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删光微博，李玟“发飙”持续发酵高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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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视依然高，风波不曾断，口碑持续降

被打差评的“好声音”路在何方
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

上 周 五 晚 ，
《2022 中 国 好 声
音》播出总决赛“巅
峰之夜”。经过三轮
比拼，来自广西的学
员梁玉莹获得冠军，
而李克勤继去年助
伍珂玥夺冠后，再次
获封“冠军导师”头
衔。

今年的《中国好
声音》话题不断：节
目录制过半，李玟突
然接力廖昌永坐上
导师席；李玟屁股没
坐热，便因质疑赛制
“大闹”录制现场，让
节目话题频登热搜
榜；另外还有削减专
业评审数量，增加大
众评审比重；首次取
消总决赛直播，改为
录播；总决赛播出次
日，李玟删光所有与
节目相关微博，引来
众说纷纭……

《2022 中国好
声音》豆瓣评分仅为
4.2分，创下节目播
出 以 来 的 得 分 新
低。在各种问题暴
露之后，《中国好声
音》还能走多远？

近年来，《中国好声音》因
为节目模式、人才储备等问题
受到网友诟病，但每季播出时
依然维持了较高的关注度。如
无意外，《中国好声音》将会继
续做下去，但未来将走向何方
呢？节目总导演金磊曾接受羊
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透露过
节目的长期规划。

面对如今诸多音乐节目的冲
击，金磊对节目的未来充满信心，
并表示《中国好声音》会一直做下
去：“我们节目陪伴了 80后、90
后、00 后的朋友成长。在 2016
年、2017年时，我确实会面对节
目模式审美疲劳的瓶颈，但是，我
这几年越来越有信心。95后、00
后参赛者占据90%以上。这档节
目被年轻人喜爱，说明它有持续
的生命力。到2023年，05后也会
来报名了。”

面对学员走红难，观众以
前“看素人”、现在“看导师”的
问题，金磊曾表示：“一方面，
《中国好声音》从来不是‘造星
神器’，不会从一开始就选拔
具有偶像气质的学员参加节
目。它以歌唱为方向，选拔流
行音乐的实力接班人，学员需
要打磨和沉淀，用作品说话。

我们从来没有把学员打造成
‘大流量’的想法，并不希望他
们一夜成名；另一方面，观众因
为喜欢导师而选择观看节目很
正常，但学员和导师的光芒同
时存在。比如，很多人喜欢单
依纯。只要学员有魅力，终会
被观众喜欢。”

对于最近两年突出“原创”
赛道的展示，金磊曾表示：“年
轻人在演唱原创歌曲时，能展
现不一样的审美趣味，《中国
好声音》要呈现的不该仅仅是
翻唱。”

毫无疑问，《2022 中国好声
音》的热度基本来源于明星导师，
以及与李玟有关的两场争议。

在微博热搜榜中，整个节
目播出周期，前 10 条登上榜单
的话题有 8 条与导师有关。其
中，初次加盟《中国好声音》的
梁静茹和刘德华话题量最大。
梁静茹在节目中展现了温暖、
感性的形象，“梁静茹官宣加
盟中国好声音”“梁静茹发文
告别中国好声音”“梁静茹说
今晚好声音见”等话题，为节
目增加人气。刘德华担任本季
节目的“见证人”，虽然只在整
季节目中出场两次，已足以为
节目增加噱头。

相比之下，接过廖昌永导师
接力棒的李玟，为节目带来最大
热度。在不少网友心中，“李玟

录制现场发飙”的短视频成为他
们对本季节目的唯一记忆点。
在这条热度爆表的视频中，李玟
站起身喊话导演组：“请给我一
个游戏规则，为什么？为什么
73分的学员有第二次机会，88.3
分的没有第二次机会？导演可
以解释一下吗？这公道吗？你
不说，所有人都会说！”该事件
在社交网络发酵后，对节目产生
极其负面的影响。随后，李玟发
微博解释：“爱学员心切，经过
导演组的耐心解释与沟通，一切
误会都解除！”

可万万没想到，在《2022
中国好声音》收官之后，李玟
又一次引爆了话题。10 月 29
日，她删除微博中所有与《中
国好声音》有关的内容，引发
诸多猜测。

除了在投票环节调整了大
众 评 审 和 专 业 评 审 的 比 例 ，
《2022 中国好声音》“巅峰之夜”
延续了往年赛制。首先是四位
导师陪伴各自学员演绎第一首
歌：梁静茹与潘韵淇合唱《无条
件为你》；李克勤与梁玉莹合唱
《飞花》；李玟与王泽鹏合唱《永
不失联的爱》；李荣浩用贝斯为
蔡子伊、李楚楚伴奏演绎《北斗
星》。接着，梁玉莹在第二轮、
第 三 轮 独 唱 环 节 分 别 演 绎 了

《飘雪》《祝君好》，最终在与蔡
子伊的投票 PK环节获胜夺冠。

作为《2022 中国好声音》的
“见证人”，刘德华在节目首播时
便隔空献唱，为学员点亮挑战之
路。来到总决赛，他更亲临现场
与全体学员唱响《中国人》，之后
压轴献唱《一起走过的日子》《忘
情水》。此外，他还揭晓了本赛季
冠军归属。作为乐坛前辈，刘德
华不忘鼓励所有台下的后辈要敢于
追梦，“这就是华语乐坛生生不息的

未来”！当晚，刘德华献唱等话题登
上了抖音热榜、微博热搜榜。

导师方面，同时登上热搜榜的
是梁静茹和李玟。梁静茹在微博
上说：“我仿佛回到了刚开始追逐
梦想的时候，好像只要有音乐就
可以战胜一切困难。”早前
在节目录制现场质问
导演组的李玟，则删除
了与节目有关的所有
微博，相关话题一度登
上微博热搜榜榜首。

回顾《2022中国好声音》，节
目维持了往年的高收视率，数次
登上 CSM63 周五综艺榜榜首，
且持续破2。网络的讨论热度也
不低，据节目组提供的统计数
据，本季斩获全网热搜共 2114
个，相关歌曲登上全网音乐榜单
超 1600 次，微博主话题累计阅
读量超227.4亿次。

但是，节目的豆瓣评分持续

走低。截至目前，11季中最高评
分是第一季的 7.9 分。之后，节
目评分持续下落，去年评分跌到
了 4.5 分，今年更跌至 4.2 分，创
下历史新低。究竟为何？

综合社交网络观众评价，首
先是赛制问题。近年来，节目一
直在更换盲选赛、淘汰赛赛制以
避免“审美疲劳”。相比第一季的
简洁明了，以及之后的繁简相宜，

今年的赛制尤为复杂。例如，盲
选阶段，“白衬衫PK王”范本桐数
次出场PK，看晕观众；淘汰赛阶
段，多轮战队PK，采用加权评分方
式淘汰学员，也让观众算分算到
头晕。

其次是选人问题。节目每年
至少会有一位高人气学员横空出
世，如：前年的单依纯，去年的王
靖雯。但是，今年缺乏能持续引

爆话题热度的学员。
最 后 是 公 信 力 问 题 。 今

年，节目轮番引入专家评审、
导师评审、大众评审等评审机
制，交替组合加权算分，从而
决定学员去留。但是，在淘汰
赛阶段就引入现场大众评审
打分，引发观众产生“谁在代
表大众”“大众的选拔标准可
靠吗”等质疑。

节目有信心得到年轻人青睐看未来

收视率依然高，豆瓣评分不断降问题多

刘德华两次亮相攒足人气冠军夜
《《20222022中国好声音中国好声音》》总决赛总决赛““巅峰之夜巅峰之夜””

导师李玟导师李玟

学员梁玉莹学员梁玉莹（（左左））和导师李克勤和导师李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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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基永

名山事业纪魁奇
——忆先师王贵忱先生

人到中年，愈不信所谓神怪之说，不过天人

之间的感应，也许无法解释。10 月 27 日中午刚

过，友人胡兄忽然打电话来，说告诉你一件奇怪

的事情：“我平时午睡从来不做梦，刚才小睡了

一刻，居然梦到王贵老了，是在他的旧房子，而

且还是中年模样，在书房见到你也在，然后贵老

说要出去。”

听到胡兄这一番话，我忽然有些预感，说，

你赶紧打听一下贵老近况。过了十分钟，胡兄

再打来电话，语带哽咽：贵老已在昨夜子时仙游

矣！坐在中环的地铁上，我闭着眼睛，泪水缓缓

从眼镜边框流到口罩中，列车的轰鸣，行人的喧

闹，一刹那间都消失了，我仿佛回到上世纪90年

代初，重坐在贵师的旧房子里，听着他叫唤我的

东北口音。近三十年的师门之情，都来眼底，竟

不知从何说起。

古代的文士，大抵诸艺皆
能 ，不 只 一 门 。 贵 师 学 艺 双
全，在文化界众所周知。他在
文献学、版本目录学、钱币学
等方面是大家，但是贵师的学
问之路，却又与今日学者不一
样，他是以拥有第一手资料为
特色的，这在古代学者之中也
不为多见。

傅斯年倡导“动手动脚找
材料”，还是指寻找田野资料
和文献，而贵师却是以收藏家
的鉴别力和对文献的识别力，
去亲自拥有珍贵的第一手资
料，如善本、稿本、钱币等。这
些散落的实物资料，一经妙手
贯穿，自然成为脉络，不像今
日 某 些 学 者 ，只 会 使 用 图 书
馆、博物馆的资料，而不会鉴
别，是一大缺陷。

贵师的几种重要著作，都建
立在他个人收藏之上，例如对戊
戌变法重要推手、南海张荫桓
《戊戌日记手稿》的整理校注，
就为晚清史提供了重要线索。
他收藏龚自珍文献系列，听我转
告说书友手上有几种晚清的本
子，他高兴得一大早打电话来催
我赶紧收下来，我把书送到他书
房，他像大孩子见到新玩具一样
激动。

贵师对于书的痴迷，贯穿其
一生，他经常引用老朋友施蛰存
的话说就是，知道明天要死，今
天也要买书。施蛰存如是，贵师
亦然。他直到年过八旬，仍然托
我买一些他认为重要的善本和
书札。记忆中比较深刻的是，上
海藏友的几通罗振玉书札转让，
当时市价不菲，贵师手上已经有
不少，但是因他对罗的情感强
烈，坚持要我帮他拿下。藏友体
谅老人家并不宽裕，主动提出，
可以请贵师写几副对联抵折价
钱。我告诉贵师，他高兴不已，
又主动提出要多送两副给藏
主。这种古人之风，今日真是稀
如星凤。

我刚刚跟随贵师学版本目
录时，基本没概念，喜欢买一些
套色刻本，如粤东翰墨园《五色
套印杜诗》之类，贪其热闹好
看。拿给贵师过目，他随手一
翻，撂在一旁，开始教导说，年
轻人财力有限，要买有用的书。
什么是有用？我一片茫然，贵师
慢慢开导，说你喜欢广东书画，

自然要找广东的地方文献，在广
东容易找，价钱也不高；另外就
是稿本、珍稀的抄本等，更应该
多留意。

贵师的著作，收录成集的，
有厚厚的《可居丛稿》，里面很
多重要学术文章，都是来自他
自己的收藏。这些对我也有很
深厚的影响。他曾经和我说，
诸生之中你是藏书最有成绩
的。我听了十分愧悚，这些微
薄的成绩，都是贵师的鼓励成
果，而我心慕手追的，只有尽量
将这些珍本文献公之于众，使
学者能方便使用而已，贵师就
是这样做的。

不仅是慷慨分享，贵师还多
次捐赠或出让珍贵的藏书给图
书馆、博物馆，化私为公。他捐
赠给中国钱币博物馆的钱币学
著作珍本系列，是一笔巨大的财
富。广州图书馆在天河的新馆
落成，贵师将自己藏书中的精华
部分转让，大大充实了广图的实
力。贵师又亲自给我开导，让我
把自己收藏的数百种明代到清
末的地方史料也让给图书馆，还
专门打电话嘱咐我不能要高价
钱，说这是给图书馆的善事。广
图给贵师和我的藏书专门出版
了目录提要和图录，贵师欣然题
签，他感到高兴的是自己的教育
有了成果，这些善本终于有了最
好的归宿。

说到题签，不能不提贵师的
书法，他的字在广东书坛别树
一帜，说前无古人，后也没有继
承者，绝不是虚言。他早年写
字 入 门 学 过 董 其 昌 ，学 过 二
王。上世纪50年代开始学北魏
写经，他自称是受了魏建功的
影响，迄今能见到贵老最早的
作品《吴泉说》长卷中，可见他
学写经体的功力。上世纪70年
代之后，他的字愈发有个性，写
经的影子已经淡薄，随意变化
的行书，大小错落，题在条幅边
跋上，尤为精彩。陈永正丈评
曰“贵老的字最有雅意”，这是
胸中的学养所致，并不能靠临
池摹写而得来。

贵老的书体可以说不名一

体，既无师承，也没有过书法方
面的学生。我跟随他多年，他从
来没教我写过一次书法，也从不
见收书法弟子，这门学问算是绝
了。贵师的学者名声海内共仰，
求他写字的人，晚年越来越多，
他都尽量给人家写，且多不收润
笔费，他说是学容老商老（编者
注：指容庚、商承祚二老）的作
派，书法不是用来卖的。

说到贵师写字，外间较少了
解的是，他平素其实很少写字，
且越到晚年，越懒动笔。我所
得的贵师墨宝，往往是在他书
房中，直接求他即场题写才偶
得一二。前几年贵师长子大文
兄和我说，父亲现在整天坐着
看电视、懒活动，让他写字动动

笔，他不听，你们也劝劝他，否
则 越 不 写 、越 写 不 出 来 了 。
2019 年秋天，贵师为我所得的
元代刻本《千家注杜诗》题签，
字迹干瘦，却仍然有劲道。但
这年初一，我照例带着家人到
他家中拜年，那时刚好印出来
了一册古钱币画册，他略带颤
抖地用钢笔为我签名，已经不
太能流畅书写了。没想到，这
成为他留给我的最后墨宝。我
还有两件更为罕见的则是贵师
的“画”，是我在书房中陪他聊
天高兴时，请他在我画的清供
小品上随意“画”两笔，他居然
就答应了，徐续老人看见了，题
赞说“砚边雨露，纸上春风”，说
得真是贴切。

对贵师的回忆，如潮水般涌
现，短短文章是不能容纳的，但不
可或缺的，则是贵师对故人、对后
辈的情谊，堪称今之古人。

我在1990年代初入师门，当
时贵师身体好，又喜欢和朋友聊天
说话，他经常一早给我打电话（家
母迄今记得，早上七点接到的电话
肯定是贵师赐召），让我陪他到老
朋友家。很多年间，我就像古画中
那个伴在高士身旁、穿梭在山路上
的小童子，陪着老师到各处走访故
旧。比他老的老人家，如李育中，
他毕恭毕敬，执礼备至。多数是年
轻于他的朋友，看到贵老到访，更
是喜出望外，有时谈到中午饭后再
散。我在一旁侍座，听他们谈论
天宝旧事，如坐春风。记忆深刻
的，如到中大探望姜伯勤教授，姜
老比贵师小几岁，容易激动，看到
贵师几乎说不出话来，中午一定
要请我们在康乐园吃饭。临出门

时，姜夫人匆匆从房间出来，在姜
教授上衣口袋里塞了几百块钱：

“老姜，你看你，出门吃饭都不带
钱。”两夫妇略带歉意地向我们一
笑，这些场景历历在目。

某年常宗豪教授在澳门举办
书画展，收到请柬，贵师低调地带
着我两人前往参观。开幕式上，常
教授看到比自己年长的贵老竟然
出现在人群中，感动得马上将他拉
到台前致谢。又有一回，香港中文
大学邀请他讲学，讲课结束后，他
坚持不坐的士，和我两人坐地铁回
宾馆，车上拥挤没座位，他和我拉
着扶手，站得笔直，忽然悄声对我
说，你看对面坐着打盹的老人，一
定是满族人。我奇怪地说，你认识
他？老师一笑说，我能看出他的鼻
梁高耸狭窄，很像当年商老探花
（编者注：指商承祚先生之父、清朝
末代探花商衍鎏先生）！他对故人
的眷念如此。

贵师出身贫寒，因幸运加上
自身努力，遇到众多名师，才成
就了他的学问和艺术。所谓推爱
及人，他对于年轻的晚辈，总是
尽力去奖掖扶持。多年间，我所
亲见贵师对后辈，不仅从学术上
支持，乃至于出钱出力，只要他
欣赏的人，都在所不惜。贵老帮
助他人的方式也很特别，比如当
知道某位书法家因治病致贫，就
捡出一些当代大名家送自己的书
画，转赠于他，还暗示说，这些画
有致王贵忱上款，能够卖不错价
钱。他这样的举动，我所知道的
不止一次，受惠的也不止一人。
贵老知道这样做既能经济上帮助
到后辈，又比送钱更能保存读书
人的情操脸面。

上世纪后期，贵老一度目睹
老辈凋零、旧学荒落，感到揪心，
对于有志于学的年轻人，他都想
培养其兴趣。今日广东文化圈的
中年一代，不论是书画家、收藏
家、学问家，对于贵老的口碑多
是由此而来。更令人感动的是，
贵老对于入门的弟子，都有藏品
投赠，如对学版本的赠以珍贵的
善本，对学钱币的则送古币——
他是想让年轻人能喜欢上这一门
类，更有兴趣传承下去。

王门诸子中，我是唯一从来没
有收到过贵老藏品的学生，但是对
此我更心存感激。贵老说：“我对
别的学生都有送东西，就你，我是
没有送的，你不要怪我。你自己能
收藏，你的藏品比我好，你能理解
吗？”我当然明白老人的意思，因为
他看出来我有一种“敏求”的动力，
比别人能找东西。他说我的“藏
品”更好，那是老师一贯的自谦之
语，也是对后学的鼓励而已。

贵师九旬阅世，福寿全归，按
理说应没有什么遗憾，但我知道
他也有一些憾事。例如他一直想
去台湾宝岛看看，会见一下老朋
友，曾经有过很多次机会都错过
了，始终没能如愿。他又经常对
我说，你能写一点诗词，可韵文我
一点都不懂。在其他场合聊天
时，他也常说自己不能辞章。他
这一说，我倒是记住了，所以多年
间我从不自写诗词奉师，以示不
敢造次也。为师作告别仪式的友
朋推我作一长联，悬师灵右，凑成
了这样的两句，实不能写吾师生
平于万一，师其谅我与？

铁岭南来，继一方文脉，万卷
缥緗，珠水廻波怀硕学；

哲人长往，有千卷黄庭，满园
桃李，名山事业纪魁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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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长往442016 年梁基永（右）
在王贵忱先生家中请教

王贵忱先生画“兰花
图“与徐续题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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