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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节目现场，作为驾驭节目进程的主持人，

是整个节目推进的核心，“不仅要完成好基本的

信息传递任务，同时还需要对节目的进程和现场

节奏进行综合把控”。①英文中的主持人常常被叫

做“anchor”，这个词兼有锚的意思。在电视节

目当中，主持人常被叫做“host”，也兼有“主

人”“东道主”的意思，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

出了主持人的重要作用。无论是广播电视节目，

还是现场活动，主持人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挑

战和隐患。这其中有自然环境的因素，比如突然

下雨或是风力突然变大导致设施设备受影响等

等。非自然因素方面，例如，搭档突然忘词、现

场突然断电、音响设备发生故障、演员和观众中

有人突发疾病等等。一个优秀的节目主持人在这

些情况下必须直面挑战，化解危机，保障现场观

众和演职人员的人身安全，在最短时间内采集信

息，评估现场状况，“以积极自如的话筒前、镜

头前状态，进行有声语言创作”。②那么，在危机

条件下，现场活动主持人又该如何救场呢？

一、生命至上原则
在主持大型活动过程中，主持人的身份是多

重的，既是驾驭节目进程的人，又是现场活动的

协调员、安全员。一旦出现险情，主持人应该立

即响应，以生命至上为第一原则，协助主办单位

和现场工作人员排除险情。比如，在2008年浙

江杭州的一场晚会的现场，近千人的大会堂现场

突然断电，所有场灯、音响全部失效，会场停电

应急灯光开启。此时，如果确认是电路跳闸并有

火险隐患，那么根据生命至上原则主持人应该立

即有序疏散演职人员；如果没有隐患，那么应该

立即救场，为后续完成晚会做协调。当时现场主

持人没有慌张，而是立刻大声安抚现场观众。在

与场务人员确认停电没有火险隐患，并询问主办

方领导同意后，及时向台下观众通报情况。10

分钟以后电源重开，演出继续。这是主持人以生

命至上原则救场的一个典型案例。再比如，

2017 年，在浙江某制作中心 800 平米演播室，

前来录制节目的一名小学生在舞台上突然脸着地

晕倒失去意识。情况紧急，现场主持人立刻停止

节目录制，抱起小朋友奔向与制作中心大院一街

之隔的某大型医院。半路上该同学苏醒，在等到

急救人员和监护人赶到后确认没有大碍后，主持

人才返回节目现场，继续节目录制。后来经过了

解，这名小朋友仅仅是因为不适应舞台上的聚光

灯导致昏厥，并无大碍。幸好是这样，如果是因

为其他突发疾病，主持人没有迅速救人、救场，

那么就有可能耽误宝贵的急救时间。

由此可见，主持人在节目进程中是与观众、

嘉宾、演员打交道最直接的人，信息掌握相对全

面。万一现场出现险情，危及到观众和演职人员

生命时，如果主持人不敢作为或者反应迟缓，很

容易耽误拯救生命、排除险情、化解危机的最佳

时机。

二、主动补位原则
主持人救场的主动补位原则是指主持人在搭

档、团队成员出现问题时不回避、不躲闪，主动

帮助其解决问题，最大限度终止和挽回损失，保

证节目能够延续顺畅完成。现场直播补位救场方

面，例如，在某卫视“马航MH370搜救”特别

直播过程中，因为事件突发，现场实况信号信源

来自于海内外多个渠道而不太稳定。在信号中

断、传输图像出现不稳定扰动时，主持人立刻发

声：“好的观众朋友（停顿），好的观众朋友，这

里正在直播的是……我们刚刚关注到了……”救

场情况下说两遍其实有部分是说给团队听的，提

醒导播将画面切换回直播间。观众听不到导播间

里面工作沟通和解决问题的声音，如果不主动补

位，主动发声救场，不少观众就会认为是电视台

的问题，影响直播的专业性和传播效果。

现场活动补位救场方面，例如，在杭州某学

校功勋科学家报告会上，报告人虽年事已高，但

在台上两次婉拒学校助理人员陪在边上。因其德

高望重，现场负责人也非常尊重老人的意见。但

是在展示其随身携带的，装着核试验现场石头标

本袋子的环节时，因为袋子太重，报告人的一只

手需要拿话筒，另一只手多次尝试举起不成功，

主持人现场主持人现场““救场救场””策略分析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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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秒钟左右的时间非常尴尬，上千人的观众席

已经出现了不少交流的声音，一旁的校方人员也

不知道该怎么办。在这样两难的时候，主持人立

刻上前补位，躬身而语：“教授，请允许我帮着

拿一下，给大家更好地展示。”展示环节结束后

立即退回到台侧，这样既照顾到了长者的需求，

也更好地使报告会得以顺畅进行。

三、对等共情原则

对等共情原则是指在节目进程中救场要秉持

人文关怀。《论语·卫灵公》中述：“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作为主持人即使是在救场条件下，

也要“做到真挚、坦诚、融洽、平等”。③比如，

小朋友是所有节目嘉宾当中比较容易出状况的。

在早些年某卫视的新闻节目中，主持人采访小朋

友一个户外登山方面的问题：“你是怎样在没有

吸氧的条件下登到山顶的？爬上去的时候难不难

受呢？”其实这个问题在节目之前已经对接交流

过大致的答案，而这个时候小朋友的回答却是：

“叔叔，我要尿尿……”于是主持人赶紧让小朋

友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去洗手间，转而问旁边的家

长先前的问题。小朋友要去洗手间，有些是紧张

的条件反射，有些是不太愿意回答。在这样的条

件下一定不能追着问，避免节目陷入尴尬。

如果“忽视嘉宾的反应；为完成访谈预设提

问简单而机械”④，这很容易错失救场机会。比

如，在某卫视音乐评论节目的演播室访谈中，创

作人嘉宾在谈到自己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因为感

情问题离家出走，连母亲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非

常难过。原本节目想挖掘其离家出走的原因和后

面的悔恨，分享给更多的青少年朋友们，增进父

母和子女的相互理解。但是该嘉宾在谈到这里的

时候泣不成声，悲痛不已。这个时候，主持人在

现场递上纸巾，在十几秒钟的舒缓时间之后，转

而将话题引向了别的方面。此时编导组在主持人

耳机中喊话试图让主持人将话题引回并追问该嘉

宾是否后悔，但是到录制结束该主持人也没有这

样做，为的就是防止嘉宾过度悲伤而在下节目后

无法走出回忆中的阴影，主持人的一句“还是让

我们把话题转回到音乐创作上面”，在一定程度

上阻止了潜在不确定的隐患和后果的发生。

四、总体托底原则
救场的总体托底原则是指，在团队节目进程

当中，如果团队成员出现较大失误和偏差，主持

人也应该及时进行救场，“要切实担负起信息传

播畅通无误的重任”⑤。绝不能因为“又不是我

的问题”这样的思想作祟，错失救场的宝贵时

机。例如，在2013年浙江余姚抗洪直播节目中，

某位记者在现场直播连线时，因为不了解周围其

他点位救援力量的最新进展和救援物资的运输进

度，在连线结尾时表达不当，过分夸大了这个点

位的危急程度，和前序报道不符。在这个时候，

如果主持人不做评论进行救场，就会使得整个节

目前后矛盾，严重情况下可能会影响后续抢险救

灾的有序进行。于是主持人在直播卫星连线结束

后立刻主动加上评论：“这位记者的现场介绍非

常细致，很多的需求我们已经做了详细记录，此

刻各方的救援力量和物资正在向这里集中，虽然

有一些堵点没有打通，但是相信在人民子弟兵、

公安、武警、消防等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

解决这个点位的问题，我们随后的各档直播节目

也会及时报道救灾的最新进展和当地的最新需

求，让我们团结一心，夺取抗洪救灾的全面胜

利。”救场中的主持人不仅仅代表自己，更是代

表着团队和平台，只有总体托底当好“守门员”，

才能彰显责任担当。

当下，媒体融合正在向纵深发展，融媒体直

播更加便捷，直播的频率也快速增多。在这样的

条件下，对于包括救场能力在内的主持人的综合

素质要求也在不断提高。每一次救场都是一次艰

难的素养提升，主持人可以把危机看作是危险的

机遇，掌握好以上救场的四个原则，不但有利于

把握机遇、化解危机，也有利于自身素养的提高

和平台口碑的提升，更好地面对新时代媒体融合

发展出现的更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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