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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演艺周刊

北京商报记者专访《星光大道》栏目制片人毕福剑

观众是检验市场的惟一标准

谁动了流行乐市场的奶酪
演艺观察

北京商报： 在2013年度总决赛中，《星光大道》新
增五大专业院团现场签约的环节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毕福剑：《星光大道》不仅为大众搭建了展现才艺
的舞台，同时也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曾经在栏目
中一炮而红的李玉刚如今已成为国家九大艺术院团
之一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自幼家境贫困的王
二妮也已加盟北京歌舞剧院， 成为了一名独唱演员，
即便是现在炙手可热的组合凤凰传奇也曾经是二炮
文工团的一分子。

随着越来越多的艺术院团和私人经纪公司找到
我，询问我们哪一个选手更好，我才意识到把院团请
到现场，通过现场挑人的机制也许能够为舞台上的选
手们找到一个更好的归宿。如果可以，为什么不让更
多的选手进入到专业院团呢？

北京商报：在您看来，这种模式能够给专业院团
和参赛选手带来哪些好处？

毕福剑：对于专业院团来说，星光大道为他们选
拔人才又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因为我们不是选专业
院校的毕业生，而是在老百姓中选择一些他们喜爱的
草根明星。 专业院团如果想培养一个通俗女歌手，既
要花时间还要有资金的投入，而市场反响如何还是未
知。但是星光大道上的选手经过一年的选拔已经被老
百姓所熟悉，良好的群众基础能够帮助他们赢得台下
掌声一片。

对于选手来说，这是一个机遇。以细哥细妹为例，
虽然他们没有在今年的总决赛中进入前十，但却是第
一个被专业团体签约的选手。如果他俩的学历在本科
以上，那么院团直接就把户口都给他们解决了。

北京商报：您认为如今草根文化在市场上的竞争
力如何？

毕福剑：我经常打一个比方，百米赛跑中，第一名
就是第一名，第二名就是第二名，毋庸置疑。然而对于
我们的节目来说，并非如此。国家对于专业歌手有一
个考量。比如说青歌赛，只要你唱破了一个音或是答
错了一道题，肯定名落孙山。但是星光大道是一个完
全属于老百姓的舞台，我们不会在乎你唱歌中出现的
小瑕疵， 你是否专业完全是通过老百姓来检验的。就
像在决赛现场，评委梁宏达提出：让观众投票做出选
择，规则由他们定。

随着越来越多的草根走进人们的视线，我们也在
思考一个新的问题：是不是一切由市场说了算？和专
业出身的歌手相比，像草帽姐这样的草根选手并非每

个音都唱得那么精准， 但她就是深受老百姓的喜爱。
相反，专业院校里有没有像草帽姐这样的人？我敢说
一个都没有。草根明星的表演形式和表演内容来自民
众自己的生活， 因此具有相当的可观性和娱乐性。所
以说人的审美追求不能停留在一个标准上，大家都应
该换换口味。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让老百姓感觉到
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做英雄。

北京商报：当下，选秀节目像雨后春笋般孕育而
生。您认为《星光大道》在竞争中的优势是什么？在未
来的节目中是否还会沿用院团现场签约的模式？

毕福剑：在中国选秀节目确实不少，不过大多数
都是斥巨资买国外的版权， 然后模仿着在中国复制。
由于模仿类的节目缺乏新意，可能观众在一开始看时
会比较感兴趣，到后来甚至产生厌倦。但《星光大道》
是一个本土原创节目， 这也正是国内现在缺少的。我
们一年52期，十年就是600多期。每一期节目都会有新
的选手与观众见面，带来新的悬念。不像有些节目，一
共12期，每期都是围绕一样的歌手。无论如何，一个节
目能够做到十年一定有它的原因。

北京商报记者 刘小艾

从草根到明星的蜕变

■阿宝：2005年《星光大道》年度冠军。2006年首
次登上央视春节晚会。2007年，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
个人音乐会， 同时也成为了在人民大会堂开音乐会
的民歌第一人。2012年，阿宝与北京至尊唱片正式签
下两张唱片合约，相继制作了民歌专辑《泪蛋蛋》、流
行歌曲专辑《老爸老妈》。去年，曾成功打造了凤凰传
奇组合的顺德孔雀廊唱片公司又与“两大西北歌王”
阿宝、王二妮正式签约，两人组成“皆大欢喜”组合，
主打原生态民乐。

■凤凰传奇： 由玲花、 曾毅组成的凤凰传奇在
2005年《星光大道》获得年度亚军。2008年，凭借一曲
原创歌曲《月亮之上》首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2009
年，进入二炮文工团。同年签约孔雀唱片。2010年，在
北展剧场举行了首场演唱会。2012年，发表专辑《最
炫民族风》，同名主打歌成为2012乐坛神曲。时隔一
年，拥有600万张正版专辑销量、3亿次无线音乐下载
量的凤凰传奇在工人体育场举办演唱会，印证其“天
团”地位。

■李玉刚： 2006年获得 《星光大道》 年度季军。
2007年，成功在北京举办演唱会《凡花无界》。2009年，
正式加入中国歌剧舞剧院， 成为中国众多选秀明星
中转成“正规军”的第一人。2010年，李玉刚发行了其
个人首张音乐专辑《新贵妃醉酒》，引起业界强烈反
响。2011年， 中国歌剧舞剧院为李玉刚量身定制的大
型歌舞诗剧《四美图》在国家大剧院进行全球首演。
2012年、2013年连续两年登上央视春节晚会， 其男扮
女装的亮相深受观众喜爱。

■王二妮:�2007年参加《星光大道》，虽然与冠
军失之交臂， 却得到了社会各界对她的赞许。2010
年发行首张专辑《爱陕北》，并且拜歌坛前辈王昆为
师。2013年王二妮签约北京歌剧舞剧院。同年，在新
加坡举办了她人生中的首个独唱音乐会。她也成为
了在新加坡举办个人独唱音乐会的中国原生态歌
手第一人。

■玖月奇迹： 由王小玮与王小海组成的玖月奇
迹在2008年获《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他们将双排
键表演与各种风格的跨界演唱完美融合， 开创了舞
台上的全新表演模式。2009年，他们签约北京歌剧舞
剧院，2011年、2012年、2013年在央视春晚担任独唱。
2012年，玖月奇迹的新工作室在京落成。

北京商报记者 刘小艾

在刚刚结束的2013年度总决赛中，《星光大道》首次联合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国歌剧舞剧团、
中国煤矿文工团、中国广播电声乐团、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五大专业院团，首创现场签约选手
模式，不仅为草根提供了一个继续发展的高端平台，同时也为专业院团选拔更接地气的人才开
辟了新道路。而在五大国有院团与选手签约的背后，也让人们清楚地意识到无论草根与否，老百
姓喜爱才是检验市场的最终标杆。

上世纪90年代，韩流正式入侵中国内
地市场。经过20年的发展，韩国娱乐产业
已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运作机制，而中
国市场也成为了他们不可或缺的重要阵
地。上周末，韩国人气组合Super Junior在
首都体育馆举办了他们的演唱会。演唱会
前期并没有做任何宣传，门票照样在几个
小时之内被抢购一空。

与其说是Super Junior太火，不如说是
韩国娱乐产业太善于造星。韩国的明星制
造过程与普通产品从选料、加工、成品、检
验合格到营销、交易、确立品牌效应的过
程完全一致。经纪公司首先对市场进行明
确的定位，其次通过选秀方式挑选符合定
位且具有潜力的苗子，然后签约成为练习
生。练习生需要经过2-10年的培训，经过

50%-80%的高淘汰率优胜劣汰。 在培训
期间公司将投入1000万元人民币甚至更
多，对练习生进行包括舞蹈、声乐、表演、
造型等全方位包装。

近几年，随着中国市场的潜力被不断
挖掘，韩国娱乐产业已不满足于仅仅把本
土艺人引进中国，更热衷于“回转式”造星
模式。即挑选中国新人入韩以韩式造星流
程打造他们，而后再推入中国市场。

去年，韩国娱乐工厂SM Entertainmen
在北京“鸟巢”举办了SM家族演唱会，超
过5万人来到现场观看。 旗下艺人包括 f
（x） 队长宋茜、SJ-M团员周觅、EXO-M
组合中的鹿晗、吴亦凡等多位中国明星也
让人看到了韩国制造的中国明星在国内
巨大的号召力。

然而如果这些歌手没有被韩国经纪公
司选中，而是在本土以中国造星模式发展，
结果又会如何？ 悉数当下能在流行乐市场
上真正站住脚的内地歌手，大多是在音乐
圈闯荡多年极具号召力的老牌歌手，而通
过选秀或其他形式为人所知的新面孔却
大多只是昙花一现，无论是专辑销量还是
演唱会票房，都无法跟海外新人匹敌。

是我们缺乏能歌善舞者，还是我们的
造星产业存在弊端？ 对于国有剧院团来
说，签进来的歌手大多具有较高的专业素
养，拎上舞台就能唱，完全靠嗓子，因而并
没有考虑是否需要高水准的制作营销。对
于民营经纪公司来说，在演出市场持续收
缩的大环境下，由于缺乏资金，心有余而
力不足， 无法将这个烧钱的行业进行到

底。而对于大型演艺企业，虽然他们财力
雄厚，但是却没有把钱花在造星上，大多
用在了大型文化活动的创作与生产中。

据悉，韩国明星的制作和经纪约大多
签在大规模的演出公司，而内地不少流行
歌手的经纪权却大都掌握在自己的亲朋
好友手中，缺乏专业化团队的精良制作与
包装，最终使演出产品推广、整体质量大
打折扣。

与其说一场演唱会让人们了解到韩
流来势有多凶猛，不如说是我们薄弱的流
行乐市场给了他们可乘之机。所以当人们
对韩国成熟的造星机制羡煞不已、对韩国
长腿欧爸们花痴泛滥时，我们难道只能将
这块市场拱手让出？

北京商报记者 刘小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