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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罗志祥上一档谈话类

节目时，说起当年做综艺节目时的
一些往事，眼圈有些发红。那些年，

在节目里要求罗志祥把手和头放到
鳄鱼的嘴巴里，他把手放了一下，立

刻抽走了，说什么也不把头放进去，
和节目组大吵了一架，愤然拒绝了

这个环节。这和勇气没有什么关系，

换了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不敢。
“节目组也没有办法，他们也是为了

收视率。”罗志祥说。就算是从户外
到了录音棚，日子也不好过。罗志祥

记得在一档节目里，他被其他嘉宾
用鸡蛋和面粉糊在脸上和头发上，

晚上回到房间，一个人在浴室里，用
尽办法也洗不干净，那一刻他哭了，

“我也没有办法，我需要这份工作。”
再来看看高以翔参加的这档

《追我吧》，节目中，6位明星嘉宾要
与一些拥有竞技长项的“时间守卫

者”比赛，这些平民英雄包括浑身肌
肉、以健身为职业的健体冠军，篮球

一级运动员，特警狙击手，手臂夹碎
苹果的怪力少女，获 10个冠军的职

业搏击运动员。PK内容有借助绳索
爬 70米高楼，快速通过持续旋转的

棱锥形滚筒，穿越长达 20米的摇摆
竹林⋯⋯拿艺人的弱项去和别人的

强项比，不得不说，节目组的创意很

“别致”，明星被累得够呛，虐得够

惨，艺人们叫苦不迭———黄景瑜满
头大汗站在 40 层楼下望楼兴叹，

“天呢，天呢，天呢，这真的太高了，
以后闯关不爬楼了，在楼下我就认

输。”马天宇敲着桌子叫苦，“狗都没
有我们累⋯⋯现在都快两点了，两

点都没吃饭⋯⋯”范丞丞累到直接

躺在地上，“这档节目真的是要逼死
我们吗？”

参加真人秀节目真的是辛苦，
胡军曾经回忆《爸爸去哪儿》的录制

经历时，直言，“我想打他们（节目
组）！”原因是，在吐鲁番录制时，节

目组将一个没有顶，四面是窗的晒
葡萄干的地方设置成了住处。因为

太干，儿子康康一天流了十一次鼻
血。而像《奔跑吧》《极限挑战》等节

目从白天录到晚上几乎是常态。
除了体力上的，心理层面艺人

也饱受煎熬，喜剧类真人秀节目，要
求参加的“笑星”每周都要创作出一

个春晚级别的作品，这种违背创作

规律的要求让宋小宝等人直呼创作

压力太大了，几乎没有睡觉时间。身
心俱疲，艺人们如此玩命归根到底，

就像罗志祥说的那样，大家都很无
奈，如今影视行业开机率降低，艺人

就业困难，谁也不想失去这份工作。

高以翔录节目猝死 折射真人秀顽疾———保收视先于保平安

娱乐致“死”“玩命”综艺当休矣

本报记者 吴翔

昨天，一则噩耗传来，35 岁的艺人高以翔
在录制《追我吧》节目时，突然昏厥，送医抢救
无效去世，让人扼腕叹息之余，不禁唏嘘，电视
上的真人秀节目不是和游戏一样嘛，怎么还有
生命的危险？事实上，观众有所不知，近年来，
为了争抢收视率这块“蛋糕”，从荧幕前的艺
人，到幕后的制作团队，人人绞尽脑汁，拼尽全
力，流血流泪，甚至生命，只为博荧幕前的观众
一声叫好。值得吗？

    比起《追我吧》，有种旅行类的

真人秀节目，看上去风光挺美，可以

吃着火锅唱着歌，想必是件美差。几
年前，遇到了一档户外真人秀节目

的总导演，她说，“我们整个团队一

共一百多人。我们拍摄团队有时候
一天只睡一两个小时。艺人也很苦，

但他们至少吃饭的时候是放松的。
我们要连轴拍摄，饿了只有在车上，

啃一口面包就一点可乐。”有一次，
为了拍摄艺人们骑自行车，摄像师

也要骑车，一只手要扛着摄像机，又

不能看前面的路，结果摔断了手骨，
不得不中途回国治疗。

记得有一年，野外生存大师贝

尔来中国做一档节目《越野千里》，
开拍前总导演李梦佳曾说，“摄像和

灯光的危险系数最大，所以每个机
位的摄像师几乎都有‘替补’。”和贝

尔合作期间，曾经一位摄像师，在野
外拍摄时不慎摔倒，由于地势不平

导致尾骨骨折，替补摄像师立刻接

过机器继续拍摄，后勤团队马上救
治摄像师。还有一次，一位摄影师跟

着贝尔上到了海拔 5300米的高原，
拍摄过程需要跟着贝尔上上下下，

几次起蹲之后，摄影师的脸色唇色
都不正常，他自己却还没有意识到，

好在贝尔有经验，及时发现了问题，

暂停了拍摄，赶紧让那架送贝尔过

来的直升机把摄像师送下了山，上
飞机的时候，摄像师已经晕倒了。

昨天，高以翔逝世的噩耗传来，
很多电视人都在朋友圈里互相致

意，“大家别那么拼了，别熬夜了，身
体还是第一位的！”要知道，做综艺

节目，熬夜甚至通宵这都是电视人

的家常便饭。其实他们也不想熬夜，
比如由于《追我吧》主打的概念是都

市夜景追跑竞技秀，因此，每当夜深
人静的时候，《追我吧》就开始录制

了。这可能也是节目组的一种无奈，
作为一档对于场地、现场道具都有

特殊需求的节目来说，只能是选择
晚上录制，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

当地居民的影响，以及观众围观对
节目组录制的影响。还有一些唱歌

跳舞类节目，录制起来也是不见日
出不收兵，一位节目组内部人士说

起原因，因为白天这些“导师”们各
自还有各自的事情，只有等夜深人

静他们空下来才能吹响集结号。
这些只是皮肉之苦，创作的压

力，精神的疲劳，如寒天饮水冷暖自
知。有人说，做电视综艺是吃青春饭

的。是的，青春美好，不能用健康和
生命来赌明天。否则，谁也不知道意

外和明天谁先到来！

会怕会哭

相比追责，更重要的是
如何杜绝悲剧再发生 □ 孙佳音

    高以翔走了，令人痛心。更令人

痛心的是，35岁的年轻生命，以这样
的方式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几步。

事发后，有粉丝拼凑出高以翔
离世前 7天的行程，也有媒体还原

了高以翔仰面倒下前后的三小时，

还有已经持续一天的高声质

问———现场的医疗措施是否到位？

夜跑项目经过专家评估了吗？对于

事实和责任的追问，浙江卫视方面
昨晚终于发声，他们在官方微博写

道，“我们会深刻反思原因，对节目
录制所有环节进行全面检查，更周

全地做好节目安全保障工作。 ”

与逝去的生命相比，这短短的
声明过于苍白。尽可能公开透明地

复查、追责，是事发后公众对浙江
卫视，对节目组，也对艺人经纪公

司的要求。 但相比确定谁来担责，

相比高以翔个人能够得到多少补

偿，如何真正杜绝类似悲剧再次发
生，才是更加重要的事情。

一个演员的意外死亡，能否真
正警示全行业？ 昨天，黄磊在社交

媒体上郑重写道：“过度过险过激
过劳都不应该被描绘为敬业努力

用功拼搏，而是应该被不断地提醒

和否定。 ”昨天，一张黑色的海报在
相关从业者的朋友圈里流传，上面

赫然写着：“我倡议， 工作不超过
12小时， 重返片场之间不少于 12

小时， 两餐之间不超过 6小时，拒
绝疲劳工作。 ”这是最基本的权利。

但令人难过的是，仅凭痛心疾首的

呼吁或者演员、 歌手的个人意志，

其实很难兑现。

那么整个行业呢？当《追我吧》

节目近乎苛刻地要求艺人“突破极

限”， 并且在镜头里把一切精疲力
尽都被包装成“考验”“耐力”和“毅

力”， 以换得每周五晚间黄金档的
收视率，值得反思甚至整顿。那么

综艺节目录制甚至整个影视行业
拍摄、后期“积重难返”的拖沓和

熬夜劣习，又要如何改变？真人秀
节目为抢夺收视率无所不用其极

的现状，又要如何扭转？无论是按

照剧本设计的投票结果， 还是按
照导演要求的“童言无忌”，抑或

是“空穴来风”的嘉宾对峙，凡此种
种，不过是为了博眼球，为了追收

视率。如果不真正杜绝这样的思维

方式和创作机制，悲剧的发生仍在

所难免。

宁波市民看到，“异次元的巨

型装置” 已经陆续被拆走。 《追我

吧》 竞技类真人秀也就此被停播。

但关停一档节目，甚至整顿多档类

似节目，并不是对高以翔逝去的生
命最好的告慰。 曾经，释小龙随行

人员死亡之后，浙江卫视方面也表
态说，他们迅速救援、第一时间送

医，抢救无效、深感惋惜；陈伟霆表

演时舞台出现故障， 官方致歉称，

“请大家相信安全始终是我们最引

以为重的环节，以后我们会做得更
妥善”，张杰录制发生意外时，浙江

卫视还信誓旦旦地“拍胸脯”保证
说，“也请大家相信，此类事情绝不

会再次发生”……很遗憾，这类事
情不但再次发生了，而且以更加令

人心痛的方式。

要杜绝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要真正保障一个行业从业者的权
益，不能只靠一家卫视的声明或者

道歉，也不是仅仅靠几家平台的自
觉和自愿，而是应该依靠制度的不

断规范，依靠法律的不断健全。

录制强度过大，需要吗？

应急措施欠缺，应该吗？

@浩火火哥哥： 这个节目要不改名追命吧，为
了节目效果难度那么大。 听闻一直都不合理地让艺

人高强度玩游戏，这回出人命了，总该收敛了吧，可
用人命换真的不值得。

@圈内密探： 用着最高的预算拍着最烂的节
目，唯独请不起救护车！

@布布布布丁：综艺真的没必要为了博眼球去搞

这些……请问团队工作人员是否亲自玩过每个项目
呢？ 请问这么高强度为什么没有配备医疗团队呢？

整治收视怪圈，赶紧的
关停夺命综艺，必须的

@小宁：难道真的要等到人死了才能引起你们
的注意吗？希望中国广电严格审核这类综艺节目，以

防悲剧再次发生！

@马马：有关部门应该趁本次事件，好好整顿

一下。

加快 AED设置，救命的！

普及公众急救，速度的！

@仔仔妈妈： 建议国家抓紧修改有关急救方面
的法律法规建议每个社区居民服务站都应该开展这

种公益课，让人人学习，就有可能挽救更多人的性命。

@向上： 是该在各种公共场所设立 AED了，非

常重要，各单位、学校、居民区、居委会需要强制推动
宣传使用方法，就像火灾救助培训一样，这些都是国

家健康层面的问题，需要顶层公共卫生设计。

今日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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