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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场景转换完成多场景直播。在转换场景的时

候，主持人要避免出现信息空白的现象，争取在

直播时间内传播有效信息。这就需要主持人提前

做好工作，对本次直播内容了如指掌，一旦出现

信息空白的情况，主持人也可以及时补充有效信

息。⑥就像在“太湖之恋”的直播报道中，直播

方安排了采访沿河跑步的市民。对他们的采访安

排其实是一个等候式的采访，因而市民会不太自

然。这个时候就需要主持人灵活机动，提前预判

冷场话题的出现，及时转换话题，避免出现直播

时的尴尬。

主持人也要合理把控时长。《“太湖之恋”

长三角联合大直播》“嘉善站”是整个直播的中

间站，只有30分钟的直播时间。因此，主持人

必须要把控好直播时间与直播内容。比如，当嘉

宾聊到自己比较感兴趣的点的时候会拖沓冗长，

主持人要及时巧妙地打断，接过嘉宾的话茬帮他

进行总结，然后顺势引出下一条短片。因为整场

直播的时间是 90 分钟，如果因为嘉善超时了，

势必会影响下一个连线点的时长，进而影响整个

直播进程。因此，在小屏直播中，主持人必须要

对时长有合理把控，确保不会因超时而影响后续

的直播进展。

三、结语

在新媒体时代下，小屏直播成为传统媒体新

闻报道的重要手段之一。在直播过程中，离不开

主持人较高的专业水平与综合能力。这需要主持

人不断创新，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明确在小屏直

播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探寻优化策略，明白“用

户在哪里，我们就得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

的主战场、主阵地”这一道理，进而有机会成为

大众信赖的“网红”，提升媒体融合背景下小屏

直播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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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嘉善县广播电视台）

摘要：晚会主持不同于一般的主持，是一个

非常讲究现场互动和受众需求的主持类型，同时

又要求主持人在具备一定个人风格的前提下不断

生产新的语言和形式，由此接受美学即可成为一

套契合晚会主持要求的基础理论。本文通过美学

中“审美愉快”“期待视界”等概念有机引用到

关于晚会主持的讨论和实践中，从而进一步揭示

晚会主持人和受众的彼此关系，并指出相应的主

持策略，以更好地开展工作与实践。

关键词：接受美学 晚会主持

诞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的接受美学理论，

其所指向的是受众和创作者的关系建立过程，旨

在讨论一个文本或作品如何更好地影响受众并被

接受美学理论视阈下接受美学理论视阈下
晚会主持的提升思考晚会主持的提升思考

孙大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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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众所接受。对于晚会主持而言，最早接受美学

是被引入到关于电视节目制作的讨论和研究中，

其后又被引入到关于春晚的研究中，用于探究主

持人如何通过“审美愉快”“期待视界”等概念

来帮助自身更好地表达和互动，并与观众形成更

为良好的互动关系。

一、接受美学的理论解读

接受美学以“受众中心论”为核心主张，强

调一切生产都应从受众出发。接受美学“主张艺

术作品的历史本质，绝不能被单纯的艺术品生产

的考察和作品描述所抹杀，相反我们应把美学看

成生产和接受的辩证过程”。①与其说接受美学所

重视的是受众，不如说接受美学所注重的是如何

在受众和生产者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关系。

在接受美学最初萌芽的60年代，康斯坦茨学派

提出了“走向读者”这一全新的美学思路，姚思

则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期待视野”的概念，之

后又有学者提出了“召唤结构”和“隐含的读

者”概念。

（一）姚斯的期待视野

“期待视野”是姚斯文学史理论中的一个重

要概念，是其在卡尔·波普尔科学哲学概念的基

础上，吸收海德格尔的“前理解”与伽达默尔

“合法的偏见”的历史性和生产性提出的。②姚斯

提出在文学接受活动中，读者的文学阅读经验及

趣味、素养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欣赏

要求和欣赏水平，构成了思维定向或先在结构，

在具体阅读中，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审美期待，而

这即是所谓的期待视野。

由于期待视野的存在，受众或读者在观看一

个作品前，已然存在某种预先设置的结构和判

断。这种结构和判断是根据受众之前所有的各种

经验、知识、记忆和情感融合产生的，受众或读

者在形成观看行为时，会让作品和内心预先设置

的结构产生碰撞，如此才形成了最终的审美体

验。因此，如果将这一概念移置到诸如电视节目

或艺术传播类节目中，那么期待视野就意味着受

众会事先对这些节目进行类型内容、偏好和主题

风格的判断，从而在观看时与节目形成某种隐秘

的内在联系，观众会不自觉地带着过往的经验和

预先形成的期待视野看待这个节目。但是在姚斯

的理论中，这种期待视野是更多拘泥于文学领域

的，并且是一种所谓的“前理解”，其在概念上

并不完善。对此，还可以作出进一步的补充。首

先，期待视野并非只施加一次影响，而是一种绵

长的反应，是一个随着节目进行不断作用的过

程。其次，期待视野是会在不断观看下逐渐变更

和扩大的，当节目打破了原有的期待，观众便会

形成新的期待视野。如此当我们将期待视野看作

是一种前理解，那么节目或晚会主持都可以预先

通过各种形式来帮助观众塑造前理解，从而缩短

审美距离，让节目和主持为观众提供更好的观看

和审美体验。

（二）伊瑟尔的隐含的读者

伊瑟尔在接受美学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隐

含的读者”这一概念，在伊瑟尔“隐含的读者”

概念中，隐含读者不是实际读者，而是作者在创

作过程中预期设计和希望的读者，即隐含的接受

者。它存在于作品之中，是艺术家凭借经验或者

爱好，进行构想和预先设定的某种品格。并且，

这一隐含读者业已介入创作活动，被预先设计在

文艺作品中，成为隐含在作品结构中的重要成

分。显然，这个“隐含的读者”排除了许多干扰

因素，更符合作者的“理想”，甚至可以说，是

第二个作者，即作者自言自语时的聆听对象。

如果将“隐含的读者”这一概念放置到节目

的创作或是晚会的主持中，即在节目和台词进行

设计和彩排时，其所有创作不仅是在面向现实的

受众，同样是在面向隐含的受众。如果我们将文

学文本的创作视作是作者和自己内心构想的理想

读者的一场对话和交流，那么节目或是主持的创

作同样可以看作是一种对潜在受众互动的把握和

预想，而这正是隐含的读者可以在晚会主持这一

实践中所起到的作用。

（三）“空白”理论

伊瑟尔在提出“隐含的读者”这一概念之后，

又进一步提出了“召唤结构”的概念，而其中所

引申出的“空白”理论则可为节目制作或晚会主

持提供十分有益的启发和指导。所谓“空白”理

论在伊瑟尔的主张中被称作是“本文中悬而未决

的可联系性”。③朱立元先生进一步解释说：“所谓

‘空白’，就是指本文中未实写出来的或未明确写

出来的部分，它们是本文已实写出部分向读者所

暗示或提示的东西。”④倘若我们将其放置到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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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中，则可将其理解为一种通过前后文的联系

以及持续的双向互动下，对受众给予的一种潜在

的引导和暗示，这种引导和暗示能够帮助受众更

好地理解事物并让主持获得更好的表达效果。

二、接受美学与晚会主持的关系分析

（一）“受众中心论”对互动关系的重视

晚会主持与其说是掌控整个活动流程，不如

说是在构建一种双向的可持续流动的互动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受众即观众成为接受的主体，并

被邀请到整个活动流程的创作中。主持人的语言

表达和非语言表达都在引导观众进入到现场的视

听体验和审美体验中，帮助观众更好地梳理现状

并形成持续性的感受。如此，接受美学之于晚会

主持即是在明确受众的主体地位，让主持人和制

作人时刻意识到互动关系建立的必要性。主持的

实践绝非机械的运动，而是需要根据不同的节目

和当下现场的具体情景而时刻调整变化的，主持

人有着明确的媒介任务，并应该成为活动中的引

导者和掌控者，不仅需要时刻保证流程的正常进

行，同时更需要在互动的间隙，为观众提供更多

的想象和感受。

（二）“期待视野”和“隐含的读者”对主

持的认知改变

“期待视野”和“隐含的读者”在主持中的

引用，实际上是为主持提供一个全新的认知视野

和思考方向。通过对这两大概念的理解，可以发

现主持不再只是一种简单的现场传播行为，而是

一种可以进行事先预谋和规划的，具有绵延性质

的实践活动。也就是说，主持人在准备阶段，就

可以对之后到场的观众进行审美和感官上的影

响。首先在“期待视野”下可以明确观众在观看

一个节目或一个晚会前，早已拥有了一个提前设

置好的结构，也就是“前理解”，而主持和节目

所要做的正是缩短这种审美距离。因此，主持人

在进行彩排、流程设计和台本创作时，应该充分

考虑到现场观众的审美偏好和审美需求，并通过

提前的宣传和准备，影响观众的“前理解”。其

次，就“隐含的读者”而言，无论是节目设计还

是语言表达，主持人必须做到“观众”的时刻在

场，并意识到无论是舞台和服装的设计，抑或是

语言的表达，都将成为观众的审美因素之一。如

此，“期待视野”和“隐含的读者”即能通过其

独有的概念内涵为主持提供全新的实践认知。

三、接受美学视阈下晚会主持的提升对策

（一）针对不同受众进行相应主持风格设计

主持人主持风格的形成一方面有利于塑造自

身的主持形象，在风格的延续下与观众形成某种

内在的默契，同时也为观众提供一个可预判的审

美视野。由此，就“期待视野”而言，主持风格

的定位和形成是十分重要的部分，意味着主持人

有自身特有的语言表达方式和外在一脉相承的形

象特点，同时还具备一定的个性和特质。但是作

为晚会主持人而言，并不一定会只接受一种类型

的晚会，而是时常需要面对不同的晚会和受众，

如此风格延续下更为重要的是能够自如且自觉地

调整主持的整体设计。不同的晚会和受众，具有

着不同的需求和偏好。例如，笔者在之前所主持

的“宁波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晚

会”，面对的受众是来自宁波市各单位各部门的

党员，因此，在偏好上会更注重隆重、正式的视

听表达。晚会本身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诞

辰，是一个十分具有历史意义和节点意义的晚

会。笔者在主持稿的设计和外在形象的设计上，

皆呈现出强烈的主题性和恢弘色彩，并突出了历

史感、时代感和荣誉感。如此设计，恰恰是在受

众的“期待视野”下所形成的。受众的经验和偏

好以及晚会本身的特性，决定了晚会在审美体验

上的需求和方向。这些因素决定了笔者在进行主

持设计时，会相应地进行调整和预设，从而达成

缩短审美距离的目的。

（二）“隐含的读者”下构建隐秘的互动关系

晚会主持实际上也是一个文本叙事的过程，

其中文本的形成始终是在面向“隐含的读者”。

晚会主持无论是从角色的定位，还是文本的叙事

都在构建一种隐秘的互动关系。在这一关系中，

可简单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叙事中主体角色的

定位、叙事语言的选择和叙事互动的设计。首

先，在主体角色的定位上，所要注意的是主持人

所期望形成的叙事是何种叙事，所面对的受众是

何种群体。就春晚而言，春晚主持人所应扮演的

是一种亲民的主持角色，既需要有个人的表达，

同时也代表了集体。我们经常能在春晚中听到关

于“我们”“咱们”的叙事；其次，是叙事语言

的选择，在面对年轻群体具有都市时尚气息的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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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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