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10月31日  本版编辑／陈泱  版式／王蕾
电话：0731-82333637  E－mail:chenyang@fengone.comA04 新闻·娇点关注

选秀十年，有多少女孩被梦想所伤——

搁浅了的明星梦，回不去的旧生活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诗韵

2004 年，湖南卫视《超级女声》与东方卫视《我型我秀》横空出世，最先为自己打上“无门槛”和“平民主义”的标签，掀起了一股
全民娱乐的狂欢。这些平民选秀节目“人人都能成明星”的口号，让曾经遥不可及的明星梦瞬间变得亲切起来。10 年来，“快乐系列”、“我
型系列”、“好男系列”、“梦想系列”联手开启了一个选秀时代。据业内人士统计，过去 10 年，各级卫视的几百档选秀节目，至少吸引了
上百万人次参与。2014 年的《中国好声音》、《中国梦之声》……更是吸引了无数人前赴后继，渴望在这些平台上“点石成金”。

然而，10 年来，幸运儿也不过只是那扳着手指就能数出来的几个人，绝大多数人都成为了陪衬红花的绿叶。只是，对于那些将青春与
梦想孤注一掷投入到选秀中的人来说，永远是“入戏太深，出戏太难”。她们有的人曾如流星般短暂闪耀，但风光渐弱后，却始终都走不出
那个由舞台、灯光、镜头、掌声构筑起来的美妙梦境；而有的人，在选秀路上泥足深陷，既实现不了梦想，也找不回过去的平静，只能在
苍白的现实里不上不下地生活着，不甘着，也迷茫着。

弃学选秀，她用哥哥
的辛苦钱支撑梦想

2004 年， 湖 南卫视《 超 级 女声》
开播，短短几个月时间，便吸引了全国
各地 6 万余名做着明星梦的年轻女孩。

当时 17 岁的许晚晴便是这 6 万人
中的一个。

“美女，欢迎报名啊。”那一年，许
晚晴梳着麻花辫，不施脂粉。在长沙
市财经职业中专学校就读的三年，从
未受到老师和同学特别关注的她，第
一次在学校门口被一名分发《超级女声》
报名单的男孩叫了声“美女”。

于是，许晚晴鼓起勇气，填了报
名单，留下了联系方式。

一个月后，许晚晴收到了《超级女声》
节目组的电话，通知她前往湖南广电中
心参加海选。

“这是老天给我的机会。”得知不
需要报名费，许晚晴特地去买了件漂
亮衣服。然而，海选当天，刚开口唱了
没两句，许晚晴就在评委漫不经心的
眼神中结束了自己的第一次选秀。

伤心的许晚晴红着眼眶回了学校。
本以为自己不会再跟选秀有联系，但
几天后，《超级女声》播出时播放了许
晚晴海选时的情景，尽管镜头不多，却
仍让她成了学校的“风云人物”——“因
为大家都不敢做的事情，我敢做”。

许晚晴很喜欢这种受到关注的感
觉。从此，学校举办的各种比赛里都
有她的身影。但随着参加比赛的增多，
许晚晴的钱不够用了。“道具、服装都
得花钱，偶尔还要请两个好朋友去捧
场。”这对当时每个月仅有 600 元生活
费的许晚晴来说，显然很为难。

（下转 A05 版）

“你好，请问你是记者吗？
我做过主持，也当过记者。”

2013 年 3 月， 湖 南省脑 科
医院精神卫 生大楼正 式 启用，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正好前往采
访。记者刚走进大楼新开放的
娱乐室，一个年轻姑娘便拦在
前面，说出了这么一句开场白。

大红色运动外套、飘逸的
长发、阳光的笑容、亲切的言语，
记者便和这位陌生的“同行”攀
谈起来。交谈中，姑娘落落大方，
说自己“以前做过记者，但现在
改行了”。

还没聊上几句，一个路过
的护士赶 忙 将记者拉 到一边，

“你别信她的话啊，这姑娘是病

人呢，有幻想症”。
原来，2008 年 10 月，杨蕊

因精神分裂症被送入湖南省脑
科医院接受治疗。5 年来，杨蕊
的病情反复发作，让她成了医
院的常客。这里的医生护士也
都认识了这个从住院第一天起，
就一直大声宣称“我是女主播”
的病人。 

病房护士说，杨蕊是少有的
“开朗”患者。她很享受与病友

聊天，别人不愿意听了，她就会
大哭大闹。而聊天的话题，永
远离不开她曾经“做主持”的经
历。“尽管很多都是幻想，但她
疯狂选秀的经历却是真的。”

“选秀后的故事”一

进精神病医院前，
她说“不比赛，我宁愿疯掉”

“嘿、哈，嘿、哈……”

自2013年10月至今，每天早晨7时不到，娄底冷水江市经济开发区TOP尚都小区内总会响起一阵奇怪的女声。

最初，居民们感到莫名其妙，便多次向物业公司投诉。但得知真相后，大家却又纷纷默认了——之所以会接受，

用小区住户杨阿姨的话说，“那可怜的姑娘疯了！整天以为自己是主持人，要练习发声”。

杨阿姨口中“可怜的姑娘”叫杨蕊——她热衷于选秀，想当主播，曾因湖南著名主持人仇晓的一句肯定而

向家人“宣战”：“不让我比赛，我宁愿疯掉。”然而，比赛连连失利，加之被理想中的“主播大学”拒绝，她真

的疯了。

杨蕊妈妈说，两年时间，女
儿跑遍大江南北，参加了大大小
小数十档选秀节目，渴望突然哪
一天就能一举成名。“大部分是
跟主持相关的，偶尔碰上《环球
小姐》这类选美比赛，她也会报
名试试。”

但杨蕊比赛的名次一直不理
想。不过杨蕊很乐观，“做明星
也是讲机遇的，参赛越多，机会
越大。只要评委没说我不行，就
证明还有希望”。

2008 年， 拥 有丰富舞台经
验的杨蕊选择参加艺考，与万千
拥有主播梦的学生同台竞争。她
在日记中写道：“封赛，备考！”

接下来的一年，杨蕊边上文
化课边学习专业知识。在老师眼
中，杨蕊无疑是最勤奋的学生，

“因为她有狂热的梦想”。然而，
与大多数比赛评委的点评一致，

“过于早熟”、“天赋不够”、“缺
乏综合知识”等缺点也让老师对
杨蕊的明星梦感到担忧。

2009 年 2 月，湖南省艺术招

生考试拉开帷幕。在重庆大学播
音与主持专业艺考考场，杨蕊赢
得了老师的认可，被当场告知“专
业通过”。大学老师的这一“点赞”，
让杨蕊乐开了花。

然而，9 月的文化考试却击
败了了她——尽管 专业 成 绩优
秀，但考虑综合评分的重庆大学
还是拒绝了杨蕊。

在家封闭多日，杨蕊变得寡
言，甚至神情呆滞。某一天，已
经几日不跟父母讲话的杨蕊突然
大笑起来 ：“哈哈，我收到了《闪
亮新主播》的电话，我入围啦！”
她兴奋地拿着手机，迫不及待地
向妈妈分享“好消息”。可打开手
机，杨蕊的妈妈却什么也没看到。

“她日思夜想，出现幻觉了！”
自此，杨蕊的幻想症日益严重，“不
是想着自己入围比赛，就是说要
去大学上专业课。有时候还会突
然在家里来个即兴主持！”感到
情况不妙，杨蕊妈妈将女儿送进
医院。经过检查，杨蕊被诊断为
重度精神分裂症。

精神病院里的“女主播”

2006 年，选秀热潮席卷长
沙，“只要有梦就能成功”的口
号吸引了一大 批在读 学生。16
岁的杨蕊便是同学眼中那个“敢
想敢做”的姑娘。

当年 5 月，湖南卫视《闪亮
新主播》长沙赛区海选，正在长
沙旅游的杨蕊一家看到了宣传
海报。当时，杨蕊的妈妈指着
海报上的评委汪涵问女儿 ：“蕊
蕊，你那么爱说话，敢不敢报
名？”

“好啊，说不定我还能晋级
呢！”一句赌气话，杨蕊便去报
了名。

那一年，杨蕊正在读高一。
化妆、卷发、买新衣……精

心打扮的杨蕊在比赛现场看到
了平时只能在电视里看到的明
星主持人汪涵、马可、仇晓，这
让她兴奋又紧张。

“评委好，我叫杨蕊，是一
名高中生。我热爱主持，喜欢说
话……”

杨蕊妈妈说，这段自我介绍，
女儿说得磕磕巴巴。尽管表现
得不太好，但杨蕊还是进了初赛。
事后，杨蕊坐在赛场等了许久，

想要面对面跟仇晓说上几句话，
她说因为仇晓对她笑了。

“后来，她一个一个化妆间
地找，最后找到了仇晓。”当时，
杨蕊大着胆子问仇晓，自己适
不适合做主持。仇晓拍拍她的
肩说：“你年纪小就胆子那么大，
以后肯定能做主持！”

仇晓的鼓励让杨蕊信心倍
增。尽管在《闪亮新主播》的舞
台上，杨蕊没能走到最后，但
她却自此萌生了继续参加选秀的
念头，并开始积极报名国内的各
项选秀比赛。

爱美，分心，杨蕊的成绩下
滑得很迅速。在父母看来，这
全是选秀惹的祸。于是，父母
开始反对杨蕊的明星梦。

为了让杨蕊安心 学习， 父
母一边将杨蕊“禁足”，一边替
她请家教补课。但结果适得其
反——绝食、打砸东西、撕课本，
杨蕊怎么叛逆怎么来。直到她
咆哮着喊出“你们不让我比赛，
我宁愿疯掉”，此时，父母方才
妥协，甚至安慰自己：“可能她天
生适合当明星！”

仇晓说“我看好你”，让她爱上选秀

连番打击，没进大学却进医院

杨蕊住进精神病院的消息传
遍了整个小区。父母不堪压力，
更不忍女儿孤身住院，便都辞职
到长沙陪护。

在医院里，杨蕊大部分时间
都在前言不搭后 语地跟旁人聊
天，三句话不离“主持”。“你知
道吗，我做过主持人呢！”有时
候，她一天能将这句话重复几十
遍。偶尔清醒时，她会一本正经
地跟妈妈谈心：“妈妈，你会怪我
吗？我真的很想做主持，为什么
他们能做到，我却不行？”

面对女儿的问题，妈妈也很
绝望。追梦的人这么多，为什么
女儿却疯了？

然而，妈妈从不打击杨蕊的
梦想，“她想说我就听，希望她
开心点”。一晃 5 年，2013 年 10 月，
杨蕊终于出院回家。

出院后的杨蕊天天待在家
里。尽管很少再情绪失控，但她
还需要靠药物长期治疗。不读书，
也没法工作，父母也只希望女儿
健康就好，根本不敢奢望更多。

本以为一家人的生活从此步
入正轨，但杨蕊的梦想依旧未灭。
即便不再求着妈妈要去比赛，她
还是每天不忘“主播习惯”—— 
睡觉之前要定闹钟、喝糖水；睡
醒后冷水漱口、深呼吸、下楼练
声……机械的重复，绝对不能被
打破。

杨蕊妈妈也只能由着女儿。
更让妈妈担心的是，女儿还是会
偏爱看选秀节目，“她每周六都
会看《快乐大本营》，因为节目主
持人杜海涛和吴昕与她一样，都
参加过《闪亮新主播》”。

醒不过来的主播梦

“选秀后的故事”二

农村妹弃学选秀
我若不行，
女儿接着上

湖南省郴州市雷大桥村的农村姑娘

许晚晴，曾被上海星空卫视导演黄梦琦

评价为“流水的节目，铁打的选手”。从

2004 年开始，她放弃学业，不挑内容，

不挑规格，只要是选秀，她都会为了心中

的那个明星梦去拼一拼。如今，她已为人

母，生活却依旧平凡。只不过，越来越

火爆的“亲子秀”节目，让她把目光又落

在了女儿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