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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諱言，這些類似製造業中「整車引進」的
電視節目都取得了不俗的收視率以及奇高的

廣告收入，比如《中國好聲音》第二季總決賽10
條15秒廣告就累計吸金3242萬元，這意味着一眨
眼的功夫就是300多萬元的收入。同樣我們也不
必諱言，由於內地電視台嚴格按照這些海外模式
的「製作寶典」按圖索驥，並在模式出口國的
「飛行導演」的耳提面命下照貓畫虎，這些「進
口」版的電視節目確實在情節創意、舞台調度、
拍攝手法上也達到了一個比較高的水平。

《包公來了》的節目形式特別像冬季中國人最愛吃的火鍋，因為它將脫口秀、時尚
穿越、模擬表演、動漫等娛樂元素搭配在一起，而節目在具有充足的娛樂性的同時，
也不乏社會關懷，因為節目中討論的都是百姓們可能遇到卻又會感到棘手的道德、法
律難題。比如在《越幫越忙》這一期中，劉哥夫妻搬家，請來好兄弟幫忙，不料好兄
弟滑倒摔成重傷並摔碎了劉哥價值20萬的花瓶，「越幫越忙」賠還是不賠？《凶宅》
這一期裡，小斌為了討未來丈母娘的歡心購買了一套房子，不料卻是一套「凶宅」，
氣急敗壞的丈母娘拉着女兒逃出新房。誰該為「凶宅」買單？等等。
《包公來了》的最大亮點，自然還是在包公身上。包公出場斷案，在整場節目中佔
的時間雖然最短，但份量卻最重，包公的判決對七位「歡樂陪審團」以及兩位「狀
師」的不同意見具有一錘定音的作用。包公在中國的民間文化中，一直以清正廉潔、
剛直不阿、疾惡如仇、明察秋毫著稱，是崇高與正義的化身，他既代表了道德正義又
代表了司法正義。包公的出場，使看似輕鬆，甚至有點「鬧」的節目有了一塊沉甸甸
的「壓船石」，穩住了整場節目。總的來看，《包公來了》帶有很強的娛樂性，但不

是娛樂至上；是道德和法治類節目，但不是板起面孔說教——可謂亦莊亦諧。最後，
《包公來了》還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增進了觀眾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同。

中國創意VS中國製造
和中國的其他產業一樣，中國的電視文化產業也面臨一個轉型升級，不僅要佔領內
地市場、同時還有打進國際市場的問題。和其他產業不同的是，電視文化產業更體現
了中國的文化軟實力，承載着使中國從一個文化價值觀的輸入國，轉為文化價值觀的
輸出國的使命。而《包公來了》給我們最大的啟示是，電視節目的成功絕對不止「模
式引進」這一條路可走，依託現實生活和中華文化，電視節目的自主創新擁有巨大的
潛力，中國電視人完全有能力研發出有中國特色的「原創節目」，只要善於學習、不
迷信歐美日韓、有足夠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就完全可以突出重圍，打開從「版權
引進」到「自主創新」的大門，最終讓「中國創意」也能像「中國製造」那樣行銷全
球。

不是所有的非西方國家都像我國的電視行業這
樣熱衷於「模式引進」。比如，當內地電視台由
於以《美國偶像》為模板的《超級女聲》的火爆
而一窩蜂地都大搞歌舞選秀節目同時，阿拉伯國
家的電視台卻一派詩風。阿聯酋2007年熱播的詩
歌選秀節目《百萬詩人》，以保存和弘揚阿拉伯
民族文化遺產為宗旨，不僅吸引了上億
阿拉伯觀眾，還促使越來越多的阿拉伯
人以詩言志，以詩抒情。與唱歌跳舞、
展示隱私等娛樂選秀節目相比，《百萬
詩人》的最大不同之處就在於參賽選手
要現場吟詩作賦，在語言感染力、文學
才華乃至思想境界等方面一決高下，比
賽舞台典雅素淨，選手也一律着伊斯蘭
白袍服裝，給人一種文學的美感和藝術
的享受。
中國號稱「詩的國度」，在這樣一個

產生了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的國
度裡，居然沒有一檔以詩歌為主要內容
的節目，這的確讓我們愧對這些才華橫
溢的祖先。《百萬詩人》的成功讓我們
意識到，在一定意義上說，把「模式引

進」的目光局限在歐美日韓，與其說是開拓了我
們的視野，不如說局限了我們的視野——我們不
僅失去了歷史的視野，同時也失去了歐美日韓之
外的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視野。
令人欣慰的是，儘管引進之風越颳越盛，但仍

然有許多電視人堅持從本土的文化資源中去尋找

靈感，走「自主創新」的道路。比如河南衛視去
年推出的文化綜藝節目《漢字英雄》，就把目光
投向了漢字。節目中既傳遞中國傳統文化意韻，
也切中了時下很多人「提筆忘字」的習慣，讓觀
眾重溫漢字的魅力，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漢字旋
風。

在為數不多的可以稱得上是
「本土原創」的電視節目中，湖
北衛視於2012年12月推出的《包
公來了》，可以說是一檔別具匠
心的自主創新力作。《包公來
了》以「道德與法律」題材為內
核，運用「微電影」的形式通過
一個典型的案例將日常生活中的
道德誤區、法律盲點立體展現，
然後再由「歡樂陪審團」的7位嘉
賓帶着各自的故事參與到討論中
來，第三個環節是兩位「狀師」
出場，就微電影提出的問題進行
相當專業的辯論，最後一個環節
則是由「包公」升堂，對所有的
爭議做最後裁判。

不過，在肯定「模式引進」對中國電視文化產業的發展具有一定積極
意義的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把「模式引進」作為振興中國電視文化
產業的不二法門具有相當的副作用，在一定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無
節制的引進「模式」近似飲鴆止渴。長此以往，不僅可能使中國電視節
目的原創能力進一步萎縮，還可能進一步加劇社會價值觀的混亂乃至文
化的殖民化，使重建文化自信的目標更難以實現。
近年來，在幾個成功的「模式引進」的示範作用的影響下，各地方衛
視的「引進」行動一哄而起，據相關統計，去年全國排名前十位的衛視
超過半數購買了海外節目版權，大量的引進再加上一些電視台跟風抄襲
等因素（比如《中國好聲音》後緊跟《我是歌手》，《中國好歌聲》
等，《星跳水立方》和《中國星跳躍》則同時推出），導致電視節目同
質化的現象日益嚴重，在黃金時段用遙控器把各個電視台瀏覽一遍，就
會發現無非是選秀、職場、相親等。現在可以預期的是，隨着湖南衛視
《爸爸去哪兒》的「大火」，2014年類似的親子「真人秀」節目勢將擠
爆熒屏。
電視台和電視節目的製作機構把成功的希望寄託於引進，這意味着他
們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原創，也意味着即便有了原創的節目，也不容易
獲得在黃金時段被推出的機會。而且，由於「模式引進」需要支付大量
的版權費，客觀也會減少流向原創團隊的資金，本土原創的團隊將很難
留得住人才。有業內的朋友告訴我，他們的原創團隊就有的轉行，有的
成為進口模式「裝配線」上的「技工」。
這種狀況延續下去，中國電視的原創能力必然衰退，而失去創造力是
最可怕的，這等於把電視文化產業的創意的空間拱手讓給現實的或潛在
的海外競爭對手，讓別人的大腦支配我們的眼睛，這無疑也會使中國電
視媒體在全球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
此外，電視節目作為一種文化商品，必然是社會價值觀的載體，這一
點我們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忘記。正如著名傳播學者施拉姆所說：「所有
的電視都是教育的電視，唯一的差別是它在教什麼。」
海外的電視節目，尤其是綜藝節目，很多強調娛樂至上，甚至常常通
過展示隱私來吸引眼球，這和我國「文以載道」的文化傳統是有衝突
的。比如在各種引進的模式中，選秀是其中的重要內容。在電視及其他
媒體高密度的宣傳中，通過選秀一夜成名以及隨之而來的一夜暴富，成
為許多男女屌絲的最大夢想，而在光焰萬丈的選秀明星的映襯下，誠實
勞動或踏實學習，就顯得格外不合時宜，社會心理由此變得更加浮躁，
一些人因為執迷於選秀而神經失常甚至自殺的新聞，近年來也頻頻見諸
於報端。
電視作為受眾最多的大眾傳媒之一，如果長期大量複製來自西方的電
視文化商品，從創意到拍攝角度都依賴來自海外的「飛行導演」的指
點，就必然會使中國的電視文化產業淪為西方電視文化產業的附庸，不
客氣地說，這也是文化殖民化的一種形態。

剛剛過去的2013年，可以說是中國電

視節目的「模式引進年」。從年初的

《我是歌手》（湖南衛視）到年中的

《中國好聲音》第二季（浙江衛視），

再到第四季度開始熱播的《爸爸去哪

兒》，幾檔當紅的電視節目無一不是海

外引進版權，沒有一檔是本土原創的。

文：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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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引進」已成中國電視發展障礙

電視繁榮需要開闊視野

■香港談話
類節目，討
論港產電影
的未來。

■埃及金字
塔，昭示阿
拉伯文化的
詩意。

■■《《漢字英雄漢字英雄》》

■■包公坐像包公坐像

■■國際化的藝術國際化的藝術，，也具民族化色彩也具民族化色彩。。 ■■盛行的綜藝類相親節目盛行的綜藝類相親節目

電視綜藝節目也要走
「「自主創新自主創新」」之路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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