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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杂谈

中，适当地将内容主体让位给“素人”群体。

中华武术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

遗产，《奔跑吧》多次以“中华武术”作为节目

元素。广东佛山是闻名遐迩的“武术之乡”，是

中国南派武术的主要发源地。节目在佛山拍摄的

武术特辑中，将咏春拳、洪拳、蔡李佛拳等几位

武术传承人邀请到节目中，他们身上所呈现的传

统武术的技艺以及孜孜不倦的习武精神，让观众

透过屏幕畅想当年“一代宗师”的风采。“花馍”

是关中地区的非遗艺术品，寓意着吉祥如意。在

陕西西安，节目邀请了当地手艺精湛的花馍师

傅，带领兄弟团的成员共同体验花馍制作的有趣

过程。通过素人的呈现，让关中地区的这项民间

艺术更为广泛地传播给受众。在素有“拉面之

乡”美誉的青海化隆县，当地手艺人在节目中展

现了叹为观止的拉面工艺，当场挑战吉尼斯世界

纪录。一碗“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的化隆拉

面背后，是手艺人对于传统技艺日复一日的坚守

与传承。

从传播效果上看，《奔跑吧》对素人的运用

与结合，让传统民间技艺更广泛地被受众所熟

知，丰富了节目的文化内涵，彰显了传统文化的

底蕴。

五、结语

当今世界，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日益激烈多

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

站稳脚跟的根基。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多次提出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奔

跑吧》紧随时代步伐，守正创新，以传统文化为

内核构建节目剧情、以地域特色为基础展现城市

风貌、以传统元素为借鉴实现内容升级、以民间

技艺为呈现丰富文化内涵，在节目创新的过程中

不断赓续优秀传统文化，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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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观众的审美层次在不断提高，文化

类节目在综艺节目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高。

这些节目中虽然也有几档文化类节目脱颖而出，

获得大众的关注，但更多的文化类节目花费了

大量人力财力后却并未获得预期的传播效果。

本文从小众文化类节目策划技巧出发，分析近

年来成功“破圈”传播的小众文化类节目在内

容层面所具备的共同特点和属性，为此类节目

的策划所应遵循的艺术规律提出积极的建议。

关键词：小众文化类节目 内容策划 破

圈传播

文化类节目在长时间以来一直是我们国家电

视节目的主流。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荧

屏上除了时政新闻类节目之外，文化类节目是在

电视播出内容中几乎可以和影视剧类节目平分秋

小众文化节目小众文化节目““破圈破圈””路径的内容思考路径的内容思考
王艳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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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节目类型，只是当时出现的形式与现在有

所不同罢了。早期的文化类节目几乎都以纪录

片、专题片和专家讲座的方式呈现。言及至

此，我们需要对文化类节目做一个广义和狭义

上的概念梳理，以便为后面的创作理念分析打

下边界基础。

一、小众文化节目的释义

从广义上说，凡是在某个主题内容下，以

纪实性的影像化手法来剖析社会现象和解读文

化内涵的节目都可以称之为文化类节目。它包

含纪录片类型中的新闻纪录片、文化纪录片、

新闻专题片、文化专题片、文化节目讲座等诸

多类型。最常见的表现方式是解说词或者专家

阐述+影像化的实景再现。

从狭义上来说，文化节目专指那些在某个

文化领域的主题下带有研究、探索、解读和探

寻性质的纪录片、专题片、文化讲座等诸如此

类的视频节目内容。比如我们常见的历史纪录

片、美食纪录片和其他文化垂类纪录片。这类

片子最大的特点是无论对于制作者或者观赏者

都需要一定的文化门槛。而且对于制作者的要

求较高，尤其是在该领域下的知识积累丰富程

度，如果积累不够的话，在节目内容上往往会

出现不同程度的知识纰漏。

正是鉴于文化类节目的品类复杂，内容上

博大精深，所以在本文的讨论中我们需要把框

架范围限制在综艺制作手法和狭义文化类节目

相结合的框架范围内，探讨的“小众文化类节

目”的理解范围是前述狭义文化类节目以综艺

的手法来进行的文化类综艺节目。此类节目在

题材范围上与狭义文化类节目相同，而在表达

手法和制作理念上却与综艺节目更为接近。

这类节目的早期代表作有 《百家讲坛》

《我们穿越吧》，近年来的优秀代表作有《上新

了，故宫》《国家宝藏》《朗读者》《中国诗词

大会》《非凡匠心》等。虽然节目形态有所不

同，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使用了“高端文化

IP”+“品质化情景体验”+“综艺化表达手

法”等创新型的节目表达方式。小众文化类节

目做得及格是一回事，而节目“破圈”又是另

一个层面的难点。尽管“破圈”成为业界对一

档小众领域的综艺节目的最大褒奖，但是其内

容设计层面的技巧才应是编导人员着重思考的

方面。因为能够“破圈”代表一个节目的制作

人员拥有可以把一种“小众文化”以通俗易懂

的方式，让普通的大众了解它，认可它，甚至

是喜欢上它的制作能力。

二、小众文化类节目“破圈”路径分析

（一） 找有受众基础的新鲜“小众领域”，

用大众最熟悉的“节目规则”

笔者刚刚加入电视制作行业时，浙江卫视

的一位资深节目制作老师在内容研讨会上曾经

对综艺节目的“大众”和“小众”内容做过较

为精辟的阐释。他说所谓“大众”和“小众”

其实是一个互生互补的相对概念，比如手机彩

铃文化在2000年初的时候是小众文化，而到

了2010年左右就逐步成长为了大众文化。而

很多人说唱歌跳舞是大众文化，但是如果你上

升到美声歌曲和芭蕾舞又成了小众文化。我们

电视人的职责是找到处于上升期或有具备社会

传承责任的小众文化，通过大众化的视听语言

手段去推广和普及它。这一说法构成笔者对电

视早期内容方面的文化分层理念的最初理解，

也一直影响至今。

以央视非常受大众欢迎的 《中国诗词大

会》为例，中国文化自古就讲究“文无第一，

武无第二”。按照这个理念来说，中国的诗词

应该是鉴赏诗词的精神内涵和享受其审美愉悦

性。而这档节目却把观众熟知的才艺选秀规则

融入了节目中。以节目中的“个人追逐赛”为

例，4位挑战者与百人团同步答题，如果百人

团答错，其面前的花朵将会消失，答错的数量

即为选手得分。每位选手最多答6题，答错者

在绝地反击自救环节中随机选择“横扫千军”

“你说我猜”“出口成诗”中的一种方式进行自

救。自救成功者将继续答题，失败则终止答

题。总分最高者进入攻擂资格争夺赛。

再以湖南卫视的美声艺术歌曲竞演节目

《声入人心》的赛制为例。在这个节目之前国

内音乐类节目的类似赛制主要集中在流行唱

法、Hip-hop、团综偶像选拔等领域，绝大多

数比拼的都是选手的唱跳综合能力或是流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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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掌控能力。时间一长，同类型的竞争难免

会让观众审美疲劳。而《声入人心》则从“音

乐剧”“歌剧”这一类“正统唱法”入手，给

观众开拓了全新的音乐审美方向。纵观整个节

目的规则，其实是在用才艺竞演的“规则”来

做“正统音乐”的比拼。至于节目赛制，基本

上观众看一眼就知道后边是怎么进行的了：3

位分别擅长美声、流行和音乐剧的嘉宾作评

委；10 个选手为一组竞争 2-3 个晋级名额；

后面“1 对 1”“2 对 2”“4 对 4”PK，不断通

过赛制悬念来制造比拼的紧张感。这个节目用

到的所有赛制在音乐类才艺竞演节目中都比较

常见。但是这又怎样呢？制作组就是要利用这

种熟悉的规则来消弭观众和“正统音乐”之间

的陌生感，让观众的注意力跟着熟悉的赛制进

入到新鲜的音乐领域中去。

从成功破圈的“小众文化节目”的节目设

置来看，简单明了的大众化节目赛制必不可

少。如果节目领域是新的，赛制和表达方式也

全部是新的，那么观众看到的将完全是一个

“陌生”的东西，他们在看到这个节目的一瞬

间很可能是“懵”的，很难形成有效的“观众

留存”。这一点自有美学和心理学的理论支持。

在美学理论有“最熟悉的陌生人”一说，即艺

术作品中创作出来的角色既要让观众有新鲜

感，同时也要沿袭一定的文化心理欣赏习惯，

不然观众很难一下子接受角色设定。从这个角

度出发，诸如 《中国诗词大会》《声临其境》

《声入人心》等赛制就一点都不新了，无非是

选手上台挨个展示，评委通过或不通过；然后

选不同的战队或者导师，之后进行逐步淘汰。

赛制称谓和表现形式可能会大同小异，但从赛

制本身而言并没有本质区别。

另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历年的哔哩哔哩

视频平台的跨年晚会。从传播效果来看几乎每

届都能成功地“破圈”，但在笔者看来，这档

节目真正成功的“操作”恰恰是它选择了“晚

会”这种非常主流的表达方式。以往“二次

元”和哔站的各种文化只存在于各种动漫和

UP 主们制作的视频中，很难有如此“宏大”

“史诗级”的表达与称赞。而一台各方面制作

都算精良的“晚会”和哔站的“二次元”文化

相结合，那种新鲜感带给人的震撼和冲击恰恰

是不言而喻，再加上各种愿意传播和分享的年

轻化的粉丝群体，大规模“破圈”也并不

意外。

（二） 突出“人设”反差，做不一样的

“小众文化”节目

好莱坞著名编剧布莱克·斯奈德在他的专

著《救猫咪》中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即为

了让观众迅速地对主角产生好感，往往会安排

类似“救下一只猫咪”的戏份。而综艺节目往

往很难有编剧强硬的戏份设定，因此，选择高

颜值、真性情、专业度高的艺人或素人，在台

本设计中安排类似“救猫咪”的戏份，让观众

迅速代入综艺角色的设定就显得尤为重要。这

也是让小众文化节目更容易“破圈”的讨巧

做法。

比如，近年在韩国创造新的收视纪录的

《Miss Trot》 和 《Mr Trot》 系列的节目，

其中选手的偶像气质和颜值系数是这档节目能

够成功的关键因素所在。“Trot”是韩国的一

种歌谣演唱风格，直译过来有“演歌”或者

“舞歌”的意思，对应到我们国内，类似于闽

南语歌曲唱演或广场舞歌曲唱演之类。一般情

况下，这类的音乐风格是韩国50岁左右的人

群喜欢的曲风。但这档节目反其道而行之，在

女生季和男生季分别甄选了一百多位长相俊

美、身材迷人的年轻一代“Trot”爱好者同

台竞演，让这个本来非常小众和传统的音乐风

格瞬间充满了年轻的气息。除了吸引了大批韩

国大叔大妈们的关注，同时也吸引了一大批年

轻的观众。从这个节目出来的歌手宋佳人一时

间成为韩国最炙手可热的歌手。前述的《声入

人心》在选手甄选环节也采用同样的理念，制

作组并没有寻找身宽体胖的美声大叔们，而是

寻找各个院校或者乐团中长得非常有偶像气质

的年轻帅哥。他们的颜值和气质都不输于任何

现役的一线男星。而且在歌曲的作品选取方面

也同样采用艺术歌曲和经典流行歌曲并重的做

法。比如，这档节目中采用美声唱法的流行歌

曲《青花瓷》就受到很多年轻观众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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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正例就有反例，湖南卫视播出的另

一档小众文化领域的“手作类”节目《巧手神

探》，虽然请的明星不少，但是出现在节目中

的各位手作大师们全部都是有一定年纪的叔叔

阿姨们，虽然有各路流量艺人的加持，但是整

档节目缺少“破圈”小众节目应该具备的偶像

气质。而且，《巧手神探》 的赛制也差不多是

一个新创的模式，“小众领域”+“小众节目模

式”，制作团队的创新意识值得称赞，但是对

观众而言，整档节目的传播度因此大打折扣。

相对 《声临其境》 和 《声入人心》，《巧手神

探》的热度显然就弱了很多。

（三） 新技术新手段加持，带来品质化的

震撼情景体验

综艺节目是在一定时间段线性展开的视听

艺术，视觉和听觉的效果越逼真，带给观众的

沉浸感就越震撼。作为节目策划人员，在注重

内容创新的同时，需充分考虑与新技术和新视

听手段的结合，也是节目创新的重要方向。以

举办了30多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为例，这档

栏目的早期舞美对比如今的舞美技术应用，可

以说有着天壤之别。尤其是近年来有了巨型曲

面 LED 屏以及 5G+4K/8K 高清转播技术等，

观众在电视机前观看的感觉甚至比在现场更具

沉浸感和惊艳度。

提到新技术和新手段对文化类节目创新的

推动，近年来在文化类节目上频频出圈的河南

卫视就很值得大家认真研究。河南卫视 2021

年率先推出了 《唐宫夜宴》，为文化类综艺节

目的创新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节目的创意来

自郑州市歌舞剧院的同名舞蹈节目以及电影

《博物馆奇妙夜》，节目讲述了博物馆中的唐俑

仕女突然复活，在博物馆的文物间进行穿梭，

并不断地进行场景转换，为大家呈现了一段沉

浸式的唐宫夜游图。这个节目最大的技术创新

在于使用了电影拍摄中常用的蓝箱 （抠蓝） +

AR+表演的拍摄手段，把整个唐宫夜景的场景

表现得非常逼真，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河南卫视随后推出的 《中秋奇妙游》《端午奇

妙游》《二十四节气》 等文化类节目也利用了

同样的技术手段，让河南卫视的文化类综艺成

为一个全新的品牌。类似的例子还有央视2021

年推出的 《中国考古大会》，沿用春晚舞台上

已经运用得非常成熟的AI+VR裸眼3D播出技

术，让整个舞台都变成一个立体的博物馆，所

有的文物都以立体的方式呈现在了舞台上。

在文化类节目中应用比较广泛的视听新技

术还有“子弹时间”。这种在电影中经常用来

定格和360度旋转观看的拍摄手法，在舞蹈类

节目中给观众的震撼尤其强大。比如，河南卫

视的舞蹈类节目《舞千年》就是利用这种技术

让中国的传统古典舞有了全新的观赏感。

文化类综艺要想创新，一方面是在创意上

进行挖掘，另一方面是在视听技术的创新上进

行研究。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创意有了新技术的

加持，完全可能成为一档惊艳的新节目。

三、结语

在笔者看来，要想做好文化的专业性和综

艺节目的娱乐性，二者可以兼得。首先，在内

容策划层面，需要遵循电视节目本身所具有的

艺术规律。电视是一种线性的视觉艺术，优势

是细节丰富，情绪性强。缺点是留存性短，无

法展现过于复杂的思维逻辑。而很多优秀文化

却拥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层次，且由于曲高和寡

的缘故，很多种类离观众的现实生活太远。用

观众熟悉的节目规则和视听语言手法往往既能

发挥电视艺术的长处，又可以让普通观众便于

接受。

其次，综艺节目和小众文化艺术的结合是

为了更好地推广它，让更多的观众对它感兴

趣，并让它获得更多关注以延长其艺术生命

力。理解了这层意思，我们在用综艺节目向观

众推介一种艺术形式时，启用更能给大众带来

亲近感的嘉宾，选择更便于大众理解的新技术

手段，同时突破大众对该艺术的陈旧认知，而

代之以更时尚的包装，方能使节目更具美誉度

和传播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综艺化传播之

路依然任重道远，每个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的

电视人仍需加倍努力。

（作者单位：霍尔果斯原子娱乐传媒有限

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