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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杂论

文化节目文化节目研发策略分析与展望研发策略分析与展望
陈 睿

2022 央视春晚歌舞类节目 《只此青绿》 火

遍全国，火到国外，引发观众热议；去年河南卫

视《端午奇妙游》节目的开场水下舞蹈《祈》惊

艳了观众；今年春分时节浙江卫视首推的节气晚

会《“中国好时节”春分篇》实现了强大的传播

声量。不难发现，这些节目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息息相关。《只此青绿》的灵感、造型等均源

自宋代画家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祈》形象

化展现了今人对曹植《洛神赋》、顾恺之《洛神

赋图》的想象，《“中国好时节”春分篇》则是

以“春分”为主题，以宋韵文化为笔墨，创新展

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近年来，国家对文化

的发展越来越重视，人民对于文化的需求越来越

大。一方面得益于我们国家正在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战略，经济实力愈发雄厚，物质基础

愈发丰富，精神文明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另一方

面，西方国家文化入侵、颜色革命的手段层出不

穷。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风险挑战依然严峻，坚

持文化自信，弘扬主流文化，才能更好维护国家

主权和文化安全。正因为如此，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理应也必须成

为主流媒体平台的职责使命。

一、文化节目的发展阶段

回望过去，我们可以把文化节目发展梳理归

纳为3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偏重内容层面的直接传播，即以

直观呈现古代诗词为主，围绕诗词内容展开同场

答题竞技，邀请文化行业的教授学者作为嘉宾，

对核心内容、生僻故事等进行讲解与阐述，达到

普及知识的效果。比如央视的《中国诗词大会》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谜

语大会》，东方卫视的《诗书中华》，浙江卫视的

《中华好故事》《向上吧！诗词》《汉字风云会》，

河北卫视的《中华好诗词》等。

第二阶段是强化载体表达的间接传播，即以

文化载体为主，通过不同的文化载体，间接呈现

其中蕴含丰富多元的传统文化，邀请明星嘉宾参

与到节目中，与观众一同学习、一同感受，达到

激发学习的效果。比如央视的《朗读者》《见字

如面》等，聚焦文学作品、书信等内容，以诵读

的方式表达个人情感和家国情怀；央视的《典籍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书画里的中国》等，聚

焦古代典籍和书画名作，挖掘背后的历史故事和

文化知识；浙江卫视的《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

中国》，爱奇艺的《登场了洛阳》《登场了敦煌》

系列节目，则聚焦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物考古

等，尽显文化观察的独特视角；还有央视的《衣

尚中国》、浙江卫视的《妙墨中国心》、B站与河

南卫视共同打造的 《舞千年》 等，分别聚焦服

饰、书法、舞蹈等不同形式内容，挖掘传统文化

的丰富内涵。

第三阶段是注重整体意境的有效传播，即综

合运用各种文艺手段，系统展现不同地方的文化

特色、文化产品、文化地标、文化元素等，从而

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下旅游、文创等的深

度融合，进而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前

文提到的河南卫视的《元宵奇妙夜》《端午奇妙

游》、浙江卫视的《“中国好时节”春分篇》等，

均是从文化晚会的角度出发，借助舞蹈、歌曲等

文化元素，辅以场景、道具等氛围营造，向观众

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浙江卫视的《还有诗和远

方·诗画浙江篇》则是从文旅融合的角度出发，

基于浙江诗路文化和省域品牌主题词“诗画江

南 活力浙江”，呈现浙江厚重的人文底蕴，诗意

化描绘浙江深入践行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火热

场景，由此进行的深入探索与实践。

二、当前文化节目的创制策略

文化节目发展到今天，全国的媒体工作者投

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涌现出一批优秀作

品。本文以 《还有诗和远方·诗画浙江篇》 为

例，具体分析当前文化节目的创制策略。

第一，文化的表达具体生动，有烟火气。要

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就得从具

体内容入手，从人间烟火切入，务必让观众看得

见、摸得着。《还有诗和远方·诗画浙江篇》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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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已是第三季，节目始终坚持烟火气的表达，在

缙云走进黄帝祠宇，了解与黄帝相关的典故，追

溯百家姓的源头；在仙居走进江南第一书院“桐

江书院”，进行一场风雅消暑大会，将丰富的历

史人文知识和有趣鲜活的环节设计相融合；在磐

安再现“茶市百景图”，由当地文旅局职员和普

通茶农扮演的互动环节，重现了古代江南茶市盛

景，传播了茶文化相关内容；在温岭聚焦渔民郭

文标，他自筹资金成立民间海上救助站的故事，

至今已救起海上遇险者两千余人，体现了温岭渔

民们互帮互助的传统美德。节目之所以能得到领

导认可和观众好评，与其中的贴近群众、贴近生

活的内容挖掘与展现密不可分。

第二，文化的阐述鲜活可感，有时代性。不

能限于文化的内容，而是结合当下时代的创新实

践，在实践中展现文化的先进性引领性，让观众

从中能切身体会和深刻感悟。《还有诗和远方·

诗画浙江篇》用举重若轻的方式体现浙江人民善

于“闯”、勇于“试”、敢于“冒”的基因，生动

展现活力浙江的精神风貌。在德清介绍全国首个

以县级政府名义申报的新职业“民宿管家”；在

松阳展现了退伍青年张俊杰返乡创业养蜂的故

事；在松阳陈家铺村走访“飞蔦集”等带动当地

经济发展的民宿，以及由村会堂改造、依山而建

的先锋书店；在富阳走进千年古村东梓关村，这

里不仅有以水墨江南为灵感重新设计修缮的“最

美回迁房”，更有自主创业新形式“后备箱集

市”，共同感受古老和活力的完美结合，切实展

现了浙江打造现代版富春山居图的创新实践。节

目播出以后，国家广电总局《监管日报》专题点

评节目“诗意化展现乡村振兴发展成果”。这种

时代化的阐述贯穿节目策划、踩点、录制、剪辑

全过程，才有最后的成功。

第三，文化的传播立体全面，有新鲜感。现

在是全媒时代、自媒时代，信息的传播方式是多

元化、碎片化、分散化，因此要针对不同传播渠

道、不同受众群体推出不同的内容，做到大传

播、广覆盖、强效果。《还有诗和远方·诗画浙

江篇》在缙云直播“缙云烧饼挑战赛”，在富阳

则开启了慢直播+片段直播，观众以互动答题、

接近录制观察等方式参与到节目创制中；创新运

用真人和虚拟人合唱的形式完成主题曲，邀请白

举纲与频道宋韵数字推广人“谷小雨”共同演唱

《寻一页星光》，以新技术、新领域、新方式赋能

文化传播；同时在中国蓝新闻客户端策划活动专

题，与观众进行线上互动；在微信小程序搭建活

动页面，通过回顾节目精彩内容，征集观众评价

建议，集中介绍浙江各地美景美食，以及投票评

选“最具诗画与活力城市”等内容打通传播路

径，吸引观众参与，反响良好。

三、未来文化节目的发展构想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文化节

目必将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

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

更好走向世界”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在新时

代、新征程中，文化节目还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

探索与创新。

第一，文化切口更小、更专业。泛泛而谈文

化无法取得良好的效果，必须找到更细更具体的

文化元素，比如《只此青绿》《祈》等舞蹈的极

致展现，就会产生良好的效果；比如《中国诗词

大会》可以专门做“李白”“杜甫”专场，从他

们的个人经历、历史背景、现代影响等方面做深

做透。

第二，文化表达更真、更具体。人民群众喜

闻乐见的内容才会产生广泛、持久的影响。坚持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要在

表达上紧密贴合群众需求，以真实、立体、全面

的内容赢得群众认可。

第三，文化展示更新、更潮流。立足新时代，

文化节目必须采取符合当下发展潮流和审美标准

的艺术方式，创作更为丰富多元的内容，包括

AR、CG、虚拟人等先进技术，带给观众新鲜感、

时代感，从而产生更好的反响、更大的影响。

第四，文化传播更广、更全面。传播力是考

查平台实力、内容影响的关键因素，好的内容要

产生好的影响，必须要有好的传播。因此，文化

节目在策划研发时就要统筹考虑大屏、小屏等不

同终端的传播体系，适配不同的节目内容，最终

形成强有力的传播和影响。

归根结底，文化节目始终是主流媒体内容矩

阵的重要部分，必须持续投入，久久为功。就像

浙江卫视在《妙墨中国心》节目的基础上，正在

积极研发系列文化节目，形成强大的节目品牌，

期待涌现更多的精品力作。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