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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滑，是一种时尚的体育运
动，在校园里颇受同学们的青睐。

2007年，郑州师专附属小学
组建了校园轮滑队，从此每天下
午放学后，一群戴着头盔护具装
备齐全的“轮滑精灵”在操场上刻
苦练习：有的过桩，有的绕“S”，有
的画“葫芦”，有的练习360°大转
弯……这支优秀的轮滑队先后多
次代表学校参加省、市级的比赛，
取得了不小的战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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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非常道

你作 我秀
□小李飞脚

每至年底，各级领导都该下去慰问了。
春节前的一个下午，居委会的王大妈正在家
里收拾东西，忽有四五个居委会领导前来慰
问，还带来了一袋大米和一罐煤气。居委会
的领导握着王大妈的手问寒问暖，王大妈激
动得热泪盈眶。当这一切都被电视台的记
者录完了以后，居委会领导又把大米和煤气
搬走了，留下眼泪未干的王大妈半天也没有
回过神来……

多好的小品题材，如果王大妈让宋丹丹
来演，居委会领导让赵本山来演，电视台记
者让小沈阳来演，肯定又能拿“我最喜爱的
春节联欢晚会语言类一等奖”。

这是一个作秀的年代，世间无处不秀
场，连老太太都开始涂口红——要给你点儿
颜色看看了。

这段时间，各家电视台一窝蜂地上相亲
类栏目，如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湖南卫视
的《我们约会吧》等，折腾完了爱唱歌的少男
少女，又开始折腾爱表演的“剩男剩女”，不仅
让他们炫富、臭美充分展示自己的优越感，而
且让他们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出丑、露怯、丢
人。如《我们约会吧》中一位“被出局”的“剩
男”形容“人生就像一列火车”，何炅问与他“约
会”的“剩女”为何淘汰对方，“剩女”毫不客气
地说：“听说他是开火车的，我害怕他出轨！”

哈哈，真把自己当“圣女”了。不仅“雷”，而
且“春雷滚滚”，直雷得我外焦里嫩，风中凌乱。

还有什么“真假富二代”、“要坐在宝马
里哭”的“拜金女”等不一而足，长的都不赖，
演技还没有重庆那帮“穿脚套、戴手套参加
植树节活动”的政协委员专业呢，跟网络红
人“凤姐”相比更差几个重量级。

“凤姐”自称“9岁起博览群书，20岁达到顶
峰，智商前300年后300年无人能及。现主要
研读经济类和《知音》《故事会》等人文社科类书
籍”。日前，她参加完一档名为《越跳越美丽》的
节目后接受了青海卫视的采访，她自己招供：

“上电视就是觉得好玩。他们来找的我，前男
友和所谓富男友小志都是请的演员。好玩啊，
我就跟他们一起玩，还有几百块钱拿呢。”最后，
她很真诚地跟采访她的记者说：“今天能见到
我，是你这辈子最大的荣幸。”

呕……我倒！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
不要脸的。芙蓉姐姐从此可以退出娱乐圈了。

有人总结说，目前的中国电视节目就是
“一个骗子导演带着一群疯子演员忽悠一帮
傻子观众”，这话虽然有点打击面太大，但多
少道出了“秀”的本质——“假到真时真亦假,
真到假时假为真”。

时代除了孵化出“跳楼秀”、“跳桥秀”之
外，还向我们洞开了很多扇门，让我们尽情
领略世界的多姿多彩：陈冠希的“艳照门”、
韩峰的“日记门”、翟凌的“兽兽门”等，透过
每一扇门都会看出一些“门道”，归纳起来与

“秀”师出同门，疑似孪生：我秀，我秀，我秀
秀秀——大家比着在演戏，图的无非名和
利；没有噱头和炒头，媒体谁还关注你？

几年前看过一部电影《楚门的世界》，讲
的是30年前奥姆尼康电视制作公司收养了
一名婴儿，他们刻意培养他使其成为全球最
受欢迎的纪实性肥皂剧《楚门的世界》中的
主人公。楚门的一举一动，吃喝拉撒都现场
直播给了亿万观众，然而这一切楚门全然不
知。随着剧情的推进楚门终于发现自己被
当猴耍了，他决定逃离生活30年的小城，放
弃已有的明星生活，毅然走向远方的自由之
路。《楚门的世界》英文名称是“The Truman
Show”,直译过来就是“真人秀”，而我们看到
的《非诚勿扰》也好，《我们约会吧》也好，不
是“被拜托”，就是“被表演”，既缺乏起码的
诚意，又没有上佳的演技：演的比假的还要
假，这是对观众最大的“非诚勿扰”。

《金刚经》语：“一花傲然。一草黯然。凡
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
秀可以，但不要太“作”了，韩峰不是已经“作”进
了监狱，老百姓的话朴实而直接：“作”死吧，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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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开始，仝冰雪就主动结
束了“泡吧兜风”的“年轻”生活，
开始跟比他年龄大上一百年的
老照片们打起了交道，10 年下
来，欣赏鉴定以及研究一百多年
前的老照片，已经成了他生活的
主要线索和方式。

除了继续做一名优秀的电
视人，他的这个“业余爱好”也
有着远大的理想，用自己的研
究和收藏来的老照片，还原中
国早期影像的真实历史。

全国目前有近全国目前有近1010档相亲类节目档相亲类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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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注定
是个相亲年，江
苏卫视的《非诚
勿扰》让婚恋成
为 2010 年 最 热
的话题之一。“我
们约会吧”、“爱情
来 敲 门 ”、“ 缘 来 是
你”、“为爱向前冲”、

“相亲才会赢”、“凡人有喜”等近 10档相亲类节目，
把相亲以一种真人秀的形式再次推向了舞台。

相亲是中国传统的婚姻礼节之一，相亲一度被贴
上“落后”、“老土”的标签，被崇尚浪漫邂逅的现代年轻
人所不屑。

令人惊讶的是，进入 21世纪后，看起来原始的相亲
不但没有走向末路，反而被注入了更多新鲜的元素，越
来越多的青年男女投入到了相亲热潮中。有人总结
说，“后相亲时代”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来临，较之“父母
之命、媒妁之言”，后相亲时代的相亲被赋予了全新的

意义。同城交友、8 分钟约
会、网络速配、相亲大会等各
类形式的相亲活动成为都市
男女喜欢参与的择偶方式。

你方唱罢我登场，各类
形式的相亲活动层出不穷，
本质却并无突破。宣扬“只
提供邂逅，不包办婚姻”的
《非诚勿扰》打破了这个瓶
颈，收视率直线高扬，受众面
也由最初的年轻男女，漫延
到多个年龄段，据说该节目

掀起了全民等
看电视的新
高潮。

其实
电视相亲
并 不 新
鲜，早在
1988 年 ，
山西电视
台 一 档
《电视红
娘》让电

视相亲走进百姓视野，
一时间红遍大江南北，这

是第一次电视相亲热；十年
后，1998年，湖南卫视开播的《玫

瑰之约》使得“电视红娘”再度成为社
会的热门话题。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嘉宾

人选的日益匮乏，再加上当时“真人秀”在中
国内地的风行，使得电视速配类节目难以为继，

只能黯然退场。《玫瑰之约》制片刘蕾也因此断言，
电视速配不适合中国人。
又一个十年的轮回，从2009年底到今年年初，《我们

约会吧》《非诚勿扰》等节目引领了第三轮相亲热。外表平
静内心狂热的中国人到底适不适合电视速配呢？《非诚勿
扰》似乎从一开始就回避了这一点，与以往一对一的“速
配”相比，24女对决1男的模式似乎更像一场戏剧，用当事
人轮番的挑兵拣将极大地满足了大多数国人内心潜在的

“看客”心理，让全民实现了期待中的集体评头论足。
不管参加人身份的真假，不管速配效率的高低，但

观众是投入的，正如FPA性格色彩学专家乐嘉所说，
“投入的标志是我自己会被台上
发生的一切震惊或感动”，哪怕
像看情景剧故事。

观众还会在接下来的一周
和同事、朋友津津乐道地讨论节
目内容，别人畅快淋漓地交流自
己却插不上嘴的尴尬相信很多
人都有，到网上扫荡全部节目一
期接一期看的更是大有人在。
想想也是，爱情是婚姻的前奏，
家庭是社会的小细胞，被戏剧性
放大了的爱情观，反映出的是整
个时代方方面面的元素。

《非诚勿扰》不妨一看，不单
身的人，能够尽可能思考一些更深
层的话题而非仅仅停留在简单速
配的初级层面，而单身的
人则能通过这个独特的节
目，学习爱情的常识、技
巧，以及心理学知识，去
发现人性的本质，为自己
的幸福垒起一块块垫脚
石。

晚报记者 苏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