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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世之镜》

内容概要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台湾综艺节目。。。
从《康熙来了》到《超级星光大道》！
消费政治和窥视隐私下的全民娱乐！
大陆首发，台湾综艺节目研究读本！带你全方位了解台湾综艺节目！
本书通过梳理台湾综艺节目的发展历史，重点分析了台湾综艺节目的基本类型和文化特质以及对大陆
电视节目的影响。书中主要以近年来对大陆影响较大的综艺节目作为研究对象，如《康熙来了》、《
我猜我猜我猜猜》、《超级星光大道》等，在详细介绍这些综艺节目的制作流程及特点的基础上，以
文化性和学理性对其展开了深入分析。

Page 2



《俗世之镜》

作者简介

陈炜，福建金门人。
文艺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电视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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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世之镜》

精彩短评

1、封面很清凉，也就是冲这一点从书店里拿起来的。倒是经常看台湾综艺节目，所以里面很多内容
还蛮有共鸣的，特别是暑假这波各种选秀，跟台湾的比比，也就明白哪些是借鉴学习的，哪些算是咱
们自己原创的了。作者很认真，纵向梳理和横向对比地都挺丰富，也显得有料些，晚上在各种选秀的
广告插播之间翻翻这个很有意思。
2、分析台湾综艺节目的基本类型和文化特质，及其对大陆电视节目的影响，列举的综艺节目都是大
家熟悉并有一定影响力的。
3、一幅台湾综艺节目的全景图；揭开娱乐表象背后的深层内里；
4、资料较老，大部分都是已有论文观点的集结，就当梳理了一下历史。
5、轻松，热闹，建立在精心策划的基础上，而非观众所见自然而然地发生
6、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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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世之镜》

精彩书评

1、从“健康写实主义”到“新电影”，再到现在的“小清新”，如果说台湾电影文化一直对大陆电
影有着或显或隐的影响，那么，电视娱乐节目对大陆电视文化，甚至是对青年人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理
性分析得出的结论。这本书有意思的是将娱乐节目严肃化，甚至政治化，这倒是很像港台地区图书的
风格，读来别有一番味道：）
2、封面很清凉，也就是冲这一点从书店里拿起来的。倒是经常看台湾综艺节目，所以里面很多内容
还蛮有共鸣的，特别是暑假这波各种选秀，跟台湾的比比，也就明白哪些是借鉴学习的，哪些算是咱
们自己原创的了。作者很认真，纵向梳理和横向对比地都挺丰富，也显得有料些，晚上在各种选秀的
广告插播之间翻翻这个很有意思。
3、文/CFP张小年金曲奖刚刚落幕，“雨神”萧敬腾一举夺下“最佳华语男歌手奖”，自《超级星光
大道》踢馆赛一举成名后，萧敬腾便凭借自己独特的作品风格和个人魅力在这个圈子站稳了脚跟，时
至今日，巨星姿态已经呼之欲出。同样出身自《超级星光大道》这个选秀节目的林宥嘉和徐佳莹，也
在本届金曲奖双双入围“最佳华语男/女歌手”。虽未获奖，但入围已经是一种极大的肯定和鼓励——
同场竞艺的都是周杰伦、蔡依林这样的乐坛巨星，而他们，也没得奖。《超级星光大道》的造星能力
在金曲奖得到了名符其实地论证，短短几年时间，让一个平凡的年轻人成为华语音乐圈里最炙手可热
的人物。福建师范大学的陈炜老师在他的新书《俗世之镜——台湾综艺节目研究》中这样说：“《超
级星光大道》通过‘造星’，在平民和明星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让人们看到’明星’也是从普通人而
来，只要有兴趣，只要努力，只要有机会，人人都可以成为大明星。明星不是神话，而是任何一个有
梦想的人都可能成为的对象。”追求梦想，已经成为当下热门的词汇了。从“中国梦”到“中国梦之
声”，不管是什么形式的追梦，都幻化为这个“小时代”“最最典型的存在”。庆幸的是我们还有嬉
笑怒骂的娱乐节目可以看。《俗世之镜》是大陆第一本全面介绍台湾综艺节目的书。虽说秉持了历史
的角度和理论的深度，但是毕竟文本的中心谈的是综艺节目，是你我他吃着泡面抠着脚丫子在笔记本
屏幕上看过的《康熙来了》、《我猜我猜我猜猜猜》、《超级星光大道》、《全民大闷锅》，所以完
全没有晦涩违和之感，相反还处处透露出亲切随意。这些年来，台湾综艺节目不仅是台湾电视产业中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同时也成为大陆同行业者的重要参考文本；不仅在台湾能够引发、带动娱乐潮流
，对大陆的青年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虽然在电视上还很难看到台湾的节目，但是却可以看到台湾的
节目制作人——“综艺教父”王伟忠出现在《中国梦之声》评委席上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节目要好
看了。虽说选秀节目不是台湾的原创，但是《超级星光大道》的成功已经让王伟忠这样的制作人完全
参透了这其中的门道。《中国梦之声》虽说是《美国偶像》的“亲戚”，但是落地后不可避免地披上
了浓烈的“中国特色”外衣，现在这件外衣上，又点缀了来自宝岛台湾的绚丽花朵。《俗世之镜》里
提到：“《超级星光大道》第一季几乎每一集都有选手落泪，令观众动容。选手唱到深情会哭，比赛
输了会哭，被主持人、评委感动会哭，好朋友比赛输了也会哭；选手会哭，主持人也会哭......无尽的
‘泪水’无疑强调了平民身份节目的真实性，通过电视画面的情绪感染打动了电视机前的观众。” 在
《中国梦之声》里，我们看到了同样的场景：选手哭、评委哭、分开哭、抱头哭......抛却“阴谋论”
的狭隘心理，我相信这些都是真挚的泪水。舞台会放大个人的情感，在那样的场合下完全可能会涌动
出不可抑制的情绪。而栏目组需要做的就是让这情绪自然地流淌出来。一个节目做得好不好，不是看
它吆喝得有多响，广告砸得有多狠，明星请得多大腕，而是看它是不是够真诚。今年夏天，注定是一
个热闹非凡的夏天，送走了《中国最强音》，我们还可以看《中国梦之声》、《快乐男声》，以及大
家期待了一年的《中国好声音贰》。抱着西瓜吹着电扇尽情娱乐的同时，你会不会偶尔疲惫？偶尔厌
烦？偶尔困惑？那就来翻翻《俗世之镜》吧，薄荷绿的封面，光是放在那也清新地要命。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看了这么多年热闹，这次，不如也来看看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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