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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被骗的经历，加上许晚晴
的年龄也渐渐大了，家人反对她选
秀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因为不想
让 家人 担心，2011 年，许晚晴匆
匆嫁人。2012 年，许晚晴的女儿
出生了。

母亲劝许晚晴以家庭为重，她
不以为然。

“我的婚姻更像是为了父母而
完成的任务。如今结了婚生了孩子，
他们就没法再阻止我追求梦想了。”
很快，许晚晴又兴冲冲地投入到了
选秀中。

但这次，许晚晴碰了钉子。“报
名了 10 个节目，9 个因为我已婚而
拒绝。”而唯一对许晚晴敞开大门
的，是要带着孩子一起参加的亲
子节目。“看似是完成妈妈的梦想，
其实是宝贝的舞台。”

许晚晴还是没忍住。2013 年 6
月，她不顾全家的反对，带着 1 岁
的女儿南下广州，参加了这档《辣
妈宝贝秀》。尽管主角是女儿，但
能站在舞台上，能被聚光灯照耀，
许晚晴觉得挺满足。

选秀多年，许晚晴的明星梦始

终没有实现。她说自己充实，却无
法回避积蓄全部用在“追梦”上，
父母过不上好日子，依旧住着老旧
的红砖房，一到冬天就因风湿而疼
痛不已的现实。

“我知道，自己是很不孝的。”
此后，许晚晴有意逐渐淡出选秀舞
台，内心却始终遗憾。如今，《爸爸
去哪儿》等亲子节目的火爆，让许
晚晴感到，自己的明星梦又有了可
安放的地方：“交给女儿吧！以后会
让她学声乐，从小积累舞台经验。
我做不到的，让我女儿来完成！”

“选秀后的故事”三

“不红就死”成心魔：
“花儿朵朵”女歌手自杀

搁浅了的明星梦，回不去的旧生活

谁也不曾想到，2011 年，曾被
誉为“金嗓子”的四川选秀歌手许阳
丽（艺名“艾菲”）会用烧炭自杀这
种方式结束自己 25 岁的生命。

“让女儿成为明星是全家唯一的
梦，而选秀就是实现这个梦唯一的
通道。”许阳丽的父亲许明贵说，这
曾是一家人达成的共识。

彼时的成都，因为出了张靓颖，
出了李宇春，已经成了一座选秀选疯
了的城市。

2004 年，许阳丽参加《超级女
声》，结果是，评委让她回去等。

2005 年，许阳丽又继续参加《超

“我曾试着跟爸爸妈妈说，告
诉他们我想做明星。”但老实本分
的父母认为女儿的这个梦想是不
务正业、异想天开，把她痛骂了
一顿。好在远在广州务工的哥哥
知 道 后， 主 动 表 示 支 持 许 晚 晴，
答应每个月都会从工资里拿出一

部分钱给她。兄妹俩乐观地在电
话里约定，这笔钱就叫“成名赞
助费”。

之后的日子里，许晚晴不断
搜集选秀节目的资料，“只要能报
名的，一个都不放过。”不论是湖
南的《明星学院》、《校园之星歌

手大赛》，还是外省举办的《我型
我秀》、《唱响一夏》，许晚晴都没
有错过。

因为忙得没空上课，2005 年，
许晚晴干脆休了学，靠打零工赚
些生活费。而参赛费用，还是由
哥哥“赞助”。

不挑节目、不论规格，疯狂参赛百余场
“敢做真实的自己，就能走向

成功。”2005 年，“超级女声”冠
军李宇春的这句参赛感言，被许晚
晴用以励志。自休学后，她便彻底
投入到了一个又一个选秀比赛中。

许晚晴不挑。只要有机会，她
基本都会参加。除了大大小小的唱
歌比赛，加上《最强模仿》、《草根
春晚》等“接地气”的民间比赛，
她参加的选秀节目已达百余场。

疯狂选秀的 4 年里，许晚晴的
舞台经验日益丰富，个人形象也逐
渐变得时尚。她在各类比赛中不乏
好成绩，却也遇到过麻烦。

2009 年，许晚晴在广州参加
一档民间模仿秀节目，好不容易冲
进了前 10 名。当地媒体一窝蜂地
对她进行采访，她也暗喜，“终于
要成名人了”！没想到，决赛期间，
许晚晴收到一条短信，“应该是主
办方的意思，让我在决赛中制造一
场与评委的矛盾，有噱头就好 包

装。”许晚晴说，这个要求并不难办，
但她却觉得违背了自己的原则，“我
想成名，但却不是臭名远扬”。

最后，许晚晴止步 8 强。尽管
如此，被媒体包围的感觉还是让
许晚晴愈发振奋。卸掉浓妆、背起
行囊，她连夜赶往另一座城市，开
启下一场选秀之旅。

此后的半年时间里，武汉、南
昌、吉林、成都……许晚晴辗转众
多城市，渴望一夜成名。做着美丽
明星梦的同时，却过着“1 天吃 2
个馒头，睡最便宜的青年旅社，不
敢跟家人诉苦”的生活。

最让许晚晴难忘的一次“选秀”
是在北京，她用“蠢哭了”来形容
自己。2010 年 12 月，在广州打工
的许晚晴收到一条陌生短信，对方
邀请她前往北京参加由中央电视台
举办的《青年歌手大赛》。

“这机会真难得！”许晚晴知
道，央视的青年歌手大赛中走出了

不少明星，这样高规格的比赛，让
她毫不犹豫地收拾好东西，连夜
坐火车到了北京。然而，按照短信
里给出的地址，许晚晴却怎么都找
不到比赛场地。许晚晴无奈拨电
话过去，接电话的“大哥”让她去
了另一个陌生的地方。

偏僻的小巷子、破旧的办 公
房、寥寥几个同样参加选秀的“选
手”……许晚晴犯起了嘀咕，央视
的比赛怎么会如此“朴素”？还没
来得及询问情况，她便被告知要交
500 元的初赛费用，“一旦进了复赛，
就能退还”。

交了 500 元后，许晚晴住进了
一间拥挤的 6 人宿舍。几天后，许
晚晴终于接到通知去参加比赛。可
一到现场，她就感觉被骗了——没
有明星评委、没有大舞台，没有聚
光灯，更没有摄像机。“什么青歌
赛，根本就是冒牌的！”初赛一结束，
许晚晴就失望而归。

结婚生子阻挡不了明星梦，自己不行女儿上

级女声》，结果是，继续回去等。
等来等去，多数都等没了消

息。
为了方便参加选秀，许阳丽

来到成都发展，在夜店驻唱谋生。
除了全国的选秀，成都乃至区县的
选秀，许明贵一场都不准女儿落下，

“必须去，这是唯一的路。”
此后，许阳丽又参加了至少

10 次选秀比赛。她的最好选秀名
次，是《花儿朵朵》成都赛区 100 强。

选秀之余，父亲许明贵也会
拖 着女儿 拍电视 剧。希望 越大，
失望也随之而来。父女俩折腾了
半天，一部由许明贵做导演、主
演，女儿做配角的乡土剧仍没在省
台播出，但许明贵说，在区县电视
台播了，“播了五十多遍，很火呢。”
那次失利以后，许明贵又和女儿
辗转在四川台和成都台的本地情
景剧中，当群众演员。

折腾来折腾去，许阳丽依旧
没能在观众面前混个脸熟。她在

自己的 QQ 签名中写道：“迷茫和累，
我不知道我是谁？” 

2010 年，许阳丽最后一次参
加全国性的选秀活动。她曾对好友
陈美丽说：“这次一定行，因为背后
有人帮我。”而最后的选秀结果是，
许阳丽止步成都赛区。许明贵说，
他问了很有关系的人，那个人跟他
说，这点钱要想到全国根本不够。

2011 年 10 月 3 日，许阳丽被
发现死在她自己的车上。

成都警方的鉴定结果是，“一
氧化碳中毒，排除他杀”。　　

死前，许阳丽曾向朋友提及
2011 年的《快乐女声》冠军段林希，
同样初中毕业，同样是夜场歌手，
同样参加选秀。她没想通，似乎
也来不及去想，为什么结局会如
此不同。不红即死，成了女孩的
最终决定，跟选秀是成名的唯一
道路一样，她好像也没有什么更
多选择。 

（《据新快报》）

■链接

19岁女孩绝食，
向下岗母亲索要10万“包装费”

为了当明星，19 岁少女小曼
( 化名 ) 中专二年级时休学，投身
于选秀活动，参加过《超级女声》、

《东方天使》、《绝对唱响》等各
类选拔超百场。小曼甚至还想通
过参加与自己年龄并不相符的相
亲节目出名。

尽管已经参加过多次 选秀，
但小曼的成绩并不理想。但她认
为自己不比李宇春、周笔畅差，
名次不好不是自己的问题，而是“评
委的原因”。

2010 年，小曼打算去福州参
加《超级星光大道》，而她希望父

母“能够给我 10 万元的包装费，
让我可以找一个 10 到 20 人的伴
舞团以及买精致的道具”。母亲是
下岗工人，父亲是普通职员，如
此巨额的费用，让一向支持她的
父母没肯再给予她帮助。“绝食、
哭闹等能用的手段都用过了，但
他们就是不同意。我觉得参加选
秀就像投资一样，总是有风险的。”

小曼说，母亲被自己气病在
家，但她还是希望能获得支持。“这
没什么错，能有人肯定和关注我，
我才觉得快乐。”

（据《华西都市报》） 

找不回“星光”，
也做不回“美丽村姑”

自从 2002 年在湖南卫视举
办的“评选湖南第一届‘美丽村
姑’”活动中获得“美丽村姑”的
称号后，湖南省长沙县的农家女
孩 吴春 艳（ 化 名） 便 成了名人。
她陆续接拍了饮料、汽车、洗发
水等广告，还成为长沙市黄兴路
商业步行街某品牌鞋店的形象代
言人。

然而，2003 年，吴春艳得了
严重的慢性肾炎。疾病折磨下，
她容颜失色，事业也一落千丈。
但她却再也做不回从前那个吃苦
耐劳的农家女，几番找工作都因
太辛苦而匆忙辞职。

吴春 艳想找回以前的风 光，

开始频频光顾美容院和健身房，
希望恢复容貌和身材。为了不让
厨房的油烟影响皮肤，她甚至不
再为男友做饭，两人也为此经常
吵架。2004 年 2 月，吴春艳在与
男友争执后摔门而去，住进长沙
市芙蓉路的某酒店。期间，绝望
的吴春艳从窗户纵身跳下。幸运
的是，下落过程中，她被二楼的
雨蓬挡了一下，捡回一条命。

大难不死的吴春艳并没有得
到安慰，反倒被父亲责骂。2004
年 4 月 27 日，对生活失去信心的
吴春艳服下剧毒农药，结束了 21
岁的年轻生命。         

（据《打工》杂志）

肖任远（湖南省心理卫生协
会女性心理研究专家）

选秀节目中，不论选手还是
粉丝，往往以女性 居多。《财经
文摘》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在
10-18 岁的受 访者中，80% 的人
是选秀节目的忠实拥趸，44% 的
人曾为自己喜爱的选手 投过 票，
而这其中，女性占大多数。

女性之所以更热衷于 选秀，
一是因为女性天生更感性、更易
冲动，而攀比心理也较之男性更
强。其次，女性的自我价值观更
易受人影响。与男性相比，女性
的自我认同感较弱，对很多不自
信的女性来说，喜欢的明星就像
一面镜子，她们会在心里将其当
做榜样或者更加完美的自己，为
此奋斗甚至不惜一切。所以，大
多数“选秀专业户”都是热衷追
星的。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希望被更

多的人关注和喜欢，这样的心理
本无可厚非。但凡事讲究“有度”。
通过比赛证明自己是积极向上的
表现，但接受挫折和失败也是我
们需要学习和认清的事实。“追
梦”过度了，对名声、金钱的渴
望过度了，把追逐虚幻全然带进
了现实，就会让人身陷在“明星梦”
的泥潭中难于自拔。

现在很多青少年对当明星也
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作为家长，
不应生硬阻拦。我们可以接受孩
子通过比赛寄托梦想，但切忌盲
目攀比强求。同时，也应该给孩
子灌输更多正能量的东西。比如
绝大多数明星都是付出了巨大的
努力才有如今的成就，他们的辉
煌也并非靠投机取巧获得等等。
这样，才能让孩子减少不切实际
的幻想，转而更踏实认真地为梦
想而拼搏。

（下转 A06 版）

■声音

为何女性追梦更痴狂

（上接 A0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