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ROADCAST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视听纵横2021·1 …………
…

…

▲

节目评介

本剪辑要求外，从画面拼接和画面包装上，更

要讲究个性化。由于 Vlog 隶属于短视频范畴，

因此剪辑节奏也至关重要。

前述已明确指出 Vlog 的个性化语言又是区

别其他视频内容的重要特征。这不是配音，而

是现场主述。除了优秀的文案外，有意思的是

声音副语言特征如音调和音质能展现故事情节，

比如压低声音，暗示与观众说悄悄话来描述身

边人，而这些话又不想让当事人听见，这样变

相地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达到了互动的目的。

音乐、音效同样重要，但大体与传统电视节目

运用方法相当。

四、Vlog发展创新趋势研判

Vlog 在电视节目中的应用是应急策略使

然，多数是节目组为了解决疫情下的录制问题。

Vlog 节目内容无非是展现个人生活，如美食、

游戏、谈话等互动模式，看点无非是素颜、翻

车内容等的真实展现。由于设备的局限性，画

面显得粗糙，对于电视屏幕来说，专业化程度

不够。随着复工复产的推进，电视屏幕上还会

继续出现Vlog的身影吗？

基于以上问题，笔者认为，不会成为主流

模式，但也绝不会昙花一现。目前来看，Vlog

内容只是电视节目创作的应急方案，但随着

5G、AI等技术的发展，大屏小屏多端互动以及

更多新媒介的加入，未来创作空间值得期待。

因为Volg 在打破地域限制，增强电视节目的社

交属性，受众群体年龄下沉，个性化内容露出

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深度挖掘Vlog 在电视

节目创作中的潜力，将有利于突破传统的制作

思维，提高节目质量，消除观众对电视节目的

审美疲劳。

（作者单位：浙江电视台教科影视频道）

社会实验类电视节目是一种兼具实验性和

社会性的节目类型。节目通过社会行为实验的

形式表达节目的主题，常给观众极强的代入感、

真实感和新鲜感。在注意力稀缺、节目更新换

代频繁的今天，社会实验类节目仍保持着它神

奇的魅力。在国际节目模式市场，社会实验类

节目一直是一大热门类型。近些年在国内屏幕

频频出现的观察类综艺，往往会用实验的形式

作为开篇手段。面对当前世界百年未遇之大变

局和社会经济文化大变迁，诸多现实问题引发

广大民众的关注和热议，人们开始喜欢观看讨

论现实问题的节目来关注社会、反思人性。社

会实验类节目正好顺应这种思潮，同时能满足

观众更高精神层面的追求。浙江卫视原创2020

年 7 月 3 日播出的 《奔跑吧》 第四季第六期

“打头事件”节目，创新构设了一个社会行为实

验来检验人们在碎片化信息裹挟下能否还原真

相，传达在当下纷繁复杂信息传播环境下“看

到的不一定是事实，以为的事实不一定是真相”

的主旨思想，取得收视和口碑双丰收。目前社

会实验类综艺节目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本文

结合这期节目的创作过程，对社会实验类综艺

节目展开分析。

一、社会实验的综艺化设计

科学实验的核心是实验结果所传递出的规

律性原理，往往具有确定性和可重复性。在社

会行为实验中，很多因素不可测量，实验环境

条件不可控，结果也往往具有不确定性。社会

实验都是在一定环境条件下实施，此时就需要

情景的构设和规则的设定。绝大多数的真人秀

综艺节目都需要构建游戏规则。所以真人秀综

艺节目与社会实验具有内在可融性。但一般的

徐 臻

社会实验类综艺节目社会实验类综艺节目创新探索创新探索创新探索创新探索创新探索创新探索创新探索创新探索创新探索创新探索创新探索创新探索创新探索创新探索创新探索创新探索创新探索创新探索创新探索创新探索创新探索创新探索创新探索创新探索创新探索创新探索创新探索创新探索创新探索创新探索创新探索创新探索
——2020年 7月 3日《奔跑吧》“打头事件”节目创作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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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秀综艺节目不需要给出设计的目的或者结

论，而实验类节目在情景规则基础上，还需要

将设计的环节和给出的结论用浅显可见的关系

联系起来，这是设计实验类综艺节目最与众不

同和最难把握的环节，却也是这类节目最精彩

的地方。一方面实验的真实目的不可告知实验

参演明星，否则就失去了实验的意义。另一方

面真人秀综艺节目的游戏进程由实验参演明星

“说了算”，使其有即兴创作的空间，实验参演

明星在节目游戏的表现和反应也都应是真实自

然的流露呈现，这也是真人秀最出彩的地方。

因此，在创作社会实验类综艺节目时，需要考

虑和预设几种可能结果来检验或建立实验内容

与表达主题的内在联系，巧妙地将一个社会性

问题实验与节目的主题思想，通过综艺游戏的

形式得到呈现、演绎和诠释。这是对节目编导

的考验，需要对节目游戏各环节进行创新设计。

“打头事件”这一期节目设计了一个趣味性

的开场：10 位明星在休息室休息时，突然房内

灯光熄灭，等灯光再次打开，李晨声称有人打

了自己的头，并一口咬定就是旁边的沙溢打的。

真是沙溢打的还是李晨自导自演构陷沙溢？所

有人都不清楚真相。一个别开生面的情景构建

的同时也把伏笔埋设，之后的环节看似与以往

节目差别不大，明星都是通过游戏的胜利来获

得更多信息来推理打头事件的真相。但是隐藏

的实验已经开始，节目游戏进行过程其实就是

一场社会行为实验。如休息室的打头事件发生

后立刻安排了一次记者见面会，形成舆论一边

倒；游戏胜利方获得的信息，都是被告知偏向

李晨的，而且都是客观的碎片化事实；在节目

进行过程中，特意安排了实验参演明星有两次

选择立场的机会；最后的环节是两队在不知情

的 100 名大学生面前进行辩论来决定胜负，而

不是传统的撕名牌淘汰。这些游戏环节的设计，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真实还原一个未被查明真

相的事件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传播环境下，试验

人们是否会迷失在各色的片面信息中。

节目中除了李晨，所有实验参演明星包括

观众都不知道打头事件的真相和实验的意图。

编导按照社会行为实验的理念和要求，在设计

节目各环节时重点不在引导实验参演明星最后

去揭示事件的真实情况，在节目进行过程也不

刻意加以干预，而是着力构设模拟一个现实的

碎片化信息传播环境。编导在设计节目时虽分

析过节目的可能结果，但无论哪一队赢哪一队

输，都需要建立与节目欲传达的主旨思想的内

在关联。在这个节目实验里虽然李晨队赢了，

但最后节目组公布事件真相后，李晨作为饱受

碎片化信息伤害者，既内疚又感慨泪流满面的

镜头强烈地冲击着实验参演明星和广大观众，

使节目主题得到升华。这期节目的策划设计，

既保留了真人秀综艺的艺术精髓，又巧妙地构

建了一个关于事实与真相的社会实验，取得了

一石二鸟的收视传播效果，对社会实验综艺化

设计作了创新探索。

二、实验参演者的明星效应

在以往的社会实验类节目中，通常节目的

看点集中于实验的过程和结果，一般选取素人

作为实验参演者。例如心灵魔术师达伦布朗的

真人秀《The Push》节目，通过实验对“社会

屈从性”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探讨。英国真人秀

《The Circle》节目，以现在网络上的虚拟形象

为题，模拟了屏幕前人们为了得到他人认可而

进行的伪装社交。广东卫视打造的社会观察类

节目《你会怎么做》，以隐藏拍摄的方式，在公

共场所上演一幕幕冲突，观察路人的真实反应，

实验的内容包括“聋哑外卖员被刁难你会怎么

做?”“母亲教育狂热追星女儿你会怎么做?”

等。这些节目利用素人群体的资源丰富性，通

过重复的实验和多数实验参演者的选择结果来

展示一种社会现象或看法，艺术上主要采用新

闻或社教节目形态手法，不会主动塑造特定的

人物形象和做个性呈现，节目环节重复缺乏起

伏，因此在节目的可看性、话题性、传播力方

面存在局限。社会实验类节目大多具有明显的

公益性，实验的内容多是关注当下社会民生问

题，如果选择的问题和实验形式到位，能让观

众产生共鸣，更能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促进

构建良性社会关系，唤醒人们内心的道德感和

责任感，那么这个节目就很有意义。

社会实验类节目怎么才能既有意义又有意

思，克服以往社会实验类节目在可看性、话题

性、传播力方面存在的局限？《奔跑吧》“打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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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节目虽按照社会实验节目理念进行设计，

但打破实验参演者选择素人为对象的做法，选

择跑男团的明星们作为实验参演者，通过放大

明星个性效应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

首先，精心策划塑造高光人物的个性形象。

李晨因为个人曾有深受信息碎片化困扰的经历，

被节目组选择作为唯一的实验知情者，和节目

组一起来制造不明真相的打头事件。节目组让

李晨这位过去的受害者成为“施暴者”，将矛盾

集中也让情绪提纯。在节目的最后，李晨声泪

俱下将真相和盘托出，深刻展现了信息碎片化

对人们是非判断的巨大影响。

其次，激发呈现实验参演明星的个性魅力。

参与本期节目实验的10位明星在面对事件做出

选择时，体现了不同的人物性格，每个人的一举

一动都是实验过程的细节，这些细节都为实验结

果的揭晓铺垫了情绪。明星们发自内心的表达和

情感流露，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节目编导想要传达

的内容，只不过通过实验场景的引导，让明星们

自觉发声动情。正是这些不同的反应、不同的声

音才使节目主题得到艺术化的呈现与诠释，比单

纯用文案或素人重复试验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再次，通过移情作用增强节目感染力。实

验参演明星面对的实验条件和观众看到的节目

内容大致是一样的，当明星做出选择、表达态

度时，观众也同样在荧屏前默默做出选择，等

待结果的揭晓。在社会心理学看来，移情是一

种从众现象，节目里实验参演明星的反应往往

是屏幕前众多观众反应的浓缩。 观众能从他们

身上找到价值认同，仿佛亲身经历一样。选择

明星作为实验参演者可以让观众的移情效果更

为明显。这有助于节目实验主旨更深刻地留在

观众的脑海之中。

三、节目反转的传播效果

反转是优秀的社会实验类节目的标志性特

征。反转一词来源于股市，是指股价朝原来趋

势的相反方向移动，在今天反转多用在影视作

品上。是否有意外的反转经常是判定一个节目

质量与口碑的标志。节目内容需要掩盖真实主

题，就是要用具有反转性的实验过程去揭示误

区，颠覆认知。没有反转，节目效果就会大打

折扣。社会实验类节目需要善于运用反转，让

观众把所有的情绪和疑问累积，使整个实验过

程跌宕起伏，吸引观众一直关注到最后，让实

验主题的揭晓收获最好的传播效果。

实验类综艺节目的反转，主要体现在实验

参演明星反应认知上的变化和实验结果上的变

化两方面。反转首先体现在实验参演明星反应

认知的变化上。节目策划者最多只会对节目实

验结果有一个大致的预判，并不苛求指定结果

的出现，而是更注重实验参演明星节目进程中

前后反应、心理情绪、认知态度的变化。社会

实验类节目通过合理的设置让实验参演明星无

意识地做出内心真实的选择或者说出真心话，

这些选择或真心话往往会出现反转，而这正是

节目追求的效果。这期节目中，每一游戏环节

后都有信息向所有人释放。这些信息放出后大

家对于打头事件的判断就会有变化。节目还设

置了让实验参演明星有两次选择立场的机会，

他们立场的变化，内心对沙溢和李晨两人态度

的转变等等，都是节目着重构建和期待的反转。

反转还体现在实验结果上。编导在策划节

目时对实验结果会有一定分析，但基于真人秀

的规律和明星个性塑造的需要，编导在节目进

行时不会苛求某一特定结果，也不确定最终实

验参演明星会如何表现。从收视效果来看，节

目最后出现的实验结果与预设的或真实情况反

差越大效果越好。当然，最后的结果都需要建

立与节目主题思想的内在关联。这期节目最后

结果是李晨欺骗了所有实验参演明星和观众，

但这种结果的反转并没有损害节目主题思想的

表达，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强化了节目主旨。

节目要出现反转，在策划设计时必须设置

“圈套”。这里的圈套指的是为配合有可能出现

反转而搭建的场景，包括人物背景、情景设置、

游戏设计、规则条件等，实际上是一个虚拟出

来的实验环境。通过这些“圈套” 环节，促使

和催生实验参演明星出现反转。对于观众来说

即便知道实验是虚构的，但反转同样会使他们

目瞪口呆。

社会实验类节目关注的通常是社会热点话

题，出现反转的结果可让实验参演明星和观众

都能享受到深度的体验感，更易引发广泛的讨

论和传播。在当下融媒体自媒体时代，一次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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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 （即直接收看节目的观众） 的效果往往有限，

但二次传播却常能带来完全不同的效应。除了

观众的讨论，掌握话语权的意见领袖对节目实

验内容进行解读评论的二次传播，比如在转发

时加一句评论，往往会带来更好的效果。这种

意见领袖功能加上新媒体的多维高效传播和易

接触性，会吸引更多的人观看节目。《奔跑吧》

打头事件节目播出的当晚，微博话题“奔跑吧

这期主题真好”登顶热搜榜第一并持续了整晚，

奔跑吧主话题阅读量突破 312 亿，斩获微博热

搜 12 个、全网热搜 24 个。次日 《光明日报》

官微继续跟进发布了《一场“眼见不一定为实”

的实验，引发大众对碎片化信息时代的深度思

考》，提炼了节目主题，呼吁大众注意信息碎片

化对每个人的影响。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节目中心）

今年1月6日晚，吾颇有兴趣看了浙江卫视

推出的纪录片 《东向大海》 第2集 《探海》，深

为编导、摄像师辛勤拍摄所呈现镜头的传形传

神叫好。

这里讲的镜头传形，指镜头画面的真实连

同声音的真实，这是电视纪录片艺术真实的第

一层次。此处讲的镜头传神，指镜头画面和声

音，对生活的本质进行概括，按纪录片创作艺

术规律来表现高于生活的真实，这是电视纪录

片艺术真实的第二层次。

纪录片这一名词，是英国电视理论家、英

国纪录片运动创始人约翰·格里尔逊，在 1926

年写影评时首先使用并沿用至今的。镜头画面

是纪录片传播信息的基本手段。纪录片 《东向

大海》 的 《探海》 大多呈现镜头是主抓渔民同

东海海洋的相亲和谐又对立统一的信息，它大

多用微观视角再现及表现之。《探海》镜头传递

的信息，不仅有东海海洋文化饱满特色，而且

传递的信息纪实好看，有十分不一样的新意美。

中国电视纪录片创作实践告诉人们，镜头有信

息量，声画真实是纪录片纪实的核心，《东向大

海》 的 《探海》 已做到这一点。真实是纪录片

的生命，保持客体的客观性、真实性是纪录片

赖以存在的美学基础。我目睹 《探海》 出海镜

头，看到马力十足装有发动机的大铁船，起伏

于浪高风急的东海环境中，没有压垮东海渔民

脊梁，只见那位船老大的手稳稳把住船只方向，

只见渔船在马达声中，渔手撒下渔网，定好浮

标，望向海面；只见浮标一沉，渔手一声声拉

网号子中，满网装的是活龙活现秋刀鱼、小黄

梅鱼、马鲛鱼、鳗鱼等海货。这些镜头都纪录

了在东海真实的环境、真实的出海时间里的真

人真事。传播信息明白、饱满、有东海特点。

尤其晨曦初露，伫立船头，渔手炯炯目光，“撒

网”日出镜头和渔手微观画面细节再现，常用

特写或长镜头来实现，都十分与众不同，有新

意又令人喜欢看。中国电视纪录片创作实践告

诉人们，要做到纪实，在理论上，按巴赞纪实

本体论中讲的：“摄影的美学特性在于揭示真实

……唯有这种冷眼旁观的镜头能够还世界以纯

真的原貌。”①巴赞这里讲的“真实”，同电视纪

录片强调真实性原则是一致的。《东向大海》的

第 2 集 《探海》 出海镜头，声画真实再现纪录

东海渔手海上生活的过程初始状态，抓准了观

众关心、感兴趣又提供不少知识题材②，为此，

编导摄像花不少时间冒风浪，去熟悉东海渔民，

表现了在近海渔业资源消退过程中的生存状态，

贴近观众，有时代感，引人入胜。该片把普通

渔民作为片子视角的主体，渔民的生活本身就

是故事，故事化、情节化叙事结构，“把人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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