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20
2016年4月19日 星期二 责编：王艳华 WENYU

文娱

文娱快报

广电总局的叫停令，其实来得有
点晚，明星子女真人秀最热闹的时间
段已经过去。如果说，孩童参与关注
度如此高的节目会给他们带来伤害的
话，那么那种不太好确定的影响已经
形成，有些明星子女已一夜成名。有
些明星父母也意识到把孩子放于聚光
灯下的弊端，只是，面对诱惑，如果
没有明文要求，还是避免不了明星子
女真人秀扎堆。

在创新无力、观众审美疲劳的情
况下，明星子女真人秀其实已经开始
明显地走下坡路。新的综艺形式在崛
起，观众群体的注意力在转移，即便
没有广电总局的要求，这类节目也难
以再支撑多久。可以说，广电新规加
速了明星子女真人秀的冷清，也断绝
了一些电视台试图复制节目形式的念
头。即便这类节目的商业价值已经被
榨取差不多了，但国内电视台向来有
跟风山寨风气，再加上广告商的意愿
左右，避免不了还会有电视台重复老
路，制作出来几档鸡肋式的节目。

回过头再看那几档曾经红极一时
的节目，从积极的一面看，节目传递
了父子 （母女） 情感，有温情成分，
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但节目也存在
一些问题，比如形式单一，追求收视
率带来的刻意，最重要的问题是，一
夜成名让明星子女承受了不可承受之
重，正常的学习与生活都被影响。对
于没有判断能力的孩子来说，镜头无
时无刻的捕捉是一种干扰，也会对他
们造成无法言说的困惑。

当然，如果有优秀的创意、良好
的形式，以及对孩子有足够的保护措
施，不排除仍然会有一两档节目播
出，广电总局的规定，也给这类节目
留下了存在出口。这对电视台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想要继续制作播
出明星子女真人秀，就真的要把过去
的辉煌推倒重来，认真想想怎么推陈
出新了。

新规加速亲子真人秀
走向冷清

限童令限童令真来了真来了
爸爸还能去哪儿爸爸还能去哪儿？？

《《爸爸去哪儿爸爸去哪儿》》剧照剧照

早在数月前，就有消息称，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以下简称广电总局）将严控未
成年人参与真人秀节目。日前广电总局正式
下发通知，将从节目数量、节目内容、播出
时间等方面对真人秀节目进行引导调控，原
则上不允许再制作播出明星子女参与的真人
秀节目。

这份《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
道节目管理的通知》要求：严格控制未成年
人参与真人秀节目，不得借真人秀节目炒作
包装明星，也不得在娱乐访谈、娱乐报道等
节目中宣传炒作明星子女，防止包装造
“星”、一夜成名。据悉，该通知影响巨大，
一些地方卫视表示，目前已对涉及的节目进
行了相应调整，《爸爸去哪儿》《爸爸回来
了》等明星亲子真人秀将不再制作播出。

评头论足从《爸爸去哪儿》开始，国
内明星亲子真人秀节目数量增
多，越来越多的“星二代”在电
视屏幕上一夜爆红，拍广告、做
代言、出席商业活动……在名利
双收的背后，有隐私曝光的尴
尬，有被过度消费的苦恼，还有
被资本“绑架”的无奈。

其实从去年开始，广电总局
就已经有相关文件出台了。据
悉，2015年 7月，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发出《关于加强真人秀节目
管理的通知》，要求真人秀节目

避免过度明星化，摒弃“靠明星
博收视”的错误认识，不能把节
目变成拼明星和炫富的场所；并
提出，真人秀节目应注意加强对
未成年人的保护，尽量减少未成
年人参与。

到了今年 2月，知情人士又
爆出了广电总局将严格控制未成
年人参与的真人秀节目的消息。
当时称已出台调控细则，有三个
基本原则，“一是严格控制未成
年人参与的真人秀节目；二是不
得借真人秀节目炒作包装明星子

女；三是不得在娱乐访谈、娱乐
报道等节目中宣传炒作明星子
女，防止包装造星一夜成名。”

如今，该调控得以证实。这
份《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
合频道节目管理的通知》 要求：
严格控制未成年人参与真人秀节
目，不得借真人秀节目炒作包装
明星，也不得在娱乐访谈、娱乐
报道等节目中宣传炒作明星子
女，防止包装造“星”、一夜成
名。这与 2月份传出的消息基本
吻合。

焦点关注
从逐步减少到严格控制，“限童”有了升级版

为何广电总局会出台“限童
令”？业内人士表示，这与节目
后来带来的众多负面影响有关。
尤其是自亲子类真人秀备受观众
宠爱之后，“星二代”一夜成
名，这些尚未成年的孩子获得的
不仅仅是成名的荣耀，还有成长
的烦恼。

探究近年来“星二代”霸屏
现象，业内人士分析，明星亲子
类真人秀节目开创性地在屏幕上
展现明星子女的生活状况，极大
满足了观众的好奇心，因而出现
了跟风现象。然而，成名无疑是
把双刃剑，过早地进入公众的视
线，虽然获得了名利，但孩子们

无意识的言行和隐私却被曝光，
甚至遭受非议。这种贴标签式的
评价，会严重影响孩子的正常生
活乃至身心健康。

不仅如此，面对汹涌而来的
社会舆论，“星二代”逐渐了解
到怎样才会博得关注，怎样才会
赢得掌声，其心理也在这一过程
中被逐渐异化，对孩子的身心不
利。

而且业内人士表示，满屏真
人秀看似是明星之间的比拼和竞
技，其背后却是一场利用粉丝经
济的资本大战。随着真人秀对明
星吞吐量日益增大，明星身价也
直线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为了

追求收视和利润，节目做宣传时
也会利用明星子女的曝光“博眼
球”进行炒作。

“星二代”霸屏也让“星爸
星妈”看到了“凭子贵”的另一
种可能。原本声名不显的一位参
与者，因会带孩子、会做饭的形
象深入人心，身价在两个月间飙
升近百倍；有的“星二代”与父
母一同现身一档综艺节目时，出
场费已是父母出场费的总和……

“在消费主义语境下，观众通过
消费以实现明星经济价值与形象
符号价值的结合，至此儿童成为
明星，也成为被消费的商品。”
相关专家说。

幕后揭秘
“星二代”一夜成名，掩盖不住“成长的烦恼”

广电总局的“限童令”无疑
给明星亲子真人秀浇了一盆冷
水，“星二代”霸屏时代或将由
此终结。其实，给跟风严重的明
星亲子真人秀降火的呼声早已不
绝于耳。对于此次“限童令”的
出台，专家指出，“限童令”并
非要限制“星二代”的未来发

展，也并非取消孩子成长的平
台，而是为了确保孩子拥有正确
的价值引导。“限童令”既是对
名人子女的保护，也是对电视机
前的儿童的保护。

从事综艺节目投资的叶榕投
资创始人黄历表示，从长远来
看，真人秀节目“限童令”会对

综艺节目起到正确的引导及匡扶
作用，也为尚未成年的孩子撑起
一把“保护伞”。不少业内人士
认为，真人秀节目在追求高收视
率的同时，还应搭载更多价值内
容，注入更深远的精神内涵和社
会意义。

据新华社

深远影响
这是为未成年孩子撑起了一把“保护伞”

日前，记者从江苏卫视在扬州
举行的春季发布会上获悉，多档新
节目、新剧和新面孔惊喜亮相。除
了周迅的 《如懿传》，钟汉良的

《一路繁花相送》，首次重磅推出周
播大剧《九州天空城》，此前湖南
卫视打造的新节目《战斗吧男神》
等多档节目，江苏卫视还正式宣
布，因《太阳的后裔》大火的男主
角宋仲基已确定参与在中国的综艺
首秀，说出他的世界。 据中新网

宋仲基中国首秀
献给江苏卫视

４月初上市新三板的海润影业
4 月 17 日晚在京公布了 2016 年至
2017 年投资项目。其中，根据海
岩小说改编的《长安盗》、张艾嘉
的女性题材作品《相亲相爱》、王
晶的魔幻爱情片《神魔道》、杜琪
峰的魔幻三部曲《黄帝大战蚩尤》
最受瞩目。

海润影业董事长刘燕铭介绍，
海润影业曾拍摄了《玉观音》《永
不瞑目》《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等
多部根据海岩小说改编的电视剧；
多年后，海润与海岩再次携手，将
其长篇小说《长安盗》改编成同名
电影，叩问人性在贪欲的面前如何
自处。 据新华社

海岩小说《长安盗》
将搬上银幕

日前，凤凰联动影业在京举办
电视剧《父亲的身份》首播会，导演
高群书偕主演陈建斌、齐溪等到
场。在剧中演特工的陈建斌表示，这
个角色最大的魅力是父亲的身份。

《父亲的身份》讲述了一个真
实世界王牌特工的故事，陈建斌扮
演的俞北平系中共安插在国民党军
队高层的秘密特工，剧中他与两任
妻子都有孩子，如何与三个身份背
景不同的儿女在悬崖边相处，成为
推动全剧的最大力量。

据悉，《父亲的身份》 将于 4
月21日在央视一套黄金档开播。

据新华网

《父亲的身份》
央视即将开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