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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可更多地选择具有现代性的语言表达，活

用网络语言和流行语言，少用太过宏大的表述。

在面对更为庄重的场合时，则使用特定的具有仪

式感的语言形式。再次，在叙事互动的设计环

节，一方面可通过台本的设计，主动地和受众形

成现场互动。例如，2018年的春晚中尼格买提：

“不瞒大家说，今年春晚上台之前，我也发了一

条微博。我说，此刻最想念的就是妈妈包的饺

子，但是现在只能遥寄相思和祝福，发完马上就

有人怼我了，想知道他们怎么怼我的吗？”这里，

尼格买提选择了通过台词直接与现场形成互动。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主持流程的设计来制造互动机

会，例如抽奖、现场游戏等。此外，互动的时机

和切入点同样需要加以选择和考虑。一方面应该

紧密地跟随时事和热点，另一方面不能影响晚会

现场的流程安排和连续性。

（三）“空白”理论下对主持节奏的掌控

在晚会中，所谓的空白分为两个方面，一方

面是流程中的间隙时间，另一方面则是语言中未

直接表明或旨在暗示观众的内容。很多晚会主持

人在进行主持时，习惯用语言填满整个流程的空

隙，这很容易让观众形成疲倦感和紧张感。因

此，主持人需要活用“省略”“停顿”“概要”和

“场景”这4种叙事技巧，为观众提供背景和情

景的同时，让观众有余地进行消化和想象，而不

是一味地全盘托出。

在语言内容上，更多的是对观众进行认知和

感受的引导，而不是进行所谓的解释和交代。例

如，在2015年的春晚，李咏：“董卿，把春节晚

会比作视觉盛宴，应该说毫不夸张。节目里有好

听的，也有好玩的；有开心的，也有感人的。接

下来给大家来一个高难度惊险的怎么样？”董卿：

“好啊，下面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一个杂技《绸

吊顶技》。各位请注意：这个曾获国际大奖的节

目中有很多令人惊叹的绝技，会让我们一饱眼

福。”这里所使用的语言内容其实就是在场景交

代和要素引导下，留下了空白，从而让观众有一

个提前的审美判断和审美期待，并促使观众形成

更丰满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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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电视和网络媒体的发展，综艺节目

制作不断创新改革，类型日益丰富多样，其中真

人秀节目在近十年成了“中流砥柱”，在此类节

目受到大众喜爱的同时，有关节目中主持人的

“角色功能”和“去主持人化”的现象也被大量

关注和讨论。本文以相关真人秀节目中主持人生

存空间的现状进行分析，打破真人秀节目“去主

持人化”的现状，探索在节目发展过程中主持人

棚内竞技类真人秀节目主持人的棚内竞技类真人秀节目主持人的
角色定位与发展方向角色定位与发展方向

彭奕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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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创新发展的路径。

一、棚内竞技类真人秀节目主持人的角色

定位

（一）主持人的角色功能

主持人是指具备采、编、播、控等多种业

务能力，在一个相对固定节目中的个人，集编

辑、记者、播音员于一身。麦克卢汉在传播学

理论中将广播电视主持人定位为传播子系统，

是服务于广播、电视等媒介传播的重要环节。

从这个最初的概念中不难发现，主持人是具备

强大能力的节目组织者和节奏掌控者，从媒介

意义上而言，是节目的代言人，通过自身的专

业性保证节目的稳定进行，将节目内容完整展

现给观众，传达节目的内涵和实质，帮助观众

建立起与节目间的桥梁，增强观众与节目的联

系，从而达到节目的预期效果。

（二）真人秀节目走红的原因

真人秀节目能够迅速占据市场，一方面，

离不开真人秀节目的明星效应。真人秀节目大

部分会选取一部分固定嘉宾和一定比例的飞行

嘉宾。这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节目在具有稳定

粉丝群体的基础上，也有潜在的用户空间和用

户规模，这是当前国内大部分爆火的真人秀节

目的生存之道。这类节目对于明星的邀请在稳

定用户规模的基础上也提高了节目的看点。另

一方面，真人秀节目的故事性和戏剧化，不像

按照特定流程拍摄的剧情片或是故事线索明晰、

人物关系明确的电视剧，真人秀节目具有更多

的不确定性和真实性。这无疑拉近了节目与观

众的距离，“真”是真人秀节目吸引观众的首要

特色，“人”是真人秀节目的核心要素，真实记

录，没有剧本，客观反映实际，将好坏对错交

给观众进行评判。

（三）主持人的定位

棚内竞技类真人秀节目的主持人如《超级

女声》中的何炅，《达人秀》中的程雷，《我是

歌手》中的汪涵等，可以说是真人秀节目中非

常出彩也不可或缺的存在。以《我是歌手》为

例，节目从第一季开始，让同是竞演歌手的胡

海泉担任主持人的角色进行节目流程串联，到

后来的张宇、古巨基、李克勤等专业歌手加入，

为节目的宣传推广与创新提供了热点和参考价

值。但这样的设置对于一档竞技类的真人秀节

目而言，会给比赛的公平性带来质疑。这样的

双重任务也使得一人分饰两角的歌手承担过多

的压力。因此，每一季节目直播的总决赛，都

会由专业主持人来完成主持任务。

第三季节目中孙楠临时提出退赛的要求，

汪涵对于这一突发状况的处理让我们看到，作

为节目主持人，不仅代表着自己，也代表着媒

体形象。汪涵在耐心听完孙楠的表达后，说的

第一句话是：“既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那

么接下来就允许我掌控一下。”紧接着是和团队

的沟通，“请导播抓紧时间为我准备一个3-5分

钟的广告时间，谢谢，我待会儿要用”，并且再

三确认是孙楠的意愿而不是节目组有意为之，

“接下来我要说的这段话有可能只代表我个人的

观点，而不代表湖南卫视的立场”等话语的表

达，既阐明了观点和立场，又维护了节目组和

播出平台的公信力。

当大众习惯了电视的传播方式后，往往会

不自觉地忽略主持人在传播过程中的重要职能。

尤其在真人秀节目中主持人职能的弱化是不可

否认的事实，但弱化并不是消失，某种程度上，

是主持人功能的转化。在节目能够稳定进行的

基础上，主持人职能变成了固定化、规则化的

存在。主持人从来不是节目的主要角色，大部

分时间是一个参与其中的旁观者，但在突发情

况发生时，就是风险的化解者。

二、真人秀节目主持人职能弱化的原因

从真人秀节目走红的原因出发，不难理解

真人秀节目主持人职能的弱化。首先，节目邀

请了明星嘉宾。作为明星，他们本身就极具话

题度，也具备一定的控场能力和应变能力，只

要节目组发布固定的活动规则，他们便能够引

导节目进行，也能够处理一些小意外和小状况。

明星能够拥有众多的粉丝，他们的能力自然是

不必怀疑。在这样的实际情况下，设定专门的

主持人进行引导和节目规划，便显得多此一举。

另一方面，真人秀节目的核心要素是“人”，是

在公众视野下暴露较少的“素人”。真人秀节目

想要展现的是“人”的真实反应，在没有外力

干预的情况下的真实情况，主持人的过多引导

和控制很显然会违背节目的初衷，也无法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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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需要。在此基础上，主持人职能再被过

度强调就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嘉宾和主持人职能的重合导致主持人被渐

渐边缘化。不难发现，在以竞技和比赛作为主

要内容的棚内真人秀节目中，嘉宾是占比较大

的一部分。比如，在 《超级女声》《中国好声

音》这样的音乐类竞技节目中，节目制作方会

选取音乐界具有权威的大咖作为嘉宾坐镇，一

方面提高节目知名度和可信度，另一方面，提

高节目的价值，从实际出发，为参加节目的选

手带去专业化的点评。嘉宾能够为选手提出专

业化的点评和改进方向，帮助选手得到锻炼和

成长，而主持人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在某种意

义上，嘉宾也能够自然地带动节目流程，这使

得主持人更加边缘化。此外，在这类节目中，

选手在演唱过程中，嘉宾的讨论和交谈甚至可

以作为镜头语言，向观众展示专业音乐人在评

选过程中的反应，这更是主持人无法涉及的领

域。也就是说，主持人的边缘化，某种程度上

是和节目嘉宾职能的同质化，在这类真人秀节

目中，主持人能够被嘉宾所“取代”。

无论是出于哪种原因，主持人职能的弱化

和现实占比的降低是不争的事实。但尽管如此，

主持人的职能在弱化，却不能被完全取代。这

在另一个纬度上要求真人秀节目主持人不能安

于现状，而是尽最大努力实现破圈。

三、棚内竞技类真人秀节目主持人的破圈

之道

（一）找准定位，明晰个人风格

作为具有专业素养的主持人，首先要与节

目调性相符合，找准自身定位，在节目中恰当

地展现自己的价值，发挥作为节目主持人的

作用。

笔者参与的节目《我就是演员》，从导师到

竞演演员、行业专家、助演演员、同台嘉宾近

30位，每一位都需要有观点的表达。如何在流

程推进过程中完成节目设定的目标，把控节目

进程，以及对演员接受评点过程中的矛盾冲突

能够恰如其分地控场与协调，对主持人的角色

定位和话语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演

员盛一伦在表达自己对于剧本的选择不由自主

等观点过后，引发了现场激烈的讨论。面对现

场多位老师的指责，盛一伦不禁落泪。作为主

持人是离现场最近，感受最清晰的人，第一时

间做出的反应既要有主持人的客观性，又要给

予嘉宾适当的人文关怀，在合适的时间把话语

平台给予盛一伦，并且要认识到主持人的态度

也是代表着节目组的立场。

主持人在适应节目调性的基础上更为重要

的是具有个人风格，成为被观众记得住的存在。

在主持人职能弱化的同时更不可妄自菲薄，主

持人不是节目的附属品，与节目相适应并不是

毫无原则和底线的顺从。对于真人秀节目，主

持人需要更真切地融入节目情境，对节目流程

的引导减少过往程式化的语言模式，向观众传

达具有个人风格和特色的表达。

（二）加强学习，提高职业素养

虽然嘉宾和主持人功能出现了重合，界限

在逐渐模糊，但专业主持人的思维能力和专业

素养仍然是嘉宾无法企及的高度。时代瞬息万

变，作为专业主持人，加强专业能力的学习和

训练尤为重要。更快地融入节目，更好地应对

节目变化，用全新的主持理念和专业的主持能

力适应不断创新的节目形式，是主持人实现长

远发展的底气所在。

当主持人以个人形象出现在荧屏上的时候，

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是代表着党的新闻

工作者这个群体。我们要传递好党的声音，时

刻牢记岗位赋予的神圣职责。厚植人民情怀，

忠诚于党、明德敬业、服务人民，肩负起新时

代的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

随着节目形式的变化，真人秀节目对主持

人而言，与其说是一种风险，还不如说是一个

全新的挑战。只有不断地提高专业能力，满足

市场需要，才能在电视节目中重新取得举足轻

重的立足之地。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节目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