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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几经沉浮，新时代的文化类节目频

频出圈，涌现出一批叫好又叫座的优质节目，

使文化类节目重新走进受众的视野。这股文化

类节目的新浪潮带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视听体

验，从多个维度颠覆了早期文化类节目给人留

下的固有印象。本文通过对比文化节目1.0时期

和新时代背景下文化类节目的生产方式和创作

思路，探讨内容生产者是如何在当下综艺市场

全面开花的竞争格局下寻求突破，让文化类节

目重新焕发生命力，赢得市场尊重。

关键词：文化类节目 融合创新 重构叙

事 科技赋能

文化类节目，曾是中国电视节目发展史上

举足轻重的一份子。但是随着“娱乐至死”时

代的到来，大众对电视节目需求发生的巨大变

化，曾经闪耀一时的文化类节目渐渐从舆论的

中心沦为边缘角色，整个市场也落入了过度娱

乐化的陷阱。但令人欣慰的是，经历沉浮之后，

文化类节目重整旗鼓，以一种不破不立的气势，

“王者”归来，让人耳目一新。

究其缘由，不难发现，经历了电视综艺井

喷式发展阶段打磨的内容生产者，面对这一炙

手可热题材时，显得更加游刃有余。“既有意思

又有意义”这一曾经让内容生产者犯难的要求，

如今已经成为他们主动追求的行业准则，并且

在它的影响下，逐渐摸索出了一条将正能量的

价值取向与极具吸引力的表现形式相统一的道

路。笔者将从新时代文化类节目的三个突破方

向，来解读这些节目是如何牢牢掌握“流量密

码”的。

一、模式扩展，融合创新，突破固有定式
从《读书时间》到《曲苑杂坛》，从《艺术

人生》 到 《百家讲坛》，文化类节目曾在众多

80、90 后成长的岁月里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

笔，它们专业、深刻、严谨，且富有教育意义。

也正因为此，受众对于文化类节目的想象空间

十分有限。包袱重、不敢想、效益差，三者形

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使文化类节目成为多数内

容生产者不愿主动去触及的领域。2013 年，中

央电视台推出的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 一炮走

红，自此开启了文化类节目的又一个春天。而

这波文化类节目的浪潮，与文化节目 1.0 时代

显现出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模式的创新。

有学者研究认为：基于主体视角，中国电

视节目研发可以划分为“封闭—改良—维持”

“融合—组合—拓展”“开放—创新—扩散”的

三种模式。①在这波文化类节目的浪潮中，内容

生产者们不再拘泥于第一种模式的小打小闹，

而是充分采用了第二种模式，走出了“文化+”

的突破之路。所谓“文化+”，就是将文化类节

目与时下流行的节目模式相结合，各取所长、

融合创制，既符合当下主流大众审美需求，又

兼顾文化类节目功能性意义，达到良好传播效

果的节目样态。以上文提及的 《中国汉字听写

大会》 为例，将汉字文化、书写能力与益智类

答题节目的形式相融合，既生动普及了知识点，

又融入了益智答题类节目的竞技感和悬念性，

使得节目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达到了超出预

期的传播效果。

模式与题材重新组合，突破了原有节目类

型的固有定式，打开了创作空间。之后登场的

《中国诗词大会》也是将诗词文化与益智答题的

形式相结合，依旧取得了不俗的收视表现。除

了益智答题类节目的模式，还有不少其他节目

模式可以借鉴与利用：比如浙江卫视推出的

《万里走单骑》，将世遗文化与行脚类节目模式

相融合；再如北京卫视的《了不起的长城》，将

长城文化与户外竞技类节目相融合，用综艺手

段让观众在欢笑捧腹的同时，领略长城之美。

难能可贵的是，这两年除了前两种模式，

最具操作难度的第三种模式也有佳作问世。河

南卫视推出的中国节日系列特别节目以一种全

新的开放姿态，重新定义晚会的可能性，用大

胆的想象力和出色的执行力，打造出了文化类

节目的新标杆。

守正出奇守正出奇：：新时代文化类节目的突破之路新时代文化类节目的突破之路
朱立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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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21 年发布的 《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公布2021年“中华文化

广播电视传播工程”重点项目的通知》 就指出

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样才能

完成受众转化，才能提升文化类节目的核心竞

争力。在这一过程中，准确把握题材的核心要

义与节目形态的匹配度和可操作性，是文化类

节目模式创新取得成功的关键。

二、国潮包装，科技赋能，突破刻板印象
大气、传统、严肃，这或许是众多受众对

于文化类节目视觉包装的刻板印象。这样的视

觉形象确实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且似乎成

了文化类节目正统性的一种隐晦的证明方式。

而 1.0 时代的文化类节目，呈现方式也比较简

单，基本上以语言叙述结合小片补充的形式为

主。用一种流行的说法，这类节目都带着一丝

古早味。好在文化类节目内容的革新，也带来

了艺术美学和表现手段的革新。由内而外的全

方位升级，使得文化类节目在年轻受众中的接

受度大大提高，甚至成了其叫好又叫座的重要

缘由。

在节目包装方面，尊重题材固有气质，有

机结合传统美学，巧妙融入时下审美，正在成

为越来越多文化类节目打造自身视觉符号的三

条准则。我们以浙江卫视在建党百年之际推出

的大型融媒体互动节目 《世纪航程——中国共

产党党史知识学习达人挑战赛》（以下简称《世

纪航程》） 为例分解这三条准则。首先，尊重

题材固有气质是出发点，是把握大方向的根本

抓手。《世纪航程》 是一档献礼建党百年的节

目，题材的重要性决定了节目气质的大气度。

结合节目的名字，最后节目组选用了船作为主

体的视觉符号，贯穿于节目的舞美、logo、主

视觉中，也符合中国共产党在历史长河中像一

艘巨轮一样带领中华儿女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其次，有机结合传统美学是着力点，体现出中

华传统文化的艺术表现力。《世纪航程》在主视

觉上充分利用中国元素，把红船、高铁等具有

中国特色的物件植入其中，又在如何使其整体

画风相得益彰上下足了功夫。同时又将中国人

比较崇尚的对称之美充分利用到舞美和主视觉

中。最后，巧妙融入时下审美既成了加分点，

又成了打破刻板印象、强化记忆点的利器。《世

纪航程》 在视觉包装系统上巧妙加入了国潮风

和手绘风两种元素，在与党史这一题材碰撞之

后，呈现出别具一格的气质，既有历史的厚重

感，又有充满朝气的生命力，使其在同类节目

中独树一帜。

如果说艺术美学上的革新给文化类节目带

来了一副“好皮囊”的话，那么表现手段上的

革新，可以说给文化类节目带来了“新武器”。

科技的不断发展推动着生产力的不断提升，文

化共生与技术赋能是培育优质文化类节目作品

不可或缺的元路径，亦是其目标。②文化类节目

的内容生产者看到了科技手段给该类节目带来

的相较于其他类型节目更广阔的施展空间，以

及给予这类节目的全新的艺术生命。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在2021年底推出的考古节目《中国考

古大会》 就凭借最新技术的应用迅速出圈，让

考古这一与普通受众存在距离的题材获得众多

关注。节目中运用了时下热门的 XR （扩展现

实） 技术，让考古推广人走进节目组营造出来

的考古“现场”，沉浸式地体验考古乐趣，化解

了这一题材在艺术表现上的局限性和枯燥感。

三、重构叙事，极致表达，突破共情困局
电视综艺发展到如今这个阶段，除了在形

式上进行创新，在包装上进行升级，能不能讲

好故事依旧是决胜的关键。早期的文化类节目，

更加注重的是信息传递和价值观的输出，节目

的功能性特别突出。但说教式的传播方式早就

展现出其自身的局限性，叙事手法单一、无法

引起共情，成了此类节目的痛点。找到讲好故

事的新方式，突破共情困局，成为影响文化类

节目传播效果的核心因素。

随着表现手段的日益丰富，如何运用好这

些工具，做好排列组合，重新架构，合理且充

分地利用其艺术魅力，立体地去完成叙事，成

了众多文化类节目追求的一种讲故事的方式。

《典籍里的中国》可以说是其中的佼佼者。节目

本身采用多种表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主持人

讲述、情境演绎、现场评论、剧本典读、人物

对话等，稍有不慎，很容易使节目给人留下杂

乱无章的观感。但是节目组巧妙地运用主持人

和演员这两个元素，使之成为叙事主体，也成

了叙事成功的关键。首先，利用主持人撒贝宁

的角色，重构了一个观众叙事视角。无论是交

代典籍背景，还是观摩情景演绎，都给了撒贝

宁一个和观众一样的旁观视角。其次，给了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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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音乐节目一直是综艺创作领域重点

关注的课题，有着广泛的观众基础，天然具有

热度和话题性。本文从 《闪光的乐队》 的制作

特点、创新逻辑及未来发展方向出发，探究一

档音乐节目如何平衡专业性、娱乐性和社会性，

用自己的音乐“态度”彰显栏目的“温度”，在

观众中引起更大范围的热度和影响力。

关键词：音乐节目 破圈之路 综艺创作

《闪光的乐队》

近年来，音乐类综艺节目呈井喷式增长，

制作团队在以音乐竞演为核心的基础模式下不

断升级创新，尝试叠加许多新元素寻求此类节

目的破圈之路。如今的观众期待久违的令人兴

奋的声音。当大家还在讨论下一个音乐类综艺

节目爆款何时出现时，2022 年开年，浙江卫视

全新大型音乐文化节目 《闪光的乐队》 便给出

了答案。

《闪光的乐队》阵容强大，既有实力强劲的

乐坛前辈，也有才华横溢的后起之秀；既有拥

有天簌之声的实力唱将，也有能够点石成金的

音乐制作人。不同类型的音乐人横跨了30多岁

的年龄差，每一位音乐人身上都承载着不同年

龄段观众的年代记忆，这样的超强阵容通过不

断地磨合、重组，共同碰撞出具有创新性的音

乐作品。

节目播出以后，CSM64 城市组收视率创下

了破 3 的最高纪录，强势领跑周末档同时段省

级卫视节目。同时，《闪光的乐队》荣登微博综

艺影响力榜TOP1、微博综艺话题榜TOP1，在

综艺节目如何更专业化分众化综艺节目如何更专业化分众化
——谈音乐节目《闪光的乐队》的发展之路

沈 健

员一个主观视角。他们不但演绎典籍相关的故

事，还会从他们的视角回叙一些补充信息。这

两种视角都极大地提升了观众的参与感和投入

度。而最出彩的是节目组设计的这两个视角的

交汇，形成了一个穿越时空的对话场景，这是

一个叙事结构的重大突破，同时造就了情感共

振的高潮。通过重新合理架构叙事结构，让受

众在接受信息的过程中不断获得感官刺激，进

而触发共情能力，不失为一种高级的叙事能力。

除此以外，去繁为简，抓住核心，极致表

达，也是另一种引发共情的方式。黑龙江卫视

的 《见字如面》 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节目抓

住读信这一简单但又极具温度的形式，摒弃了

其他元素，仅辅以贴合情绪的背景音乐，将信

函的力量通过声音这一载体无限放大。受众在

接受信息的过程中，不断被写信人的情感表达

和读信人的情绪波动所影响，在极简的环境下

达到最大化的情感共振。

四、结语

政策的扶持、平台的重视、受众的认可，

无疑给如今的文化类节目提供了良好的创作氛

围。在不断涌现出圈力作的趋势下，文化类节

目的创作者更应该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创作条

件。文化类节目涉及的内容大多和传统文化相

关联，但是创作节目的思路不能再套用传统模

式，而要充分利用新时代给予的新思路、新途

径，生产出符合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的节目，最大化地实现文化类节目的思想价值

和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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