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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优之我见

得一见的开花场景引发了大家的许愿冲动。在

金蝉视频团队的引导下，评论区成了大型云许

愿现场，“我想考上好大学”“祝我和家人事事

顺心”等心愿持续霸屏。

随着网友互动越来越多，金蝉视频连夜制

作推出一条《昙花一现直播间秒变许愿池》的

短视频，引导更多粉丝和网友进入直播间。当

晚录制昙花绽放全过程后，第二天清晨又赶制

推出《直击“昙花一现”全程 ！百万网友熬夜

在线守候，只为这惊鸿一刻 ！》短视频，单条

流量达 7515.6 万，点赞近 80 万。

复盘这一流程，除了昙花一现的惊艳场

景，网友的海量评论搭建起了交互式场景。源

源不断的评论为直播间注入新内容，引发新话

题，这也成为新一轮的直播内容并进行二次传

播，进一步提升了用户活跃度，保证了慢直播

的持续火热。

三、结语

近年来，人工智能、5G、虚拟现实等技

术的迅猛发展，给媒体融合带来巨大挑战的同

时，也给融媒体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相信在

不久的未来，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迭代升级和

直播范式的创新、规范，慢直播将会成为一种

常见的新闻报道方式，推动新闻传播产业不断

向前发展。面对这场变革，主流媒体需抓住时

代机遇，积极迎接挑战。唯有这样，才能扛起

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并牢牢掌握新型媒介格

局下主流媒体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①《慢直播：有人在围观大象旅行，有

人在线观看无聊》，腾讯网，2021-06-16，

https://new.qq.com/omn/20210617/20210617A

00O6Y00.html.

②《从“云监工”到“看樱花”，慢直播为

啥火了？》，传媒茶话会微信公众号，2020 年 3

月 31 日。

（作者单位：丽水市广播电视台）

用穿越牵连文脉，用实感讲述“生态”，

用“破次元”带动网感——绍兴市新闻传媒

中心以超常思维策划、创作了全新一季的绍

兴人才形象片《绍兴有 Young》。短片在中国

蓝 TV 客户端上线，不到两个小时就创造了超

180 万人次的观看量。这是主流媒体坚持文化

自信、践行“四力”要求，以匠心之作呼应党

委政府新闻宣传的生动案例。

一、用极具辨识的符号形塑“正青春”的

城市气质

作为全国唯一有据可考的以“名士之乡”

冠名的城市，同时，也是国内唯一两座 2500

多年城址未变的城市之一，士风鼎盛、崇文重

教、唯才是举始终是绍兴城市发展最深厚的给

养。在人才强市、创新强市上升为首位战略的

背景之下，挖掘和张扬战略定位背后的“文化

味”，也是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坚定持守的内

容根本。

如何在短短 5 分钟的时间里，讲好一个横

贯数千年的人才故事 ？如何让绍兴市、浙江省

内外，乃至海内外的受众同理共情 ？如何将

古老的文化符号转码带感 ？这是主创团队从

甫一接到创作任务到卒稿出品一以贯之的主导

思想。

作为一个多场景应用、长时间有效的形象

片，从狭义地展示绍兴人才风采，到广义地展

汪　薇

创意“破圈”：
解开绍兴打造“爆款”短片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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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城市创新活力，主题的表现必须要借助一个

核心的符号，一击而中。通过前期对全市的人

才工作以及 20 余位代表性人才细致、深入的

调研访谈，主创团队紧紧咬住“青春榜样”这

个原点，将历史文脉、名士风范、名人掌故浓

缩提炼成“名士之乡”的精神谱系，将当代青

年人才设计成接续传递这一精神脉络的见证

者、建设者，架构了虚实相间的“人才小宇

宙”的基本叙事框架。这种“成长的接力”“能

量的传递”是泽被后世的精神内涵，也是永不

过时的文化符号，更是解码一座城市历经数千

年而元气满满的“真经秘籍”。

二、以突破惯式的创意传达“独一份”的

社会生态

“名士之乡”人才峰会是绍兴市委市政府

多年来的品牌活动，每年举办一届，人才形象

片是每届峰会的“头炮”。2021 年以来，绍

兴提出“打造青年人才创业最温暖城市”目

标。新一季的形象片本身是否自带“创新基

因”、超越历年来的同类影片，并且对上年轻

人的“口味”，做到温暖而有趣，是构思《绍

兴有 Young》最大的难点，当然也是决定它能

否“一炮打响”的关键。

与央媒、卫视的“财大气粗”不同，《绍

兴有 Young》虽是小成本投入，但无论哪一个

历史时期都不失“绍兴光彩”的名士鸿儒，为

绍兴诞生好作品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力量加

持”。主创团队巧妙利用青年人才中一位动力

学专家的身份，用“风洞黑科技”演绎“想象

力的穿越实验室”，将“古往今来的人才小宇

宙”以手绘延时 + 实景拍摄的方式进行了大胆

的“破次元尝试”。

短片截取春秋、东晋、明代、南宋以及近

现代这几个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绍兴印记”作

为“关键帧”，快速摹画诸如勾践、王羲之、

王阳明、徐渭、陆游、鲁迅、蔡元培等发光的

“绍兴形象”，随即，通过文学、速度、接力、

科技、产业这些关键词，迅速导入今日绍兴的

青年人才干事创业的火热生态。同时，适时加

入丝丝入扣又不乏逗趣调侃的娱乐元素，将宏

大叙事进行了“温柔有度”的艺术改造。

三、将深入浅出的意味糅合“正当时”的

时代主题

在短视频时代，“注意力极限”和“传播

力颠覆”是主流媒体内容生产面临的重大挑

战。基于变革的传播生态“规律”之下实则掩

藏着深层的“非理性”，那就是人的情感慰藉。

出于传播的议程需要，新闻宣传往往带着宏大

叙事的基因。作为对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的热烈

回应，以及对从中央到地方一以贯之的人才战

略的主流舆论担当，《绍兴有 Young》采用“杂

而不乱、糅且有道”的表达手法，用足了现代

感和文化范的碰撞对冲，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

“绍兴印记”作为“关键帧”，勾勒“聚天下

英才”的基本底色。通过一系列古 - 今、快 -

慢的即时切换，迅速导入时代“关键词”，点

燃千年古城正青春、干事创业正当时的火热生

态。同时，适时加入丝丝入扣又不乏机智逗趣

的元素，将宏大叙事进行“温柔有度”的艺术

表达，“人才小宇宙”的内核在全片结尾得以

高亮显示。

比如，以“今天的北上广深”来比喻山

（阴）会（稽）名士的魏晋风流，以“自产带外

销、挂职兼委培”道破明清幕宾的盛极一时。

这边，有故事的老绍兴还在酝酿慢生活，那

边，10 天 120 层楼的装配技术、比“奥运冠

军还快”的创新设计等一些令世界侧目的“加

速度”已经不经意地将时空切换到了风云际会

的新时代。这一秒，在光芯片（PON）上致

青春的海归博士还在调侃“为了 PON 身体发

胖”，下一秒“英雄应该在酒里论道”的潇洒

笑谈已经将“产量占全球三分之一的美味元

素”（虾青素）送到了观众面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片主创经由前期对

30 余位海内外高端人才、文史专家近一个月

的走访、调研，片中涉及的无论是对历史断代

“二次元”的表达，还是现实人物台词脚本的

设计，以及名人名言的语录摘用，都严守主流

舆论场言之有据、言而有信的规矩尺度，充分

尊重历史原貌和现实本来面目，拒绝自以为是

的戏说和低度迎合的“流行”。比如，王羲之

的手绘形象查考的是南朝砖刻珍品竹林七贤画

像砖；用圆规矩尺、显微镜、博士帽来指代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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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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