚生子后，工作和家庭占据
了大部分时间反而很少去了，“现
在也就春节同学聚会时去吼两嗓
子，普通休息日多去城郊徒步或
待在家里。”10 多年前 KTV 如火
如 荼 地 发 展 时 ，“70 后 ”、“80
后”或刚刚步入工作岗位或在学
校读书，青春正浓的他们有充足
的时间、精力和心情去追求当时

“潮爆”了的 KTV，而在家庭、
职场上拼搏多年后反而减少了当
初的K歌热情。

“那时候能去玩的地方也不
多，KTV、网吧之类的也是刚兴
起，大家都愿图个新鲜，还能释
放自己。”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张子
豪告诉笔者，“钱柜朝外店刚火起
来时价钱并不便宜，朋友圈里有
谁去玩一趟那就是‘土豪’， 但
后来越来越多的小 K 歌店倒是让
我们‘欲罢不能’，而且当时三里
屯、后海、五道口等地的酒吧、
夜店还不像现在这么繁华，那时
候可以消遣的地方不多。”但是近
五 六 年 大 家 的 选 择 多 了 起 来 ，
KTV的吸引也就不如从前了。

的确，随着社会的发展，娱
乐文化产业在市场中的分量愈发
重要，人们的休闲方式变得丰富
多彩起来，密室逃脱、户外烧
烤、滑雪、游乐场、DIY 手工艺
品、温泉洗浴等集体活动和酒
吧 、 夜 店 等 场 所 成 为 眼 下 “90
后”、“95 后”中学生、大学生的
选择，娱乐产业原有的目标顾客
被分流。再加上 KTV的运营模式
多年来缺少大的创新和改变，故
而对年轻消费者的吸引力也就下
滑。

“其实很多歌曲并不适合大家
一起唱，一群朋友聚在一起的话
总会有几个人在包房里‘落单’

当听众，不如其他活动能让我们
所有人都同时参与。再加上有的
朋友天生就不喜欢唱歌，所以也
就去得少了。”大一的学生杨明
说，现在唱吧、9158 等 K 歌软件
不仅录歌方便、便宜，而且也能
与好友互动，还能同步出现自己
的影像，不出家门便可与同好者
互相交流，“还有一点就是唱吧等
软件的新歌更新很快，这点远胜
于KTV。”

KTV自身经营的“罪与罚”

正如前文所述，KTV 经历了
10 多年的发展，经营模式却始终
没有太大变化。但一位不愿透露
姓名的 KTV门店业主称，音响设
备为主的硬件换代和装修、服务
的转型、提升并非易事，“通常来
说，隔 3 年进行一次重新装修方
才可能紧跟不断变化的市场的脚
步，但这一来投入人力财力过
大，二来需要歇业并观摩预测市
场走势。再加上如今歌单更新所
需的版税投入也越来越大，很多
KTV的店面营收都不理想。”

另 外 ， 在 具 体 的 营 销 方 式
上，KTV 自身也值得让人深思。
笔者在糯米网、美团网、聚划算
等知名团购网站上发现，很多门
店纷纷推出各种低价打折套餐，
甚至有 6 元一小时的欢唱券和 9.9
元工作日 4小时的欢唱券。“现在
门店彼此竞争，大家都采取团购
等低价策略，不做就失去价格优
势，做的话就减少利润，有时候
就没盈利。”该店主表示，同行间
的价格战也让彼此不堪经济重负。

据了解，大多门店还存在经
营转化脚步比较慢的问题，在互
联网时代，移动支付、电商“竞
技”已成为市场经济繁华的一
幕，然而一些门店尚未与互联网
很好的融合，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消费模式、App 体验预订等方式
还为在业内全面开花，如何在低
价经营模式中打开个性化的市
场、如何在市场潮流中给顾客新
鲜别致的娱乐享受、如何在市场
经营中树立文化品牌保持生命力
依旧是 KTV行业甚至整个娱乐文
化产业思考的问题。

日前，纪实节目 《急诊室故事》 在北京举
行专家研讨会，《急诊室故事》 是国内首档观
察式医疗急救纪录片，由东方卫视联合恒顿传
媒推出。节目将目光聚焦于上海最大的急性创
伤中心——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急诊部，以客
观、冷静的姿态直面人情冷暖，为娱乐至上的
同质化综艺节目带来了新景观。

真实的力量：“有病不呻吟”

“我对这个节目的评价是非常高的，我个
人甚至认为，这是中国的一场电视革命，是中
国电视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宣传管理司司长高长力对该节目做
出评价，他直言“这个节目是‘有病不呻
吟’，温暖坚强的”，并呼吁电视人“不要做无
病呻吟的节目，就要做这种真实”。

《急诊室故事》 节目以急救室为社会横截
面，不仅展现了医患关系，也折射出社会万
象。高长力认为，《急诊室故事》 是完全客观
记录，没有做任何的干预，所以这就是纪录
片，绝非真人秀，而且要把它纳入纪录片的体
系。“通过电视可让观众看到急诊室中最高潮
的背后，激烈状态下的关系和各种反应，这在
帮助人们真实认识社会上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急诊室故事》 的创
意在全国都是独特而领先的，身为制作人，东
方卫视中心总监李勇对节目主题进行了阐述，

《急诊室故事》 的口号是“生命有痛，有你真
好”，母主题中有不同的子主题，城管小贩的
纠纷，车祸事故的双双问责、亲情与爱情等都
自然本色出镜。

收视之外，《急诊室故事》 更注重寻找当

下社会所缺失的人生暖意、正能量、新闻情怀
和媒体价值、社会责任感。

正向价值观：“人间自有真情在”

出席研讨会的专家们一致认为：真实感人
是该节目的一大特点。

但要做到真实，并非易事，节目拍摄伊
始，遭遇的难点即是征得患者及家属的同意：
同意接受拍摄并播出。“如果不同意，我们绝
对不会用，哪怕这个病患的抢救过程多么紧
张，或者身上的故事多么精彩”，上海文化广
播影视集团副总裁袁雷直言，每一位出镜的患
者，节目组都需要提前与家属沟通，同意后会
签署隐私协议。对于可能出现的鲜血淋漓，袁
雷表示，“血腥画面实在避免不了一定要打马
赛克。节目组最开始就确定了不能用这种东西
来吸引眼球。”

在国广市场调查首席研究员靳智伟看来，
《急诊室故事》 是在以真实性贯彻人间大爱：
“这里的爱通过人性关怀的细节体现。比如说
患病女孩父亲半夜打哈欠；比如说医师紧锁眉
头，跟家属的沟通；比如说冰冷的手术刀以及
会诊室的激烈争论。医院到底是生命的断崖，
还是起死回生的处所？事实上，医生是以命相
托的职业。”

信任与理解：重构医患关系

《急诊室故事》 体现的思想是发人深省
的，当下的医患关系紧张已成为社会的普遍现
象之一。如何让社会理解医疗工作的繁重、艰
辛，如何理解医生们在面对患者回天乏术的无
奈，已经是亟须被宣传的问题。正如上海卫计

委宣传处处长王彤所言：“处理好医患关系，
增加彼此之间的信任，这是社会的拐点所在。”

国家卫计委宣传司宣传处长姜雯表示，卫
计委宣传司一直都很支持 《急诊室故事》这类
的纪实电视作品，下一步将商讨建立一个卫生
计生类作品的交易平台，让 《急诊室故事》这
类节目实现传播的最大化，放大应有的社会效
应。

曾长年处于急诊第一线的郭树彬深有体
会，身为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主任，他表示：

“我曾经写过两句话，叫生离死别天天上演，
起死回生时时重现。我特希望建立一个系列的
医学纪实节目，变成一个故事，有情节、有人
文，后期还有专家进行解读，今天 《急诊室故
事》做到了。”

到目前为止，《急诊室故事》 10 期录制工
作已经全部完成，节目已播出 6 期，充分挖掘
了上海的独有资源。观众 70%以上是中高学历
人群，这种稳定的、面向高端人群的收视情
况，就意味着节目已迈出坚实的一步，可进一
步起到全国的示范效应，最终形成品牌带动效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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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V业“唱衰”为哪般？
黄 盛/文 浦 峰/图

据业内人士
统计，2008年时钱柜朝

外店跨年夜单日的营收曾高
达 78 万元，周五的收入也在

30万元左右，但如今客流量只剩
20％，整个KTV行业的营业收入则
至少比之前减少15%以上。一时间，
许多人不禁叹喟：KTV 业走到了尽
头！在微博上还有网友一边关注
KTV 门店关闭的新闻，一边发问
“为何人们很少去KTV”。那么，曾

经富丽堂皇、车水马龙的KTV
为何风光难再？人们为何

唱衰曾经火爆一时
的KTV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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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进行长达10个小时手术中

电影《梦回甲午》首映
纪念甲午之年的影片《大变局

之梦回甲午》日前在京首映赢得观
众好评。这部高清数字的主旋律电
影是根据军旅作家宗潭的文学作品

《甲午之恋》 改编的，也是为纪念
甲午战争120周年、中国抗日战争
胜利 70 周年而作的重大历史题材
电影。

影片讲述了两个跨越百年的感
人爱情故事，从紫禁城到刘公岛，一
个凄美，一个唯美，折射出晚清大变
局之中的甲午之殇和家国巨变之
痛，也描绘了当代人在风云激荡的
世界潮流中不忘国耻奋发图强的强
军梦和中国梦。电影中有一大亮点，
就是中国航母辽宁舰第一次被拍入
影视作品中，影片多角度、全方位集
中展示了中国航母的风采。（文纳）

戛纳年度媒体人物揭晓
戛纳国际创意节日前在北京举

办新闻发布会，宣布腾讯网络媒体
事业群总裁、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
刘胜义荣膺第 62 届“年度媒体人
物”，刘胜义也成为首位获得此殊荣
的华人。

戛纳国际创意节是全球知名的
传播、广告和创意界的年度盛事，其
中的“年度媒体人物”是最为瞩目的
奖项之一，该奖项每年在全球甄选
一位对当前传媒行业发展产生重大
影响的杰出人物。

（文 意）

吃饭、唱
K、 刷 夜 是 无 数

“70 后”、“80 后”热
衷的聚会方式，然而这

一 方 式 在 如 今 正 慢 慢 改
变，唱 K已经逐渐地与他们
渐行渐远。前两天，号称京城
第一家的钱柜KTV朝外店“将于
2月1日中午12时结业”的消息
在各大网站上刷屏，《钱柜，再
见！》等文章也在笔者的朋友圈被
多人转发，许多网友纷纷“十分惋
惜，难说再见”，感慨KTV的夜晚承
载着自己“无处安放的青春”，甚至
还有许多人在 1 月 31 日前后去唱

“告别”之歌，送钱柜朝外店“最后
一程”。笔者了解到，这并不是KTV
行业第一次关闭门店了：不仅北京
钱柜的首体店、雍和宫店先后停
业，其在2008年时全国的18家门
店如今只剩 6家 （北京 1家、上
海 3 家、深圳 2 家）；与钱柜朝
外店同属一个商圈的麦乐迪也
在 2014 年停止了 K 歌的脚
步；另外，曾在北京中关
村、国贸和双井有着多
家分店的另一老牌KTV
乐圣也难逃关门歇

业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