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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音乐节目一直是综艺创作领域重点

关注的课题，有着广泛的观众基础，天然具有

热度和话题性。本文从 《闪光的乐队》 的制作

特点、创新逻辑及未来发展方向出发，探究一

档音乐节目如何平衡专业性、娱乐性和社会性，

用自己的音乐“态度”彰显栏目的“温度”，在

观众中引起更大范围的热度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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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光的乐队》

近年来，音乐类综艺节目呈井喷式增长，

制作团队在以音乐竞演为核心的基础模式下不

断升级创新，尝试叠加许多新元素寻求此类节

目的破圈之路。如今的观众期待久违的令人兴

奋的声音。当大家还在讨论下一个音乐类综艺

节目爆款何时出现时，2022 年开年，浙江卫视

全新大型音乐文化节目 《闪光的乐队》 便给出

了答案。

《闪光的乐队》阵容强大，既有实力强劲的

乐坛前辈，也有才华横溢的后起之秀；既有拥

有天簌之声的实力唱将，也有能够点石成金的

音乐制作人。不同类型的音乐人横跨了30多岁

的年龄差，每一位音乐人身上都承载着不同年

龄段观众的年代记忆，这样的超强阵容通过不

断地磨合、重组，共同碰撞出具有创新性的音

乐作品。

节目播出以后，CSM64 城市组收视率创下

了破 3 的最高纪录，强势领跑周末档同时段省

级卫视节目。同时，《闪光的乐队》荣登微博综

艺影响力榜TOP1、微博综艺话题榜TOP1，在

综艺节目如何更专业化分众化综艺节目如何更专业化分众化
——谈音乐节目《闪光的乐队》的发展之路

沈 健

员一个主观视角。他们不但演绎典籍相关的故

事，还会从他们的视角回叙一些补充信息。这

两种视角都极大地提升了观众的参与感和投入

度。而最出彩的是节目组设计的这两个视角的

交汇，形成了一个穿越时空的对话场景，这是

一个叙事结构的重大突破，同时造就了情感共

振的高潮。通过重新合理架构叙事结构，让受

众在接受信息的过程中不断获得感官刺激，进

而触发共情能力，不失为一种高级的叙事能力。

除此以外，去繁为简，抓住核心，极致表

达，也是另一种引发共情的方式。黑龙江卫视

的 《见字如面》 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节目抓

住读信这一简单但又极具温度的形式，摒弃了

其他元素，仅辅以贴合情绪的背景音乐，将信

函的力量通过声音这一载体无限放大。受众在

接受信息的过程中，不断被写信人的情感表达

和读信人的情绪波动所影响，在极简的环境下

达到最大化的情感共振。

四、结语

政策的扶持、平台的重视、受众的认可，

无疑给如今的文化类节目提供了良好的创作氛

围。在不断涌现出圈力作的趋势下，文化类节

目的创作者更应该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创作条

件。文化类节目涉及的内容大多和传统文化相

关联，但是创作节目的思路不能再套用传统模

式，而要充分利用新时代给予的新思路、新途

径，生产出符合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的节目，最大化地实现文化类节目的思想价值

和经济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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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中引起了广泛的热议。通过这一现象我们

可以看出，当今综艺节目的发展正在不断地突

出主题性和对受众人群进一步细化的趋势。美

国学者梅星尔和洛文斯在 《媒介、讯息与人的

视角》一文中指出，“分众不仅体现在受众的社

会关系结构中，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也是呈

现出专业化的分众化的趋势”。①突出专业化和

分众化是 《闪光的乐队》 所努力的方向。“乐

队”一词与华丽的乐器演奏、火花四溅的灵感

合作有着紧密关联，在当下多元审美需求下，

乐队摇身一变，成了音乐类节目的关键词。作

为音乐综艺的新面孔，《闪光的乐队》缘何能够

脱颖而出呢？

一、音乐组合的社交化表达
真人秀是“特定虚拟空间中的真实故事，以

全方位、真实的近距离和以人物为核心的戏剧化

的后期剪辑而做成的节目”。②如同 《闪光的乐

队》当中的闪光音乐人，在这个舞台上不仅要赢

得现场观众的支持和喜爱，更要打动其他音乐

人，寻找志同道合的音乐伙伴组成乐队。真人秀

是音乐类节目发展中所经常选用的方向，闪光音

乐人紧张刺激的组队环节是节目的一大看点。

首期组队就诞生了许多“反差荫”的组合。

在自由交流组队的空间里，各位音乐人不同的

组队方式也颇具戏剧性，有的主动出击，向心

仪的合作拍档发出邀请；有的一拍即合，属于

名副其实的“双向奔赴”；有的“静候缘分”，

希望可以有意料之外的收获，于是不可避免的

“抢人大战”一触即发，将节目推向情绪高潮。

音乐人或许不善言辞，在音乐中却不怯于表达，

他们通过双向选择组成音乐拍档，以乐队形式

挑战改编经典歌曲。第一次的组队选择中，说

唱歌手张震岳混搭国风少女周洁琼共创国乐新

作；拥有清澈嗓单、善于用音乐讲故事的品冠

和焦迈奇一拍即合；李玉刚被新时代的音乐类

型吸引，邀请符龙飞尝试年轻曲风；胡宇桐、

李润祺意属摇滚老炮张楚，渴望同喜爱的前辈

学习合作；萧敬腾、张碧晨跳脱出原有选择，

与未合作过的歌手激发新的化学反应。

在《闪光的乐队里》，节目组在社交内容的

呈现上有着难能可贵的克制与坦诚。节目现场

舞台区域和后台区域融为一体，形成共同表演

场所，在观众面前真情流露。《闪光的乐队》节

目中“后台”被置于凝视的“舞台”之上，展

现了乐队的幕后故事。面对竞争压力，闪光音

乐人如何以专业的能力素养、积极的专业精神

传递给观众理念与思考。“舞台”与“后台”的

融合平衡了“真”与“秀”之间的关系。情境

的设立确立了人物标签的建立，通过戏剧化的

视听语言表现给观众，“真人秀+后台观察”的

节目形式，“一个空间、两个现场”的节目形态

激活了节目视角。克制和坦诚的态度贯穿了整

个节目。克制，是用轻描淡写的笔墨，勾勒出

音乐人的性格与乐队成员之间的化学反应。坦

诚，则是通过以音乐会友的形式，与大众情绪

形成共鸣。在 《闪光的乐队》 里，观众通过组

队选歌阶段的社交内容，看到不同音乐人身上

散发的人格魅力。

在第二期节目中，梁龙动情地演唱了崔建

的 《飞了》，王靖雯回忆李荣浩的 《我知道是

你》 给自己苦难的境遇带来力量时，更是泪如

雨下。杨坤表达了对已故师姐陈琳的知遇之恩

和感激之情。品冠则分享了与光良在无印良品

时期共同创作了 《掌心》 的故事。这些质朴、

坦诚的表达与观众的收视情绪形成了共鸣，观

众沉浸于无数的感动瞬间，也是节目组的诚意

输出之时。歌坛老将在和年轻一代的合作中，

发现两代人之间审美的共振点。没有组过乐队

的实力歌手在这里实现了自己的音乐梦想，再

次突破自我。年青歌手抱着进一步成长的态度，

期望在前辈音乐人的带领下获得更大的成长。

在这个开放的音乐节目里，闪光音乐人坚守自

己对音乐的感情，怀着对舞台的敬仰，集结在

一起，在音乐的道路上努力前行。

二、音乐风格的突破性融合
《闪光的乐队》节目之所以受欢迎，其魅力

在于“现场”。现场表演非同一般的感染力，让

每个站上舞台的人，都散发着光芒。好的音乐

现场不仅能让台下观众沉浸其中，也能让音乐

人充分激发表演欲。 这次参加节目的大部分

歌手本身独立创作能力就很强，将这些优秀的

音乐人重新组合成乐队，确保了乐队合作的高

水准。节目带来的舞台想象，还在于音乐人对

自身的突破。前辈闪光音乐人不忘初心，寻找

以前的那份热忱，同时也以包容的心态学习当

下的曲风，为自己的音乐风格注入新鲜血液。

年青一代的闪光音乐人在组建乐队的过程中逐

渐形成自己的音乐风格。

对于音乐人来说，参加这个节目本身也是

一次“寻找自己”的旅程。在不同音乐人相互





TELEVISION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视听纵横 2022·3

▲…
…

…

………

综艺论道

思维冲突碰撞中所产生的化学反应，最终形成

了 《闪光的乐队》 对经典歌曲的改编演绎。经

典华语歌曲的改编和翻唱一直是音乐综艺节目

所一直追求的。《闪光的乐队》首期节目中，音

乐人用一首首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曲点燃了观众

的热情。一首经典老歌承载的是一代人共同的

记忆，也记录着一个时代的音乐符号。节目把

舞台交给属于各个时代的歌手，为经典音乐注

入新的时代色彩；对经典进行重新的诠释，也

让观众在熟悉的旋律中找到新的情感共鸣。

乐队既是 《闪光的乐队》 节目模式的关键

词，又为整个节目增添了更多的看点。乐队文

化的核心无疑是Live,将成熟的音乐人以乐队形

态重组的节目模式，确保了乐队合作的高水准。

现场演绎的创造性与唯一性是 《闪光的乐队》

节目最吸引观众的看点。歌手唐汉霄、王靖雯、

马伯骞组成的 C 爆 （SVAI） 乐队演绎的 《漠河

舞厅》可谓极具电影感。无论是马伯骞的独白、

唐汉霄的钢琴还是王靖雯的声音，三者的完美

融合让歌曲呈现的爱情故事更添凄美。由歌手

杨坤和杨丞琳组成的“杨杨”乐队与音乐人张

亚东一起，以父女对话的视角演唱了一首 《萱

草花》。杨丞琳身穿洁白的婚纱，与杨坤一起将

观众带入到父亲目送女儿出嫁的催泪场景当中。

歌坛老将与年轻一代的合作中，发现两代人之

间审美的共鸣点，“使受众文化价值认知产生了

叠加联动的传播效应，形成了兼具视听性、审

美性、民族性的多渠道文化表达和电视传播景

观，折射出节目在激活文化记忆、弘扬优秀文

化、凝聚文化认同等主题功能价值方面的意义

回归和表达空间”。③通过不同代际、不同风格

的碰撞，实现创作的破圈。歌手张碧晨和周晓

鸥组成的“大沸周张”乐队以一曲 《我还年轻

我还年轻》，实现了沧桑感与明亮感的融合。李

玉刚与符龙飞更是相互请教学习。符龙飞向李

玉刚学习昆曲，李玉刚则向符龙飞学习街舞和

打碟。他们二人将昆曲、说唱、打碟、街舞等

不同风格的音乐元素融入其中，实现了传统与

流行、国风与电子相互碰撞，成功破圈。“识别

是意识形态上的快乐，受众通过这种快乐来识

别并确认自己的意识形态形成的立体性。如果

这种快乐是真的，基本上只是一种低层次的快

乐”。④而在 《闪光的乐队》 这个“因热爱，而

闪光”的舞台上，歌手们征服观众的是音律上

的技巧，打动人心的则是对音乐的热爱，舞台

演出充满了音乐节的质感，用实力改编塑造舞

台新的表达。

节目让音乐回归本质，模式与规则的成功

充分激发了音乐人的创作热情。乐队形成的舞

台呈现，让渴望突破自我的音乐人看到了自身

更多的可能。

三、音乐元素多角度呈现
浙江卫视 《闪光的乐队》 是一档对音乐有

“态度”，热爱有“温度”的节目。以乐队形式

混搭各类音乐，用全新的方式呈现新派综艺，

给音乐舞台带来了不一样的风尚。浙江卫视在

音乐节目领域已经深耕多年，从最早名扬天下

的《我爱记歌词》，到已历经十年的综艺常青树

《中国好声音》，和以“声音凝聚力量”为宗旨，

从声音的本身出发，努力寻求品质音乐和专业

审美的回归为节目核心的《天赐的声音》，再到

与抖音合作推出的 《为歌而赞》 利用“大屏首

唱，小屏二创”的跨屏互动创新玩法助力好声

音，多媒体融合破壁出圈，让华语音乐的生命

力能够不断扩展空间。可以说，音乐类综艺节

目 《闪光的乐队》 的出现，让浙江卫视音乐综

艺大家庭喜添新丁，以社交属性为音乐的价值

温度，用富有创造力的优质音乐作品去诠释对

音乐的态度，这也是节目的价值观所在。

《闪光的乐队》节目的出现让浙江卫视音乐

类综艺节目方阵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生态。广大

音乐人可以在这个方阵实现有效地进阶和流动

提升。通过不断升极创新，尝试叠加更多新元

素寻求音乐风格的破圈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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