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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优之我见

摘要：浙江卫视品牌栏目《王牌对王牌》

迄今已推出七季，收视率、美誉度一路高开，

展现了棚内综艺节目的生命力与创新力。本文

通过对该节目的历史梳理和文本精读，将栏目

品牌要素概括为主持人团队精神、竞技赛制动

态更新和主题情感多元连接，这是节目持续成

功的关键。而节目创新的方向需要紧扣时代风

貌和受众需求，以人为本、以情感为基、以意

义为核、以融合为策，提高创新力和传播力，

加强节目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可看性。

关键词：《王牌对王牌》　创新策略　综艺

节目

随着制作技术和团队分工的持续精细化，

中国综艺节目在近 30 年内推陈出新，产生了

跃迁式的创新变革。近年来户外真人秀获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效，以浙江卫视《王牌对王牌》

为代表的棚内综艺收视率、美誉度双高，表明

了此类综艺节目的生命力与创新力。

《王牌对王牌》迄今已走过 7 季，“传声

筒”“回忆杀”等关键词成为大众对该节目的记

忆点。节目也拥有了一批忠实观众。然而，面

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王牌对王牌》同样面临守

正与创新之间的辩证难题。总体而言，棚内综

艺要想占据优势，获得良好成绩，赢得一定口

碑，就需坚守内容为王，将创新作为核心①。

一、《王牌对王牌》的创新品牌要素

（一）“家族”认知深入人心

前三季《王牌对王牌》家族成员主要为欧

阳娜娜、王源等，群星熠熠但人员变动频繁。

从第四季开始，关晓彤和华晨宇成为新晋成

员。他们与贾玲、沈腾一同组成了王牌家族，

由此王牌家族成员固定。沈腾、贾玲属于大众

熟悉度比较高的喜剧演员。华晨宇是年轻一代

喜爱的青年歌手。关晓彤则是由童星成长而来

的青年演员。他们的受众群体大，观众认同度

高，奠定了节目收视率的基本盘。

成员的固定化未必一定形成“家族”品

牌，核心在于常驻嘉宾的角色设置、关系互动

是否形成 1+1>2 的传播效果，也就是俗称的团

魂或者说团队精神。在前三季中，沈腾和王源

分别为两队队长，王牌特工自主选择想要加入

的队伍。王牌队伍从整体上来讲并不固定，团

魂难以形成②。从第四季开始王牌机组成员固

定，成员在节目的录制中感情不断加深，关系

变得越来越密切，互动变得越来越默契。对于

贾玲和沈腾抛出的话题，两位年轻嘉宾都能很

好地接住，形成超越脚本之外的戏剧效果。第

四季获得的成功和团魂的形成息息相关。至此

常驻嘉宾成为节目的品牌要素且一直受关注比

较高。到当前播出的第七季，收视率依然高位

运行，充分说明了嘉宾的号召力。

王牌家族除了已形成自己的团魂外，四位

《王牌对王牌》创新策略初探

任北大校长（何燮侯、蒋梦麟、马寅初），是

参照史料对三位先师作出的符号提纯；明朝绍

兴府“人才旗舰”的描述是参考明史有关绍兴

的著录。

传播资源的“差序格局”左右了地方台的

媒介生态位，但独特的地域文化和地方特色又

是城市台破圈突围的“必杀器”。在人本主义

的价值区间，对本土特色、中国故事、中华文

化作巧妙的符号抽象，再度编译、转码而后进

行美的演绎，籍以达致受众的共情、同理、同

感，这是“小而美”的《绍兴有 Young》在张

扬视听审美的感性魅力，放大“微叙事”的对

外传播效果上作出的有益探索。

（作者单位：绍兴市广播电视台）

金维瑶



BROADCAST

视听纵横2022 ● 2

▼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创新创优之我见

23

成员依托游戏，在游戏中展现各自的特色，在

节目中分工明确。由于沈腾和贾玲是喜剧演

员，因此二人的搭档可以频频出现笑点，观众

在观看时可以获得较好的体验感③。并且二人

在演艺圈人脉广、情商高，可以很好地接住飞

行嘉宾抛出的“梗”，场面十分和谐。关晓彤

年轻且充满活力。节目中她的机灵、活泼得到

了充分展现，在沈腾、贾玲面前是乖巧的“小

妹妹”，与华晨宇搭档又组成亦庄亦谐的迷糊

兄妹组。华晨宇虽然慢热且腼腆，但是玩游戏

时却十分投入，在一些歌曲相关的游戏中，他

的优势更是获得了比较充分的体现，可以弥补

沈腾作为游戏黑洞存在的不足。节目磨合至

此，他们四人不需刻意的人设打造就组成了十

分和谐的王牌家族，四人的互动为节目增加了

诸多意外之喜。

（二）竞技赛制动态更新

综艺节目的叙事张力主要来自赛制和游戏

的推陈出新，赛制、玩法构成了节目的基本骨

架。《王牌对王牌》前三季处于人物设定摸索

以及人物功能摸索状态，设置了王牌特工，以

两队竞技作为结构主线。这一做法的好处是

主线清晰、对抗性强，哪队获胜成为节目的悬

念。但是棚内综艺游戏不似户外真人秀对抗激

烈，且当节目效果更注重嘉宾互动所产生的喜

剧效果而非竞技结果时，两队比拼的结构就显

得过于刻意，也没有受众乃至嘉宾真正在意比

拼的结果。

第四季将这一设定取消，构建了更加轻松

机动的擂台模式，即特邀嘉宾为游戏关主，负

责守护王牌，然后两队之间进行比拼，赢了的

队伍可以获得王牌。当前发展到第七季，赛制

结构又发生了一定变化，划分了王牌家族、行

业王牌代表、飞行嘉宾，游戏更具趣味性④。

在保持团队竞技的前提下，星素结合，依据节

目主题动态更新赛制和玩法，更好地贴合了节

目主题的表达，取得了综合传播效果。至此，

比拼结果不再重要，玩得开心、比得尽兴，让

节目效果历久弥新。

从具体游戏的设计上，实践证明删繁就

简是成功的王道。观众看综艺节目主要目的是

放松，过于复杂的游戏设置，虽然体现了团队

的创意把握能力，但却未必能产生最佳收视效

果。迄今为止，节目最易产生效果的游戏还是

“传声筒”。细部效果的把握在于需被传递的话

语的复杂程度和喜剧包袱，以及多元主体加入

之后的“鸡同鸭讲”的效果。近年来，留学生

嘉宾进入这一游戏，给渐显疲态的节目提供了

耳目一新的催化剂。而“弹雨伞接歌”“三假

一真”“画画猜成语”等游戏创意的推出，让

节目的游戏库不断扩增。

（三）主题情感多元联结

主题情感事关节目的文化输出和受众黏

性。《王牌对王牌》的经典情怀特色环节，成

为节目一大亮点。在前三季中，怀旧情怀系列

基调基本形成，而从第四季开始，节目逐渐将

经典影像和新时代之间联系在了一起，在吸引

大众眼球过程中，也将经典作品的内在精神充

分体现了出来，新时代内容的穿插能够使观众

更好地卷入节目氛围，在节目中找到新的认知

意义，从而产生愉悦感。

第四季的三四期节目邀请了倪萍、赵忠

祥、艾伦、马丽等，在游戏中回顾春晚，不仅

使观众了解到了春晚主持人的经历，也让人感

受到了艾伦、马丽等一些在春晚中比较活跃明

星的敬业精神，使职业精神予以传承⑤。第四

季节目邀请了《水浒传》剧组，记忆中的那些

角色又出现在面前，他们说着当年的经典台

词，仿佛什么都没有改变。唱完整首歌，大家

一起抬头大笑，令人豪气顿生。时光荏苒，情

感和梦想并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褪色。在第六

季中，七仙女剧组进行了重聚，时隔十七年再

相聚，演员们都显得十分激动，也唤起了很多

观众的回忆。第七季节目十分重视传统文化的

体现，展示了对文化的传承，同时加入了素人演

员，每一环节由素人演员情景演绎衔接，以及玩

游戏过程当中增加学者进行讲解。这在一定程

度上使节目文化内涵变得更为丰富。随着王牌

家 族 四 位 成 员 之 间 彼 此 感 情 变 得 更 为 默 契，

王牌家族和嘉宾之间的互动也变得更为自然。

二、《王牌对王牌》的后续发展对策

《王牌对王牌》作为浙江卫视的重点节目，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但综艺节目竞争激

烈，不进则退，且一档栏目无论多成功，也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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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保持创新以延长产品生命周期。在后续的创

制中，栏目还需在人文内核、文化底蕴方面

着力，进一步打造一档有趣又有意义的品牌

栏目。

（一）以时代故事为核心

《王牌对王牌》作为一档合家欢国民综艺，

其受众面为全年龄段。因此，仍然需要以讲述

人的故事为核心，展现嘉宾最真实的状态，从

主题出发设计比赛小游戏，总结往期节目中高

关注量的游戏，从而传递情怀和节目价值。例

如，第七季第二期的反诈主题，在传声筒游戏

中，嘉宾和外国友人共同进行了三轮的方言版

反诈标语传递。这个想法是源于各地民警为了

提高大家的反诈意识而创造的一大批花式反诈

宣传方式。反诈标语本身流传快，接地气。通

过方言传递，增加了游戏的难度和趣味性，同

时紧扣节目主题，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

（二）以情感共鸣为内驱力

在前三季中，节目会邀请经典影视剧组进

入舞台。在一定程度上，嘉宾的邀请能够在观

众群体中促生强烈的圈层情感共鸣。然而，有

时邀请嘉宾会过于关注情怀，一些剧组人员由

于多年未能相见，部分情况下场面会比较冷

淡，这与观众的个体生活和情感经验不符，从

而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同时嘉宾之间进行互动

时较为僵硬和机械，节目最后整体煽情时间较

长⑥。在进行创新过程中，需避免单纯关注怀

旧的情况，将一些具有现代性、人们比较熟悉

的内容融入其中，在娱乐的同时，也能不断提

升个人艺术素养。如 2022 年春晚中表演“青

绿腰”，在展示舞蹈内容的同时，也可以细致

解读舞蹈的产生背景，这部舞蹈诗剧对话北宋

天才画家王希孟，“舞绘”的是青绿山水画的

巅峰之作《千里江山图》。同时也可以进一步

解读与古代诗画相关的舞蹈内容，进而使人们

在观看的同时，更好地在情感上与之产生共

鸣，也能具有更多的收获。

（三）以意义生产为节目内涵

对于综艺节目来说，很大一部分为本土受

众，要想获得发展，就需注重本土化传播。《王

牌对王牌》在发展过程中，需基于大众心理展

开思考，不能单纯模仿或者是生搬硬套。第六

季的节目针对浙江地区的很多本土文化进行了

解读。同时节目在发展过程中，应形成国际视

野，针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深入挖掘，通过将

人文精神、思想观念、道德规范等文化传播

贯穿于节目全过程，并且根据时代需求创新主

题，从而构建受众更为完善的文化框架。⑦在

节目中需将传统文化具有的历史厚重感充分体

现出来，在满足大众多样化文化需求的同时，

也能把大众的个性化需求作为切入点，推动节

目文化内涵方面设计的强化，促进节目实现内

涵式发展。在此情况下，可以使节目内容变得

更有深度与广度。除此之外，节目应将先进制

作理念和制作技术融入其中，适当加入历史素

材，使节目的整体内容变得更为饱满，大众的

观看欲变得更为强烈。

（四）以融媒体思维为主要指导

科技迅速发展过程中，传统媒体逐渐进

入到融媒体时代。在此时代背景下，媒介技术

进行更新换代的整体速度明显加快。在媒介语

境发生变迁的状态下，传统媒体信息运用的语

境、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电视综艺节

目在融媒体时代，需注重多元性、个性化的表

达。年轻人属于观看综艺节目的主要群体，他

们和互联网之间共同成长发展，崇尚自由且具

有个性化特点，这就需要《王牌对王牌》的发

展基于心理层面构建节目思想和年轻人思想之

间的认同桥梁，增强受众的接受程度。

三、结语

《王牌对王牌》作为浙江卫视制作的王牌

节目，一直以来收视率和话题度都比较高，尤

其是从第四季开始，随着节目的变革创新，收

视率明显提高。这实际上与主题升级、团魂建

设、游戏改进之间联系紧密。

在后续的创制过程中，节目始终要秉持不

破不立的基本思维方式，在保持节目既有特色

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创新性发展的路径。从

目前的探索效果而言，以人为本、以情感为

基、以意义为核、以融合为策，是思考发展的立

足点。特别是新一季节目，活化宋韵文化，致敬

新时代，给节目增加了更为多元的效果要素。

为了促进创新性提升，获得更好发展，《王

牌对王牌》应紧扣受众需要、积极做出动态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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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升阳

摘要：人物评选活动中，颁奖仪式是一个

至关重要的环节，它直接关系到这个评选活动

是否成功和出彩。在评选类别不断增多、颁

奖仪式形式不断变化、小屏传播不断带来压力

的情况下，如何让一场颁奖仪式有亮点、有特

色，吸引大众的注意力，需要创作团队在设

计、执行时不断寻求创新与突破。本文以浙江

广电集团主办、浙江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承办

的 2021 年度《风云浙商》颁奖仪式为例，分析

此次颁奖仪式的创新方式和成功做法，为日后

类似活动的举办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电视颁奖仪式　人物评选活动　融

合传播　创新

2022 年 1 月 13 日，2021 年 度 风 云 浙 商

颁奖仪式在杭州举行，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蒋晓萌等 10 位浙商荣获 2021 年度

“风云浙商”称号。“风云浙商”评选活动创办

于 2003 年，至今已成功举办 18 届，共评选出

180 多位“风云浙商”。他们创造的一个个风

云事件，是浙江经济发展的成功典范和鲜活样

本。通过他们，可以更好地看见浙江的未来。

如何办好一年一度的颁奖仪式，展现好属于本

年度获奖浙商的“高光时刻”，“风云浙商”颁

奖仪式创作团队在形式、内容、融合传播方面

都尝试做了创新和突破。

一、内容创新

传统的人物颁奖仪式，因为考虑到均等公

平性，一般都是一位一位获奖人上台颁奖，按

照流程播放获选嘉宾的 VCR、访谈、念颁奖

词、颁奖。为了体现每一位获选嘉宾的风采和

价值，加上仪式总时间的限制，在兼顾个性呈

现的同时，部分弱化了共性的内容，比如，主

题和精神价值的群体特质。此次颁奖仪式以

“聚力高质量　奋进共富路”为主题，为了更

加契合主题，创作团队首次打破固有流程，形

成创新方案，采用篇章式发布，通过“新跃

迁、新赛道、新动能、新航程”4 个篇章，展

——2021 年度《风云浙商》颁奖仪式浅析

电视颁奖仪式创新与突破

整，持续对结构和游戏进行改进，不断丰富节

目主题和文化内涵，提升节目整体质量，增强

节目整体竞争力，进而使制作的节目更能迎合

大众心理需求，推动节目获得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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