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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观察

□ 韩浩月

随着国家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文艺节目
及其人员管理的通知》发布，以后各平台的“偶像养
成类节目”不得播出，同时不能再播出的，还有明星
子女参加的综艺娱乐及真人秀节目。

明星子女过多地参加综艺真人秀，的确对少年
儿童的成长有不良影响，那么“偶像养成类节目”被
停，会获得公众支持吗？从社交媒体的反应来看，大
多数网友对此持赞同态度。从散发着青春气息、令人
眼前一亮的综艺形式，发展到今天被明令禁止，偶像
选秀节目何以到了这个地步？

在广电总局《通知》发出的几天前，爱奇艺创始
人、首席执行官龚宇便宣布了“取消未来几年偶像选
秀节目”，作为《偶像练习生》《青春有你》等知名偶像
选秀节目的出品方，爱奇艺这一做法被认为具有风
向标作用，当时还有人猜测，其他平台会不会跟进，
现在看来，各大卫视、网络平台是否响应已经不重要
了，偶像选秀节目彻底退出娱乐舞台已成定局。

这次《通知》提出的八项要求，其中有一些是老问
题，比如明星片酬畸高、唯流量论、抵制违法失德明星
等，之所以“不得播出偶像养成类节目”成为最引人关
注的一个点，在于它雷厉风行地到达了执行层面——
相比于控制明星片酬、反对唯流量论、管理违法失德
艺人需要更严密的规则与标准，也需要复杂的参照对
比体系，“不得播出”这4个字简单直接、一目了然，不
存在“阴阳合同”等幕后操作手段，不受其他因素影
响，这直接断掉了平台继续制作此类综艺的念头。

综艺节目类型风格多种多样，《通知》仅对“偶像
养成类节目”下达了“封杀令”，客观上也表明，此类节
目已成为制造各种娱乐乱象的“风暴中心”。回顾过去
几年娱乐圈存在的“饭圈文化”“场外打投”“粉丝互
撕”“诱导消费”等不良现象，“偶像养成类节目”虽然
不是源头，却将上述种种乱象演绎到了极致。从传出
这类节目要被严控，到被“封杀”，舆论的反应也证实，
多数观众与网民，已经失去了对这类节目的兴趣，同
时，对这类节目带来的干扰，也达到了忍耐的极限。

“偶像养成类节目”之所以令人反感，其关键的
点在于“养成”二字。“偶像养成”这一发源自日韩娱

乐产业的商业模式，在本土化的过程中，没有纠正其
存在的弄虚作假、洗脑教育等缺陷，反而在某些方面
有无所不用其极之势。这类节目播出前后，通常会通过
数据造假与商业炒作的方式，给娱乐圈与社交媒体造
成很强的“污染”，也带动其他娱乐产品产生了效仿思
维，给人留下娱乐圈“乌烟瘴气”的印象。如果这类节目
的消失，能换来综艺节目回归正常，乃至于娱乐圈回归

“作品至上”的价值理念，也算得上“断臂求生”。
“偶像养成类节目”的天生缺陷，使得其制造出

来的“偶像”，是苍白无力的，一是缺乏健康的公众形
象，二是没有创作的实力支撑。这类偶像“出道”之
后，通常会在较短的时间内，被平台与渠道充分利
用，压榨出全部商业价值，然后再用新一轮的选秀，
进行“产品迭代”。也就是说，平台选出来的“偶像”，
也是被他们物化的对象，唯一的用途就是将其变成
盈利工具。以“偶像养成”为节目要素的综艺选秀，因
此都存在内容“空心化”的状况。

有人担心“不得播出偶像养成类节目”会不会造
成综艺萧条的后果，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偶像养成
类节目”固然名声在外，但这一类型在庞大的综艺节
目内容制作体量中占比并不算高，几大平台每年公
布的综艺节目制作名单，通常多达二三十个，没了

“偶像养成类节目”，平台依然能够为观众提供大量
其他类型风格的综艺，来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

“偶像养成类节目”停播之后，综艺节目会再一
次进入“黄昏”吗？这要从 17 年前的《超级女声》说
起。2004 年，首届《超级女声》的举办，不但让选秀这
一娱乐形式稳固地扎根于人心，也全面刷新了旧的
综艺形态，一些诸如“复活”“场外投票”等设计，至今
仍被不少综艺节目沿用。

2006 年，《超级女声》举办完第三届之后被叫
停，理由主要集中于“助长追星陋习”“选手负面新闻
不断”“沦为牟利工具”。当时，就有“选秀节目进入黄
昏”的说法，但在 2018 年的《偶像练习生》《创造
101》、2019 年的《青春有你》等再度成为现象级节目
时，选秀节目似乎又进入耀眼的“正午时刻”。

从 2004 年-2021 年，17 年间，对比两次选秀节
目的走红，会发现一些表面的变化和内在恒定的规
律。“超女时代”，主阵地是电视平台，主打的是草根
概念，选拔的是个人偶像，诞生了李宇春、张靓颖等

实力歌手。而近几年的选秀，主阵地是网络平台，走的
是流量路线，选拔的团体偶像，催生出蔡徐坤、李汶翰
等有争议的艺人。由电视转战网络，平台的挪移给偶像
选秀带来了巨大的生机，但因为核心的利益诉求没有
变化，导致网络偶像选秀综艺的“垮塌”，尤其是“饭圈”

“出道”“成团”“打投”“C位”“应援”等令人眼花缭乱术
语的出现，加快了新一轮选秀的“速朽”。

选秀的本质，应该是选出有实力的艺人，用优秀的
作品来证实自己的价值，早期选秀，如《超级女声》《快
乐男生》《加油好男儿》《我型我秀》等节目推出了不少
有实力的选手，正因如此，选秀节目才在“第一次黄昏”
的说法产生之后，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但近年的选秀，极度缺乏优质选手，往往成团出道
之日，也是被遗忘的开始。“饭圈文化”取代“粉丝文
化”，导致非理性追星形成燎原之势，“割韭菜与心甘情
愿被割韭菜”，形成了选秀明星背后的平台与受众之间
的畸形关系。

选秀形式自进入综艺娱乐形态以来，人为操控一
直都是公开的秘密，打着“公平透明”旗号的规则设定，
以及对既定规则的随意修改，主要的诉求就是挑动受众

的消费情绪，使其消费欲望不断高涨，直到发生“倒牛奶
打投”等触及公众底线的事件发生时，无法克制与约束
自身的偶像选秀，亲手把自己送进了自己挖的坑。

从文化层面看，早期的选秀虽有运作上的出格，但
没有摆脱大众流行文化的范畴，节目在价值观方面仍有
积极能量，对大众心理有一定的迎合与满足；但近年的
选秀，把主要的利益诉求建立在“饭圈”的基础上，让“饭
圈”这一属于青少年亚文化的奇葩站在了中心位置。失
去了大众流行文化的容纳，选秀走上绝路是必然。

当下综艺生态面临诸多问题，比如抄袭、同质化、
价值观混乱等，另外“饭圈文化”早已溢出选秀节目，渗
透到整个综艺形态中，也出现了一些诸如综艺主持人
接受粉丝送礼等不良现象。“偶像养成类节目”的停掉
或者说倒掉，也是给综艺生态提了个醒：未来几年，平
台与渠道只有真正重新找回综艺节目的价值与意义，
才会使这一娱乐形式的生命力得以保存。

和其他娱乐产品一样，通过良性的竞争，才会诞生
优质的综艺。“偶像养成类节目”把综艺竞争一度带进
难以跳脱的泥坑里。现在“泥坑”没有了，失控的综艺制
作，有望能再次回到正轨上来。

“偶像养成类节目”停播，综艺节目再度进入黄昏？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当胡八一、王胖子、Shirley 杨又围坐在涮肉的铜

锅前，观众有理由相信，那筷子上羊肉的热气是从上

一部《龙岭迷窟》飘来的，而这一部《云南虫谷》还会

是熟悉的味道。

《黄 皮 子 坟》《怒 晴 湘 西》《龙 岭 迷 窟》《云 南 虫

谷》，导演费振翔已经一口气拍了 4 部“鬼吹灯”系列

网剧。他数了数，5 年来，他走南闯北，在北京家中待

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两个月。

观众可能不知道，费振翔还有个隐藏身份是演

员，他出身梨园世家，《霸王别姬》中段小楼的童年时

代“小石头”就是他演的。胡八一和王胖子是北京胡

同里长大的孩子，说话插科打诨，颇有地方特色，这

对费振翔来说很亲切，打小他也这么说话。至于贯穿

首尾的铜锅涮肉，他更深有体会，“小时候都‘亏肉’，

涮肉的时候筷子都不离开肉，生怕它跑了”。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独家专访时，费振翔

说，以前年轻人追着看《古墓丽影》《夺宝奇兵》，我们

的冒险片也正在成熟。

中青报·中青网：故事接着讲，演员是上一部的
“铁三角”，导演还是你，原班人马拍摄有什么优势？

费振翔：系列剧，不换人是最好的，贯穿下来，主

创有默契，观众不出戏。

而对整个系列来说，我想拍出一个“成长”的故

事：《黄皮子坟》里的胡八一和王胖子还很年轻，年轻

气盛，为了几斤水果糖就闯入一个冒险的世界，这也

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很真实的青春状态；

从《龙岭迷窟》开始，他们逐渐成熟，又发现自己中

毒，踏上了寻找雮尘珠的路，可以说那一刻，他们有

了共同的目标，“铁三角”正式“成团”。

中青报·中青网：除了主演不变，还有哪些方式
让这几部剧给人的观感是一以贯之的？

费振翔：观众在看的时候，会不时地发现一些承

接上部的梗。比如，《龙岭迷窟》中，王胖子带了两条

裤衩，到了《云南虫谷》，王胖子说这地儿潮，得带三

条；在闪回的情节中，胡八一小时候一星期没上学的

细节，也被重复提到⋯⋯

剧中人物，已经像我的亲人一样，他们说的台词我

都记得住，演员也记住了，默契就是这样形成的。观众

在看剧时，寻找这些细节，也成为一种特别的乐趣。

中青报·中青网：《云南虫谷》中，胡八一和Shirley
杨的互动增加，你如何看待冒险剧中的感情戏？

费振翔：在《龙岭迷窟》，胡八一和 Shirley 杨开始

互相欣赏，到《云南虫谷》开始互相喜欢，毕竟大家经历

生死，又被共同的命运束缚，在升级打怪中，彼此的信

任和默契都会得到提升，这是人之常情。

但是，我把度控制在他们到了情窦初开的阶段。这

不是爱情片，不可能出现纯谈恋爱的剧情。其实在很多

成功的类型片中，比如“007”系列、《古墓丽影》《史密斯

夫妇》，男女主角都是在绝境中互相扶持、互相信任，在

冒险中恋爱，这是属于他们的爱情方式。

中青报·中青网：主角们在冒险，主创们在冒什么险？
费振翔：我们以电影的视效要求，来拍网剧的体

量，缺钱缺时间。《云南虫谷》的特效量太大了，一部 120
分钟的电影大概有 40 分钟特效，我们用相同的时间做

了 500 多分钟，因为经费紧张，人还越来越少。我们不是

冒险，更像是一种信仰。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褒贬不一

的评价，但我不会因为人家骂我就不拍了，我还是要虚

心接受大家的建议，努力往前走。

“鬼吹灯”系列的每一部，地域特色都特别强，走南闯

北，我喜欢去没人的地方拍，制片组快成“工程组”了。拍

《龙岭迷窟》，一个鱼骨庙要建在半山腰，得把山“劈一

块”；拍《云南虫谷》，护林员带我们去看景，得拿着刀枪才

能进山，经常看到地上竖一牌子，上写“前方有大象出

没”。我们最终选中的那块地，距离下车点要走 40分钟，而

且那个下车点已经是我们自己开的路。

中青报·中青网：拍摄有原著小说的网剧，书粉和
剧粉会有不同意见，改编遵循什么原则？

费振翔：在有一个非常成功 IP、有很多原著拥趸

的前提下，成熟的影视作品应该对人物成长有一个延

续的功能。每个人看书都有自己的想象空间，我们的改

编非常小心翼翼。

首先要尊重原著，原著的人物关系、故事发生地、主

要情节不能变，这方面我们比较保守。在《云南虫谷》，地

图一步一步怎么走、每一步遇到哪些危险，都是尊重原

著的。新增的情节，比如《龙岭迷窟》中村民的线，《云南

虫谷》中的遮龙寨人，其实他们的功能是相似的。我们认

为，从逻辑上，前有目标，后有追兵，才会有更好的节奏。

现在的观众水平非常高，发表的评论和提出的意

见，已经不是看演员美不美，而是关注故事架构、剧情

节奏，就像与我们在一起创作。年轻人看美剧英剧日

剧，国剧也应该走向世界。观众有了更高的赏析水平，

有了不同的意见，无论表扬还是批评，都能帮助我们提

高，都能帮助国剧走向世界。

中青报·中青网：原著有不少恐怖的情节，拍成剧
时如何处理？

费振翔：我们的定位是冒险片，不是恐怖片，所以

会适合全年龄段的观众。我们在寻找一个中间值，原著

的恐怖元素，主要从气氛上拿捏，不会故意吓人。

中青报·中青网：冒险片除了冒险，还想带给观众
什么？

费振翔：“赏心悦目”，这是我追求的冒险类型片的

一个方向。人物干净、动作干脆，一群敢做敢当有冲劲

儿的人，遇到困难就去克服困难，然后继续前行。从某

种程度上说，这和我心目中的“偶像剧”有些相似。

我不认为偶像就是漂亮的人，我觉得偶像是在日

常生活中能给年轻人树立榜样的、正能量的人。胡八一

和胖子，有衰的时候、惨的时候，但他们只要还有一口

气，就会依然坚持。他们在神秘的地方冒险，而对观众

来说，工作的困难、生活的困境也是冒险，也需要这样

的智慧、勇气和胆量。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什 么 叫“ 人 间 真 实 ”？用 摄 像 机 跟 拍 一

座 城 市 的 消 防 员 经 历 的 一 天 ，你 会 得 到 一

种答案。

消防员要零距离直面一瞬间的“生死悬

念”。网红整容失败欲跳楼，酒后男险坠公路

悬崖，二楼楼道起火六楼住户试图下楼受伤，

父子互泼白酒并点火导致一死一伤⋯⋯

最近播出的 24 小时全景追踪式消防纪

录片《119 请回答》，以写实派白描手法，用近

一年的时间在重庆、哈尔滨两地的两个基层

消防站，以真实多样的警情、生动扎实的训练

生活，还原出一个个有担当、有勇气，更有人

情味的消防员形象。

“等我们真正开机拍了，发现跟想象的完

全不一样。”《119 请回答》总导演吴紫鹃说。

除了救火，消防员的职业比想象中艰难得多：

火灾救援、流浪动物救助、解救自杀轻生者、

天然气泄漏抢险、卡住被困、车祸救援⋯⋯还

有一些和节日、季节有关的救援，如节日踩踏

应急高发、抗洪抢险、夏季马蜂窝和惊蛰后蛇

虫伤人等。

一年 365 天，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吃饭还

是睡觉，消防员闻警必出，分秒必达，守护永

不“打烊”。

在《119 请回答》中出镜的 90 后青年李佰

特，大学读的是社会学专业。2012 年毕业后，

李佰特考入当时的消防部队，如今担任重庆

渝中区较场口消防救援站指导员。

李佰特告诉本报记者，小时候老家发洪

水，他对消防员就形成了一个初印象——“消

防员真棒，工作起来命都可以不要了！”长大

后，自己也成了这样的人。

哈尔滨市道外区振江街消防救援站指导

员陈庚，18 岁从吉林来到哈尔滨，已经工作了

18年。

陈庚对记者说，他记得刚入职那年，湖南

省发生了一起特大火灾，多位消防员牺牲。“我

来到消防部队的时候，家里不同意，但是我喜

欢这份职业，感觉为老百姓排忧解难很神圣”。

成为消防员，要具备哪些基本条件？

过硬的体能基础是营救他人最基本的保

障。例如山城重庆的地形“魔幻、立体”，高层建

筑多达 3.6万栋，火灾时有发生，李佰特早已练

就了负重快速爬高楼的能力，也极其熟悉辖区

每座高楼的地理位置、最快救援路线等。

来自哈尔滨的陈庚说，2017 年他参与救

援当地被洪水困住的村民，用竹竿、树干、编

织袋现场自制担架，4 人抬着村民蹚水走了

五六个小时。“每个消防员摔倒无数次，但是

担架上的人一次也没有摔到地上”。

除了体能过关，消防员还必须拥有一颗

“强心脏”。

一支消防队的平均年龄 25 岁左右。就是

这群年轻人，经常要与死神抢夺生命、与时间

疯狂赛跑，他们内心也有恐惧。

李佰特讲了一个真实经历。有一天凌晨 3
点钟，他们接到重庆一处民房着火的火警。到

场后发现烟不大，但一摸房门有温度。“肯定没

有明火了，我们大概侦查了一下，发现可能是

因为门口一些杂物起火，我们马上破门出水”。

当进入民房一两米的时候，一位年轻的

消 防 员 突 然 在 浓 重 水 蒸 气 里 摸 到 了 什 么 东

西。“扒开一看，是个老人坐在椅子上。他瞬间

吓傻了——一张烤焦的脸突然出现在面前，

对年轻消防员心理冲击很大。后来经警方调

查，这是一起刑事案件”。

李佰特说，我们会及时通过心理干预，让

经验较少的消防员对灭火战斗形成客观的认

识，对于人在火灾中失去生命等不可预知的

事情有精神上的准备。“做好心理建设，让消

防员慢慢从恐惧当中走出来”。

“这个片子太难拍了。”吴紫鹃感慨，《119
请回答》拍摄团队一开始完全跟不上消防员

的速度。

“ 重 庆 夏 季 炎 热 ，一 跑 就 是 一 二 百 级 台

阶，他们跑得太快了。起初摄影师拍回来的都

是背影，说真的追不上⋯⋯后来，我们终于适

应了节奏，能拍到正脸了。”

哈尔滨冬季酷寒，滴水成冰，正常人跑两

步就要滑倒。吴紫鹃说，在哈尔滨拍摄的每一

天都“超感动”。“零下三四十度，消防员经常

半夜出去，一干就是通宵。平房起火，通常 4
小时起步，清晨才能结束”。

《119 请 回 答》镜 头 中 ，在 重 庆 和 哈 尔 滨

这两座城市的消防员，他们奔赴火场、解救车

祸伤者、劝说站在楼顶的女孩放弃轻生念头、

救助患病老人，也要处理“手指被戒指死死卡

住”“按摩仪夹住头发”“猫咪被困”等警情。

有观众感叹，这些消防员技能过于齐全，

仿佛拥有“十八般武艺”。看起来无所不能的

他们，只为更好守护这座城市有需要的人，而

且是“24×365”的守护。

“我们不想只做成英雄赞歌，而是希望展

示消防员工作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呈现真

实的生活。不特意说他们是英雄，但是你看了

以后会觉得，他们太牛了。”吴紫鹃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小时候的宋祖儿，就是一个演员。

7 岁，她出演了个人第一部影视作品；11 岁，凭借

在《宝莲灯前传》中饰演的哪吒被观众熟知；她还是

《夜天子》中的夏莹莹、《九州缥缈录》中的羽然⋯⋯角

色随着她的年龄增长，从小女孩变成少女。这一次，她

要饰演一个年龄跨度从中学生到母亲的女孩。

在《乔家的儿女》中，宋祖儿饰演四妹乔四美。和

大哥的隐忍相比，她贡献了全剧最多的热闹，还因为

能 和 所 有 人 打 成 一 片 ，而 被 弹 幕 打 上 了“ 社 交 牛×
症”的标签。

在乔四美身上，观众得以看到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最全的女孩时髦行为记录：喜欢费翔、小虎队、黎

明，买他们的磁带、海报、画册⋯⋯一部讲述兄弟姐

妹在艰难生活中互相扶持的正剧，在四美这里偶尔

“跑偏”成为喜剧。

剧中绝大部分的故事都发生在南京，唯有从小

不安分的乔四美跑到西藏寻找爱情，甚至在她脑洞

大开的幻想中，还有一场和恋人模仿龙门客栈经典桥

段的戏，也发生在荒野之上。这就导致宋祖儿也得“跟

着”乔四美的步子，到高原拍戏，一度拍到有点缺氧。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宋祖儿说：

“家里兄弟姐妹的陪伴，是乔四美能无忧无虑勇敢闯

的终极力量。”

中青报·中青网：乔四美是一家人中的小妹，这
个角色和你有相同之处吗？

宋祖儿：四美不太像那个年代的人，她很时髦、

很前卫，很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女孩，所以很多女孩都

能找到和她的共性。我和她有一些性格上相似的地

方，比如，都比较大大咧咧、神经大条。四美是家里的

气氛担当，我是剧组里的气氛担当。

中青报·中青网：现在很多年轻人没有经历过大
家庭生活，你如何去演好这样一个家庭中的小妹角色？

宋祖儿：虽然老爹爹不靠谱，但四美还是被哥哥

姐姐们宠着长大的，从小没有吃过什么苦。我也比较

幸运，我家里人都很宠着我，所以这部分我很好代入。

“大哥”刚进组，就给我们拉了个群，很有大哥样

儿。有他坐镇，我们很自然地代入了自己的角色，相

处也很自然，真的像一家人一样。

中青报·中青网：除了“服化道”，如何演好一个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少女形象？

宋祖儿：年龄跨度比较大，最开始会觉得比较

难。我不是四美的同龄人，但是我妈妈经历过那个年

代，所以很多知识我是从妈妈那里问到的。

但我觉得，几十年前的少女，和现在的少女，都是少

女，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用心生活着。我本人也贴合剧

中人物年龄，再加上四美本身比较前卫——四美如果生活

在现在，她还会是这样的性格，所以演出时还是挺顺利的。

中青报·中青网：想象一下，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
个家庭中，会对自己的性格和生活方式产生什么影响？

宋祖儿：那可能要看我是谁了吧，担任家里什么角

色，可能就会朝着那个性格发展。我要是做了哥哥姐

姐，那应该会比现在稳重成熟很多，如果是小妹妹，就

跟现在也差不了多少。

中青报·中青网：如果从观众视角，你对剧中人物
的评价是什么？

宋祖儿：老爹爹看着来气又很好笑，能跟他生气但

是恨不起来。大哥其实更像一个父亲，作为观众来看很

心疼他，母亲去世对他的影响最大，所以大哥总是有一

点孤独的感觉，独自承受很多事。二哥傻傻憨憨的少年

气；三姐和大哥有点像，童年阴影伴随了很久；四美太

猛了，我自己看也会被她惊到⋯⋯

中青报·中青网：那你最喜欢这家人中的哪一个？
宋祖儿：那还是四美，虽然会被她想一出是一出吓

到，但是我又很欣赏她想做什么就去做的行动力，还有

追求自我的勇气。她像是自带 buff（增强技能——记者

注），什么也打不倒她。而且就像原著里说的，这个世界

对年轻人总是很包容，所以四美年轻的时候勇敢一些

也没事，这就是她必经的成长。

中青报·中青网：你认为乔四美经历了一个怎样的
成长过程？

宋祖儿：她之前是一个备受哥哥姐姐宠爱、有点任

性的小女孩。家人对四美来说就是她的底气，这也是为

什么长大后那么敢爱敢恨。被生活毒打以后，她其实依

旧很有少女心，但是她不会再去做那些不切实际的梦

了。四美的成长，是她让自己变得更成熟的必经之旅。

这个过程会像褪层皮一样痛苦，但是结果来临的时候，

她其实是自由且幸福的。

宋祖儿：兄弟姐妹的陪伴，是敢闯的底气

“偶像养成类节目”把综艺竞争一度带进难以跳脱的泥坑里。现在“泥坑”没有
了，失控的综艺制作，有望能再次回到正轨上来。

用摄像机跟拍消防员的一天。

视觉中国供图

“赏心悦目”，这是我追求的冒险
类型片的一个方向。人物干净、动作干
脆，一群敢做敢当有冲劲儿的人，遇到
困难就去克服困难，然后继续前行。

《云南虫谷》剧照

在《乔家的儿女》中，宋祖儿饰演四
妹乔四美。和大哥的隐忍相比，她贡献了
全剧最多的热闹，是家里的气氛担当。

《云南虫谷》导演费振翔：冒险片是我心目中的偶像剧
专 访

《乔家的儿女》剧照

《119请回答》：

消防员小哥的日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