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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欣欣

户外游戏类真人秀节目
内容设计与地域文化融合研究

摘要：当下，选择具备鲜明

地域文化的城市进行录制成为

户外游戏类真人秀节目的常

态。除了对当地人文、风景的

展示外，节目组还会通过因地

制宜的内容策划与地域特色进

行紧密结合，使得节目人文表

达占据主体性，在娱乐大众的

同时更具文化底色。本文以

《奔跑吧》为例，从游戏情境的

设置、游戏创意的设计与游戏

主体的选择三方面来分析户外

游戏类真人秀节目对地域文化

因地制宜的奇思妙想，以期为

此类型节目内容设计在地域文

化特色方面的挖掘提供参考。

关键词：户外游戏类真人

秀 内容设计 地域文化

近年来，以《奔跑吧》为代表

的户外游戏类真人秀节目，往

往选择具备鲜明地域文化的大

小城市进行录制。大到节目主

题的设置，小到游戏细节的设

计，如何将地域元素与节目内

容进行完美结合，成为户外游

戏类真人秀的重要议题。为了

使节目内容与社会大众产生紧

密情感勾连的同时，也能将立

体化的地域形象呈现在荧屏之

上，户外游戏类真人秀节目一

般通过多维度、深层次地挖掘

拍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人文，

将具有地域特色的情节或细节

融入到节目游戏情境设计中。

这种内容娱乐与文化底色的有

机结合，解决了如何在轻松表

达 中 开 掘 更 多 文 化 内 涵 的

问题。

但这种“结合”，并不等同于

节目内容与地域文化一味地

“契合”，而是根据预设选题与

地域特色在游戏情境、结构环

节、游戏设计、人物设定、游戏

场景等方面进行“磨合”，创造

性地将民间艺术、风土民俗、地

域方言、地方美食、热血情怀等

与节目内容进行融合。户外游

戏类真人秀须避免成为传统文

化的“搬运工”，应将地域文化

巧妙地融入到节目的“肌理”

中，达到既见“血肉”又见“筋

骨”的境界。

一、游戏情境设置：于地域

特色和传统文化中挖掘瑰宝

《奔跑吧》打破了以往游戏

类节目的常规模式，以游戏为

载体的同时为节目内容设计完

整的故事剧情，从而使得节目

剧情设计成为了极致化看点。

《奔跑吧》每一期节目在策划之

初，剧情背景设计均会与录制

地域的空间、景观、历史文化等

发生强关联，加之节目宏大的

场面调度，故而对录制地点有

着非常高的要求。在确定录制

地点后，编剧将根据本期主题

从传统文化与地域特色中汲取

养分，将挖掘到的素材融合到

主题中展现给观众。

每一季《奔跑吧》都设置有

不同背景的主题，囊括历史、武

侠、民间故事、电影、电视剧、物

理、科技、体育、音乐等多种元

素，其中人文历史类题材的背

景仍然占比较大。因此在契合

现代人审美趣味的选题中因地

制宜地融入本土文化，在故事

与游戏相互推进中升华节目主

题，成为真人秀节目情怀转型、

创新升级的不二法门。

如《奔跑吧》第一季首期，为

了反映时代浪潮下义乌人从摸

着石头过河“鸡毛换糖”到逐步

走向世界市场的艰辛旅程，节

目嘉宾化身为玩具店、喜庆用

品店、饰品店家、杂货铺四大家

族，穿越三十年，体验义乌商业

的变迁发展。

第五期在延安乾坤湾，节目

嘉宾与 80位合唱团成员以黄河

为天然舞台背景，在钢琴家李

云迪的伴奏下，为观众呈现了

一场气势恢宏、振奋人心的《黄

河大合唱》。《奔跑吧》第二季第

七期，在煤炭之都山西大同，跑

男团接受了百位工友的热血挑

战，与一线工人进行了一场

10VS100的百人拔旗赛。在《奔

跑吧》第三季第二期，同样是展

示工人朋友的自信与风采，在

“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鞍钢，

让 35位子承父业的年轻鞍钢工

人与父辈进行 PK，将大爱无言

的父子情融入继往开来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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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中。

在与地域文化进行深度结

合的同时，《奔跑吧》还注重将

当下大众生活的真实写照融入

到游戏情境设计中。如《奔跑

吧》第三季第三期在夜生活丰

富的辽宁鞍山进行了一场熬夜

观察实验，选取了东北烧烤、温

泉保健等当地特色元素来展现

熬夜族群的深夜状态，让专家

团从多个角度给出了专业的熬

夜见解，使观众明白了熬夜的

危害。第七期关注城市上班

族，致敬职场追梦人，让嘉宾化

身“上班族”分为业务一部和二

部进行多项业务比拼，展现职

场生活的不易。

二、游戏创意设计：地方风

物与地域元素深度融合

《奔跑吧》节目每一个游戏

或任务在设计之初都会将当地

的自然环境、历史风貌考虑其

中，力求在合理嵌入的同时还

能最大限度地展现游戏的竞技

性和观赏性。《奔跑吧》在游戏

场地方面选择城市代表性区

域，在游戏元素的选取方面也

会考虑将当地的民俗、方言、美

食、民间艺术等纳入其中。

如在《奔跑吧》第三季第三

期佛山“南国谜案”中，结合地

域方言（粤语）、地方美食（椰汁

糕）、地方特产（陶瓷）等因素，

设计了“粤语不NG”、“美味五子

棋”、“泥潭拯救站”三大游戏环

节，既考验了每队男女嘉宾的

合作、速度、反应等能力，又将

当地风物呈现在荧幕之中。

《奔跑吧》第二季第十一期

在太原晋商博物馆录制的“商

品估价”游戏，创造性地将指压

板惩罚与山西特产结合在一

起，由山西老乡推介醋膏、剪

纸、吉县苹果、小米、布老虎、平

定砂器、平遥牛肉、漆器等当地

特色物产，MC分两队竞猜商品

价格。该游戏设计不仅做到了

经典游戏道具与山西价格公道

的各色特产的深度结合，更是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传

统手工技艺传承人、脱贫致富

带头人等朴实勤奋山西人展现

在观众面前。

《奔跑吧》第一季第五期的

节目录制地点位于陕西延安，

历史悠久的陕西文化和秦川地

域特色成为了节目内容汲取养

分的主要来源。在“黄土高坡

那些事”游戏环节，将陕北黄

土高坡的地理常识、黄河流域

古老的民俗文化活动“转九

曲”、延川最负盛名的狗头枣

延伸变幻为爬过斜坡障碍、过

迷宫障碍插旗、摘狗头枣等趣

味游戏。

三、游戏主体选择：让常驻

嘉宾与当地大众亲密互动

不同于其它游戏类真人秀

节目，每季《奔跑吧》节目都有

意识地增加了素人参与游戏的

比重。从第一季第二期将 400
位观众推向上帝视角，可以实

时选择决定兄弟团接受什么挑

战、挑战什么内容及方式，到第

二季第七期兄弟团与奋战在一

线的大同 100 位工人兄弟进行

正面对决，再到第三季“父与

子”主题中的鞍钢工人家庭，

“快乐运动会”兄弟团突袭宁波

五组家庭，“600人声音对决”特

辑中的素人合唱团，《奔跑吧》

节目中一直都有普通大众的

身影。

节目中代表地域性群体的

自带笑点、实力抢镜的素人嘉

宾，不仅展示了专业魅力，还在

趣味无穷的游戏中实现了与常

驻嘉宾的亲密互动。关注普通

群众、扩大群众参与，给予素人

自我展示的空间，是《奔跑吧》

打造素人群像的新模式。在这

种模式下，与主题内容有着较

强关联性的素人嘉宾参与节目

游戏互动，在引发了观众情感

共鸣的同时，也为节目注入浓

厚的专业魅力和时代精神。

荷兰著名文化史学家约

翰·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中

谈到“游戏可以求助于严肃

性，而严肃性也可以求助于游

戏。游戏可以升到优美和崇高

的高度。”①户外游戏类真人秀

节目同样可以借助地域文化将

厚重的传统文化与深沉的家国

情怀以举重若轻的方式融入到

综艺创制中，达到唤醒受众情

感共鸣，直击受众灵魂深处的

功效。

《奔跑吧》作为一档呈现出

强大包容力的国民综艺，节目

主题不断延展提升，表达形式

持续创新升级，在始终关注普

通民众火热生活的同时，怀着

极大的温情与敬意凝望着地域

文化。无论是游戏情境的设

置，还是游戏设计的创新，亦或

是素人嘉宾的选择均为同类型

节目在地域文化方面的挖掘提

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至于如何

将地域文化在综艺节目中进行

更加细腻地解构与重塑，仍是

一个值得深究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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