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ROADCAST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视听纵横2020·5 …………
…

…

▲

汤鹏程

从从《《一本好书一本好书》》
看沉浸式综艺节目的创新路径

形成的充满正能量的情绪在舆论场中相互传递，

最终会形成全体人民的共情机制”②。这是主流

媒体充分发挥自身传播优势，有效动员和组织

社会舆论的重要价值所在。对于城市广电来

说，依靠自身的专业度与贴近性开展的暖心

公益行动，起到了振奋精神、凝聚人心的作

用，传递了正能量，也彰显了媒体的责任与

担当。

参考文献：

①《台州援鄂医疗队再出征！李跃旗：平

安归来，一个都不能少！》，无限台州APP，2020

年2月19日。

②陈月罡：《打造暖媒体 传播正能量 彰显

战“疫”温度》，《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0年

第3期。

（作者单位：台州市广播电视台）

摘要：随着科技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受

众对于信息的获取不再满足于单向扁平的渠道，

对于产品的需求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感官刺激。

一个简单的展览，或是一档传统的节目，已经

很难满足观众。无论是虚拟现实游戏还是互动

影视剧，时下的消费体验已经越来越趋于“沉

浸式”。沉浸式体验的概念在综艺节目中已经被

多次提到，但要想真正把这种创新意识和实际

运用结合在一起，还需要在场景构建和内容输

出之间找到适合的平衡点。

关键词：沉浸式 感官体验 《一本好

书》 文化价值

为了追求更有效的信息传达和更深切的感

官体验，沉浸式体验成为电视制作人探索的一

个新方向。近两年来，逐渐浮现出几档主打沉

浸式概念的综艺节目：号称业内首档沉浸式剧

情综艺的《七十二层奇楼》，以及倾力打造沉浸

式电影音乐剧感官体验的 《幻乐之城》。这其

中，更为大众所接受并获得大量好评赞誉的，

是2018年由实力文化和腾讯视频联合打造的场

景式读书节目——《一本好书》。节目采用舞台

戏剧表演、360 度场景构建、影像图文插播、

第二现场解析等手段，还原了12本世界经典书

籍中的片段内容，让现场和屏幕前的观众，深

刻感受到书籍中传递的精神能量和波澜壮阔的

构建世界，产生对书籍中无限可能的向往和求

知欲，达到推荐优秀书籍的目的。

一、场景构建营造沉浸氛围

不同于传统的文化类读书节目，《一本好

书》 并没有把主要场景设置在一个传统的演播

室内，也没有选择用直白朗读的方式来表达书

中内容，而是用了一种突破常规的手法——用

实力派演员和舞台剧的呈现，来诠释书籍中的

精彩片段。通过视听化的升级体验，让观众沉

浸在书中描绘的世界。节目的一开始，是一段

关于作者和书籍内容的简介，然后就迅速进入

到了节目中主要的场景：一个 360 度的环形舞

台，根据功能被分成了至少 4 块舞台区域，而

主舞台和副舞台的每一块区域都进行了精心布

置。第一期推荐的书籍是《月亮与六便士》，描

述了一个原本平凡的伦敦证券经纪人思特里，

突然着了艺术的魔，抛妻弃子，把生命的价值

全部注入到绚烂的画布中的故事。舞台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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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重现了 20 世纪英国上流社会聚会的场景：

长桌、礼服、烛台、留声机、名画，细致的场

景布置让观众身临其境。随着故事的进行，观

众视角跟着主角的动线，来到副舞台场景：破

旧不堪的法国乡下小酒馆，这个酒馆甚至有一

段真实的阶梯可以通往二楼的房间。整个环境

的氛围和道具的精细程度，配合巨型的 LED

屏幕，以及现场灯光变化，已经完全不亚于一

场专业的舞台剧。这样的环境让观众在最短的

时间内，无障碍地进入到书籍描绘的情景中。

场景构建对于营造沉浸氛围，有着毋庸置

疑的重要作用。环形舞台中间的圆形区域是现

场观众席，观众坐在可旋转的座椅上，360 度

无死角地转换视角。这种近距离的接触拉近了

观众和作品之间的距离。从原文本与读者的关

系，转变为场景与观众的关系，互相之间的信

息传递更加有效。而通过后期镜头剪辑以及场

景空间的营造，屏幕前的观众仿佛被带入到了

现场观众的视角，有一种真实的在场感。主舞

台的背景，是一个巨型的曲面 LED 屏幕，根

据作品内容，提供更开阔更延伸的想象空间。

第三期推荐的书籍是刘慈欣的科幻巨作 《三

体》，很多内容无法用实体的道具呈现出来，

比如三体外星人与地球作战指挥中心对话的这

段内容，只能借助屏幕来具象化原本书中的科

幻场面，这样的视觉感官刺激比原本的文字想

象更加有效直接，也是营造沉浸式氛围的重要

手段之一。

二、不同视角延伸内容深度

区别于传统舞台剧的上帝视角，《一本好

书》根据每期推荐书籍片段的不同内容和表达

语境，采取不同视角的解读方式，有利于读者

从不同维度去了解体会书籍中表达的精神内

核。这些视角既丰富了节目的可看性，也降低

了观众重复角度解读的枯燥感。第九期推荐的

是中国当代作家麦家创作的谍战长篇小说——

《暗算》。《暗算》 原书中共有 7 个叙述者，每

个部分都以第一人称分别叙述了自己的故事。

而在《一本好书》中，为了节目的完整性和连

贯性，重点节选了《听风者》中的阿炳和《看

风者》中的黄依依这两个故事，由演员赵立新

饰演的安院长，把两个故事串讲在一起。在

《听风者》 阿炳的故事中，赵立新更多的是在

副舞台充当旁白的角色，由他在开篇时介绍一

个叫 701 的国家安全部门，引领观众了解故事

背景。同时随着剧情的推进，通过他的串讲介

绍和其他演员的共同配合表演，来呈现阿炳作

为谍报天才的传奇一生。在第二个故事中，赵

立新饰演的角色则成为了故事中的一个重要人

物。这时他不仅要兼顾旁白串讲的角色，同时

又要将自己投身于剧情之中，成为表演的一个

部分。所以经常会看到这样一幕，前一秒赵立

新还在串讲介绍故事发展的背景，下一秒又化

身为角色身份，和其他演员开始对戏。这种听

上去有些别扭的方式，通过赵立新浑然天成的

表演，并未让人感觉到突兀，反而在两种视角

切换之间，对于故事情境和人物命运，有了更

深刻的了解。这种叙事方式使得内容的主动表

达韵味更强，通过内部互动式的演绎主动向观

者解释内容与意义，减少了读者式的心理思考

过程。既保证了短时间内的信息量输送效率，

又使得观众不会被其他的旁白声打断连贯情

绪。因为演员本身就在剧情之中，他的表达也

是符合人物性格和剧本设定的。类似这种视角

切换的表现手法，在第一期 《月亮与六便士》

和第三期《三体》中，都有所体现，取得的效

果也很不错。

在第二期 《万历十五年》 中，主要以万历

皇帝为主要叙事内容。在场景上设置了老年万

历和幼年万历时期的两个场景，老年万历身着

白衣尽显孤独沧桑，在幼年万历的场景外作为

辅助性的讲述人，以旁观者的身份站在主叙事

场景旁见证幼年时被拘束的自己，不时插入几

句叹息与回忆，这便是在视听化地演绎与被约

束的自己对话。① 《一本好书》 不仅仅局限于

串讲演绎或者隔空对戏这样的形式，还根据书

籍内容，不断匹配最合适的演绎类型。第四期

《人类简史》 和第七期 《未来简史》 中，因为

书本内容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信息量巨大，不

适合用情境演绎的方式来呈现。《一本好书》

请来了王自健，用风趣幽默的脱口秀讲述来化

解书籍本身的枯燥和知识输出的单一。王自健

将各种颠覆认知的内容，在节目中用他独有的

风格，深入浅出地讲述人类的过去以及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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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同的解读方式和视角，丰富了观众的阅

读感受，能够在更复杂、更丰沛、更微妙的基

础上，构筑思考价值，延伸作品深度。

三、文化价值传播彰显生命力

在如今“娱乐至死”的大环境下，《一本

好书》作为一档文化类读书节目，以黑马姿态

获得了口碑和点击率上的双赢，豆瓣评分稳定

在 9.2 分。然而一档成功的节目，似乎总是让

人担心它的生命周期，往往一季比一季难做，

但是总导演关正文似乎并不担心这个问题。作

为节目的创始人，关正文始终关注节目蕴含的

内容价值，着力探寻传统文化的新媒体表达，

并致力于激发大众的阅读热情，从而打造出一

档又一档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文化节目。②2019

年底《一本好书》第二季如约而至，依旧是豆

瓣 9.2 的高分，而关正文的另外一档节目 《见

字如面》，已经走到了第四季。

这样强劲的生命力背后是全新的沉浸式表

达语境和内容至上的文化属性的完美融合。

《七十二层奇楼》 号称业内首档沉浸式剧情的

文化探秘节目，但其内核没有脱离传统的户外

真人秀节目，仍然以游戏任务这类浅层次的方

式来体验项目和制造看点，并非真正为文化内

容来服务，也没有做到所谓的“沉浸感”。想

要营造沉浸感，必须要有纯粹的环境和明确的

内容构建，才能引领观众进入另一个想象空

间。《幻乐之城》 的制作确实让人惊艳，实现

了多场景的无缝切换，影视化拍摄和调度难度

也非常大，打造了一个以音乐表演为主的沉浸

式观演舞台。但类似音乐 MV 直播的形式，实

验性过强，与观众之间的距离感较重，容易跳

脱出去。而《一本好书》的主场景，始终维持

在营造的故事氛围中。为了让观众迅速进入状

态，甚至在节目的一开始放弃了演播室内的主

持人介绍，直接以舞台剧场景开场，第二现场

的主持人开场环节被后置到了舞台剧的第一段

表演结束之后，一切为观众的沉浸式状态服

务。而舞台剧表演的内容，精选自推荐书籍中

最具戏剧张力、最有悬念性的几个章节，却并

不交代完整结局，在经过一定程度的改编演绎

后，呈现给观众。这种文本视听化的方式，使

观众对书籍内容产生兴趣，又不至于被提前剧

透，从而产生阅读兴趣，达到推荐好书的目

的。

文化属性是这个节目值得反复品味的另一

个重要原因。一本真正的好书涉及到的世界构

建何其宏大，情感交错人物众多，如何在一个

小时左右的时间内将书中的精华内容呈现出

来，让观众对书籍本身产生兴趣，是一个有难

度的命题。文字语言赋予文学阅读的审美意义

是影像画面所不能取代的。现代语言学的奠基

人洪堡认为:“语言绝不是产品,而是一种创造

活动,因此,语言的真正定义只是发生学的定

义。”③语言在文学阅读中作用于读者的大脑进

行概念理解与表象记忆，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

读者由语言所唤起的独创性的想象。《一本好

书》的作用是在目前语言想象力和阅读兴趣缺

失的大环境下，重新用影像将文字具象化，让

原本有些沉闷生硬的文字，再次焕发生命力。

四、结语

沉浸式体验，并非只是一个噱头，或是用

来标榜差异性的一个概念。只有摆脱传统的沉

浸式浅薄理论，用全新的场景构建和内容支

撑，才能创造出沉浸式体验的真正价值。《一

本好书》，充分利用了这个手段，实现了价值

和意义的充分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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