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艺术家西斯特·盖茨举办个展

“荣宅就像多宝阁”

究竟有多泛滥？

曾经，偶像明星是“凤毛麟角”，是舞蹈、歌唱、表演

等领域的佼佼者。而如今选秀节目上“批量生产”的明
星，数量早已不知翻了几番。仅今年 2? 17日一同开

播的《创造营 2021》《青春有你 3》两档综艺，就聚集了
199位“准偶像”。接下来，还有《地球百子》《明日之子》

《亚洲超星团》。一年下来，从选秀节目中正式出道的至

少也有五六个团的几十上百个明星。
“批量生产”之下，成为偶像的机会多到怀揣“明星

梦”的新人们都已经填不满选手席位了。于是出现了众

多曾被其他节目淘汰、又来参加新一档节目的“回锅
肉”，甚至还有为海外学员当中文老师，被临时拉来“凑

数”的。但偶像本来宁缺毋滥，“人海战术”并不能带来
更优秀的成果。

追梦还是逐利？

“我有一个音乐梦想。”“我有一个演员梦。”这是我
们在选秀节目中常常听到的话语，但在偶像泛滥的如

今，“追梦”有时成了说说而已。
比如“回锅肉”的说法，最初代表着一些不惧失败，

从头再来，勇敢追梦的选手。但“回锅肉”多了，也“变
味”了，越来越成为选手卖惨、博眼球的标签。前《偶像

练习生》选手陆定昊，在《创造营 2021》归来，跳舞仍然

僵硬，唱歌仍旧破音，难免被网友质疑他到底是怀揣梦
想刻苦训练了 3年，还是仅为名利再来碰一次运气。

偶像产业，确实有利可图。最近，《创造营 2021》人
气选手和马因家庭原因退赛。仅参加了初舞台和一次

公演的他，其粉丝后援会就已集资 80余万元用于为他
的比赛投票助力。《创造营》衍生节目《大岛日记》则规

定由粉丝充值打榜最多的 11位选手参与录制，第一轮

入选的选手粉丝团已投入超过 200万元。《偶像练习
生》播出期间，因为粉丝购买合作产品就可以得到额外

的投票权，其中一个赞助商的线上销售额更是直接翻
了 500?。这也是越来越多平台涌入选秀行业的原因。

需要何种偶像？

纵然有利可图，也不可唯利是图。将弄虚作假、德
不配位、投机取巧的流量明星捧上出道位，年轻人又能

从中学到什么？“饭圈人”追逐偶像的方式，往往是投入

大量时间金钱，进行无意义的打榜、刷屏、控评、做数
据，硬生生把他送上“顶流”的宝座，对粉丝自身来说，

毫无裨益。
真正的偶像不该把粉丝当作“免费数据工”，而该

为粉丝做出表率。为年轻人推选出值得追逐、效仿的正
能量偶像，是电视人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全国政协委员磨长英在两会上倡议“主流媒体适
当减少娱乐栏目比重”“让科学家霸屏而非流量明星”。

在“两弹元勋”钱学森身上，年轻人能学到不畏艰险，报
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在钟南山院士身上，年轻人能看到

数十年如一日保持身心状态，只为关键时刻为国家和
人民再度挺身而出的自律；在“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身上，年轻人能学到躬身田畴、心怀天下的奉献。这些，

才是值得年轻人追逐和效

仿的真正偶像。
本报记者

吴旭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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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

萍一道开。”伴着白居易的诗《池上》，今晚，来自
闵行区启英幼儿园的四位听障孩子将第一次走

上舞台，唱起练习许久的童谣。作为凯迪拉克·上
海音乐厅 2021年“乐无穷”音乐季的首场演出，

“彼岸 3.0———俞湘君钢琴超媒体音乐会”在普及
当代音乐语汇的同时，也给听障孩子感知音乐的

美妙打开了一扇窗。

在这首专为听障儿童所作的《翳》的前半部
分，钢琴家俞湘君的手指会重重砸向琴键，演奏

出有些扭曲变形的音乐效果。12块屏幕切割成

钢琴的曲线（见上图），手指落，拆解的字符跃于
屏幕之上，音符驱动着画面的明亮。随着音乐的

推进，音乐变得越来越纯美，几位听障儿童在音
乐会现场的演唱也将成为全曲的高潮。绚烂的花
朵饱满地霸占了 12块屏幕，这些稚嫩的笔触都

来自听障孩子的画作，这些都是他们脑海中美好
的畅想。

从去年开始，俞湘君、秦毅以及多位上音和

上师大的音乐和心理学专家来到启英幼儿园进
行志愿服务，让十几位听障儿童接受快乐的音乐

教育。乍一听，观众可能会觉得《翳》有些吵闹，对
于作曲家秦毅而言，吵，就对了。秦毅发现，听障

儿童不是听不见，而是觉得身处的环境太吵了，

缺乏对声音的辨识。

最开始，孩子们根本不愿开口。有些孩子无
法辨别声音的方位，有些孩子分不清高音区和低

音区，俞湘君的团队特别为他们设计了听障音乐
活动课。一节节课下来，孩子们逐渐建立起了音

乐敏感度，终于有勇气开口唱歌。《翳》最初给观
众带来的不适感，便是在模拟听障儿童们最初的

听觉感受。

听觉正常的人们如何去模拟听障人士的听
觉？其实，真正的情境，秦毅也无法去感知，只是

通过科学实验的数据调整，来模拟人耳缺失的频
段。她表示：“艺术的想象无法去模拟任何一种情

况，《翳》表达了对一种群体的关注。”视觉艺术家
达彦也在交互媒体中采用了听障儿童与其他孩

子绘制的图形，以达到另一种共情的感受。
在音乐厅的南厅，艺术家们还设置了音乐会

的首个交互媒体装置“彼岸”。12个裸露的喇叭
就像 12颗声音秧苗，与十二平均律、十二色光

谱、和声运动空间以及钢琴家的演奏影像变化对
应，共同构成一个梦幻般的多维声光空间。所有

观众将会与演奏家一起为这个虚幻的视听空间
“调色”“移位”“扭曲”，累积产生类似“听觉障碍”

般的通感体验。
本报记者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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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偶像练习生》《创造 101》相继火爆，开启“偶像选秀元
年”，已过去 3年，层出不穷的节目仍持续向观众输送着一批又
一批的新晋偶像。但哪怕是最具人气的蔡徐坤、杨超越、周震南
等人，饭圈之外的观众也很难说出其一部代表作。我们真的需要
这么多“偶像”吗？
在昨天闭幕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宋文新谈起这类

现象提出：“‘饭圈文化’已超出边界，要大力整顿。艺人可持续发
展应该靠作品和实力，而不是靠粉丝的追从、流量和数据。”

听障孩子耳朵里的
世界是啥样？

俞湘君超媒体钢琴音乐会为观众带来通感体验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从小到大，母亲一

直将客厅里的珍奇柜称为她的多宝阁（china
cabinet）。”美国艺术家西斯特·盖茨因此将他正

在上海历史建筑 Prada荣宅内举办的个展也取
名为“多宝阁”，以此来讲述他对于陶瓷对于中国

的热爱，以及关于在建筑空间里的跨文化探索。
除了陶瓷艺术、视觉艺术之外，盖茨擅长城市规

划和建筑保护，也致力于重塑被遗弃的空间价

值，展览中的作品《中国瓦片的回归》中，可以体
会到他的追求。

多宝阁其实是一个中国清代兴起，流行时久
的家具品种，专用于陈设古玩器物，阁内做出横

竖不等、高低不齐、错落参差的一个个空间，可以
呈现出高低错落的视觉效果，很是通透。

荣宅建筑内不规则的空间，错落在楼梯两

侧，盖茨为展览构思了三幕叙事，从访客到

对话者，直至成为主人。参观者可以随

着步入荣宅每一层空间的参观，感受

渐次递进，故事逐步展开。每一个

房间里，都有艺术家“收藏”着

的不同类型的艺术品，有木

制底座的雕塑、砖制铸

件、以及高温施釉造

型器具……就像整齐摆放在中国古董店内的

瓷器，与传统的中国多宝阁有着空间上的异曲
同工之意。

作品《中国瓦片的回归》位于二层，其实更像
一项关于瓦片材料的调查，艺术家从一座废弃的

中国建筑中收集了 2.5万余枚屋顶瓦片，并将其
中的 250多片用于作品中，堆砌成整齐的立柱。

低温烧和素烧的瓦片相结合，产生了色彩上的对
比。而那些破碎的、无法使用的瓦片则被研磨成

粉末，并在高温下熔化，形成黑色釉面化合物。使
同一材质呈现出不同的形式，这也是艺术家发掘

并重塑废弃材料的能力。

在现场连线的采访中，西斯特·盖茨说自己
经常去往中国的景德镇，在那里寻找创作的材质

与灵感，那是一个非常奇妙又独特的城市。而在
上海，朋友们带他去的最多的就是各种隐藏着难

以置信的美味的餐厅。在采访的最后，这个看起
来外表高大威猛的艺术家温柔地对喜欢他的人

说：“虽然我已破碎，但你们并未如对待垃圾般抛
弃我，而是努力拼凑复原，给我以爱与生机。”就

像他的作品，在一次次打破、粉碎、研磨、沥火中
重生，从一种普通的材质成为另一种完全不一样

的艺术品，在重塑中得到重生。

？

■ 每年那么多“偶

像”出道，有多少

能让人记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