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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治愈视角下艺术治愈视角下
节目参演嘉宾的真情调动节目参演嘉宾的真情调动

李星霖

摘要：节目嘉宾的真情调动往往离不开嘉

宾的自我刺激，而艺术创作的过程往往是创作

者重新审视自我、回望自身的感受过程。这种

对表演者自身身心的影响恰恰是艺术治愈理论

所聚焦的研究重点。本文将从艺术治愈中“情

绪宣泄”和“重建生活意义和生命感受”的角

度对嘉宾情感调动进行联系分析。

关键词：艺术治愈 情感调动 舞台表演

什么样的节目是打动人心的节目？虽然答

案千差万别，但一定都绕不开真诚真挚的情感

因素。随着语言类、音乐类、舞蹈类等节目掀

起一轮轮收视狂潮，节目嘉宾在表演过后敞开

心门地表达表现已经成为推动节目冲上网络热

搜不可或缺的因素。本文将从“艺术治愈”的

视角来分析为何嘉宾总能在音乐、舞蹈、朗读

等表演后愿意谈及久不触碰的过往经历，甚至

向大众谈起从未公开过的真实秘密。

一、节目嘉宾情感调动与艺术治愈的关

联性

当下对于艺术功能的主流归纳多集中于“对

外”上，也就是对受众的影响，比如对受众起到

的“认知功能、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等”，但艺

术治愈却不同，它的研究角度往往是“对内”

的，也就是研究艺术创作对艺术表演者自身的影

响，其中就必然包含对表演者内心的情感调动。

艺术治愈是指艺术创作者通过参与展示艺

术的形式来进行自我治愈，美国艺术治疗协会

也曾提出过“艺术创作便是治愈”的观点。当

创作者的内心被创作过程激发时，往往会产生

极大的情感波动和表达欲，而这也成为本文可

以将“艺术治愈”和“节目嘉宾情感调动”进

行联系分析的连接点。

二、情绪宣泄与自我打开

舞台上节目嘉宾的表演形式是多样的，如

音乐、舞蹈、朗诵、绘画等，但不管是哪一种

艺术创作形式的治愈和激发，都有相通的原理。

对于有故事的嘉宾来说，在每一次创作过后都

极有可能触动其内心的深层感受，而从艺术治

愈角度出发，触达的第一层往往是在“情绪”

层面上产生作用。让节目嘉宾在艺术表现中积

极打开自己，首先就需要将积压在内心的情绪

排空，借助情感宣泄，为更正面的情绪引入和

接下来的行为做好铺垫。

2017 年演员斯琴高娃在 《朗读者》（第一

季第六期） 中的表现，至今让很多人记忆犹新。

斯琴高娃是一位一直在别人的故事中流着自己

眼泪的优秀演员。而在 《朗读者》 的现场，她

留下的每一滴眼泪都属于她自己，留下的每一

滴泪都是怀念母亲的忧伤和牵挂，这也是在那

时那刻在她心中积聚的强大的负面情绪。而对

于这些负面情绪的宣泄则是通过舞台演绎，斯

琴高娃选择的朗读篇目是贾平凹先生的 《写给

妈妈的一篇散文》。朗读前，她说“谨以此献给

我的母亲，人虽然去了，阴阳相隔，牵挂是永

生永世的。”在朗读中当读到贾平凹的文字“妈

是死了，我在地上，她在地下，阴阳相隔，母

子再也难以相见。顿时热泪肆流，长声哭泣啊”

时，伴随着她大量的呜咽声、情感停顿，她自

己也留下了行行长泪。宣泄的眼泪除了让观众

也在共鸣中留下泪水之外，也调动了斯琴高娃

本人的情感，表演结束后，走到舞台中央的斯

琴高娃对台下的年轻观众真挚地说“我希望在

座的很多人，如果你们的爹娘还健在的话，从

现在做起不晚，好好地爱他们，好好地伺候他

们，好好地哄哄他们，别太多的犟嘴”。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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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如果离开了强烈的情绪宣泄，话语是难以

如此的朴实和真挚的。

功夫大师李小龙曾说“他通过武术动作表达

自己，比如困惑、激动、气愤”。其实人体的运

动过程也是表达自我的过程，对于内心受到压抑

的节目嘉宾的每一次身体的舞动也可以是宣泄的

过程。比如在湖南卫视热门综艺 《舞蹈风暴》

（第一季第一期） 中，舞者王晨艺坦言因为在某

档综艺节目中经历了不愉快的事情，遭受到了网

络暴击，回归生活后的自己经常害怕短信、电话

或者敲门声，害怕和别人接触，不敢和别人聊

天。节目中，他带来的舞蹈主题是“社交恐惧

症”，其中充满了大量被扭曲的肢体动作。王晨

艺选定的“风暴时刻”瞬间是用手“扭断”自己

的头，表达的是一种被外力伤害的形象化抗议和

宣泄。舞蹈结束卸下些许负担的他，也长舒一口

气表示已经做好了准备迎接新的努力和开始。

当然，如果不是通过艺术创作的形式，而

是其它如单纯的直达人心的访谈也可以让斯琴

高娃、王晨艺等人敞开心扉，真情地面对受众，

但舞台上嘉宾的艺术创作用一种新的方式让其

更能全身心地表达自己的恐惧、愤怒、思念等，

进而有了打开自我内心的可能。

三、重建生命意义与心门敞开

单纯的情绪宣泄并不是艺术治愈的目的，

艺术治愈希望通过艺术创作将负面情绪排空，

并且为创作者注入积极的人生意义，帮助其找

到自身在人世间的积极感受。这其中首先包含

赋予其豁达的人生态度、开放的人生视角，其

次还包含人存于世必不可少的生存感受，如

“存在感”（通过艺术创作感受到自己真真切切

的存在），在创作中的胜任感 （有能力胜任完成

的自信感），在运用形象元素中和大自然、和世

界万物的连接感 （人与天地万物不是分裂存在，

而是联系紧密的群体），以及在传播和接受中产

生的归属感 （来自于群体传播中他人的共鸣理

解和交流） 等，当人感受到这样的存在意义时

就更容易敞开心门地表达表现。

以浙江卫视《天赐的声音》（第二季第三期）

中歌手张韶涵和万妮达的现场演绎为例，张韶涵

选择演唱的歌曲是王菲的《棋子》，歌词中“我

像是一颗棋，进退任由你决定”的无奈情绪也恰

恰是最触动张韶涵的，她希望可以用girl power

（女性力量） 的方式宣泄对于这种论调的抗议，

并且要通过自己的演唱把女性从压抑到崛起的过

程演绎出来，赋予歌曲新的生命表现。就像乐评

人流水纪说的“《棋子》这首歌本身的主题是幽

怨的，而张韶涵和万妮达的表演让人感觉到了女

性对于觉醒、对于公平、对于独立的坚定。”

从艺术治愈的角度来看，张韶涵对作品的

演唱实现了艺术表现给自己鼓舞和坚定力量的作

用。而从自身的表演、现场乐评人和其他嘉宾的

点评交流中更是让张韶涵感受到了她存在于世的

积极生命感受。比如通过精彩演绎找到了有能力

做好自己的自信感和引发他人对于“女性崛起”

共鸣而得到的归属感。这些都有助于她在表演后

更加敞开心门地分享自身故事和真实感受。果

然，在大家的共鸣交流中，针对“独立”“不惧

怕”的情感关键词，张韶涵和现场所有人分享了

从未对大众分享过的心情。针对当年闹得沸沸扬

扬“被母亲肆意抹黑，脱离母女关系”事件，张

韶涵回忆：“在当时，我的唱片公司、所有人围

着我说‘张韶涵，你要出来跟大家道歉，因为道

歉，将来的路才会更好走。’”但她却说“我没

做错，为什么要出来道歉？我从我生下来，到我

现在，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任何人的事情，

我问心无愧”。这一番话的再现也引起了网友的

心疼，并推动节目登上了话题热议榜。

不可否认，如果没有演唱的情绪宣泄和在

演唱中找到生命存在的意义感受，张韶涵的语

言和行为很难有如此大的情绪调动。艺术治愈

也给节目制作者对于节目嘉宾在表演后的串接

以启发，如果希望表演者在艺术创作后敞开心

扉表达，就应该尽力地去感受嘉宾的情感并且

让嘉宾感受到其他人与自己的连接和共鸣。

不同类别的节目，如言语访谈、真人秀游

戏等，对于节目嘉宾的情感调动有不同的调动

手段。同一类别的节目也会有不同的调动方式，

本文从音乐、舞蹈、朗诵等艺术表演类节目出

发，探讨“艺术治愈”视角下的嘉宾情感调动

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方向，也希望能以此引发

更多新的观点和思考，为嘉宾表演后的节目创

作提供有益的参照。

（作者单位：浙江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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