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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杂谈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重要渠

道。近年来，我国的职业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

有关职业教育的利好政策频出。正是基于国家大

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为出发点，响应国家政策与

时代号召，浙江卫视聚焦新时代下的社会热点行

业和新兴行业，于2023年2月18日起每周六22:

00 推出发型师竞技真人秀 《手艺人大会·发型

师季》。该节目邀请了全国50位发型师选手，在

由李晨、罗美宝、张大大、伊一组成的“发评

团”的见证下，共谱技艺乐章，最终决出一位最

强发型师登上冠军宝座。节目致力于发掘有独特

技艺、匠人精神与先锋观点的新时代手艺人，聚

焦发型师这一手艺行当，带领观众走进手艺人的

世界，从“头”开始寻找美、发现美、感受美，

一起保持初心、点燃信心、塑造匠心。本文试图

以《手艺人大会·发型师季》为例，探究其在融

合路径上的创新与不足，希冀找出我国综艺节目

创新的可行之路，旨在为其他国产综艺节目的创

新发展提供借鉴。

一、找准细分领域，突围传统赛道

当前，卫视综艺市场仍处于降本增效下的冷

“‘“‘匠人匠人’’精神精神++真人秀真人秀””综艺节目的综艺节目的
融合创新探析融合创新探析

——以浙江卫视《手艺人大会·发型师季》为例

施 羽

以更大程度上扩大平台的影响，塑造平台的品牌

形象，同时通过主题定位鲜明的系列节目抢占用

户心智，培育平台气质，生产高品质内容，以期

能在竞争中以差异化的战略突围。④浙江卫视通

过打造《中国好声音·越剧特别季》这一综艺品

牌，巩固了“美好中国”品牌战略发展方向，这

对于平台而言是好事，对于越剧这一流传百年的

传统戏曲而言更是难得的推广机会。

四、结语

“转椅”+“越剧”，“传统”+“现代”，《中

国好声音·越剧特别季》的热播，既为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和推广找到了新路径，也为传统艺术

如何与时代同频共振提供了新思路。

综艺 IP 与传统文化产生联动效应，对于国

民综艺IP《中国好声音》来说，不仅为自身品牌

价值做出增量，带来持续激活 IP 活力的良好市

场反馈，也为综艺节目和文化节目的创新结合打

开新思路。正如文艺评论家仲呈祥所点评，“节

目普及越剧知识，培养越剧观众，彰显越剧艺术

的青春美、现代美、江南美和中华戏曲的美学魅

力，为中华戏曲的艺术践行‘二为’方向和‘双

百’方针、努力实现‘两创’探索了一条新路

径。”借助电视媒介，拓展文化传播链路，并发

挥地方文旅特色，此次浙江卫视在深耕“美好中

国”战略品牌的基础上，在新时代下坚守传承传

统文化的使命，透过文艺节目增强人民精神力

量，对中华文化之美展开创造性探索。《中国好

声音·越剧特别季》的创新形式，也对文化类节

目的升级研发，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①李尧坤 《从传统越剧向现代越剧的转

换》，《文化艺术研究》，2009 年第 1 期，第

14页。

②杨晓浤《越剧剧目如何适应当代审美》，

《戏文》，2007年第3期，第37-38页。

③张楚《小众文化综艺节目的品牌塑造策

略研究》，《新闻传播》，2020年第9期，第3页。

④贾雯霞《综艺节目“品牌系列化”传播

策略分析》，《红河学院学报》，2020年第18卷

第1期，第3页。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节目中心）





TELEVISION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视听纵横 2023·3

▲…
…

…

………

综艺杂谈

静期之中。在内容布局层面，大制作、强明星、

重资源的S级项目、综N代的内容垄断局面被打

破，“小而美”的综艺迎来了更多浮出水面的机

会。正如梅里尔和洛文斯坦曾提到，分众不仅体

现在受众的社会关系结构中，大众传播媒介的发

展，也呈现出专业化和分众化的趋势。也就是

说，内容的细分正是分众化的体现。通过节目内

容的垂直细分，节目更加符合“小而美”“小而

专”的主题调性。在此背景下，作为综一代的

《手艺人大会·发型师季》应时而生，凭借对选

题立意及内容形态的垂直细分与创新融合，节目

既为综艺市场提供了新的赛道切口，也丰富了浙

江卫视的综艺内容版图。发型师作为一种常见的

社会职业，常常置身在写字楼、街边的门店和胡

同里，接待着形形色色的顾客，解决着各式各样

的发型困扰。在职场题材的节目框架内，当《令

人心动的offer》《闪闪发光的你》《奋斗吧主播》

《上班啦！妈妈》等多档同类型节目纷纷聚焦律

师、医生、建筑设计、金融证券、电商直播、广

告营销等群英荟萃的精英行业时，《手艺人大

会·发型师季》另辟蹊径，进一步拓展细分垂直

领域，将目光投向发型师这一平凡职业，以差异

化的选题与立意为职场综艺的创作提供新思路。

与此同时，当“职场+观察”这一形态模式成为

职场综艺的主流时，《手艺人大会·发型师季》

则采用“职场+竞技”形式，强悬念、强互动，

在职场观察类真人秀扎堆的情况下，为职场综艺

节目注入活力。节目关注草根与服务行业，与国

家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注重培养各个行业的技术

型、专业型人才，助力民族复兴的政策不谋而

合，在顶层架构设计上切准时代脉搏与市场需

求；接地气、聚人气的竞技舞台展示，奉献了一

场场精彩的行业手艺人之间的技能比拼，挖掘平

凡人身上的闪光点，诠释匠心精神，由此契合了

为发型师正名、为手艺人发声、传递职业平等、

行行出状元的观念理念，促进大众职业多元化发

展的底层制作逻辑，击中观众期待，提升价值

认同。

二、打破职业偏见，守护匠人匠心

长久以来，一代代手艺人用一招、一式、一

念、一生，铸就着“指尖上的文明”。日常生活

中，发型师通过一把剪刀，行塑方寸之美，帮助

普罗大众找到独属于自己的个性符号。他们与消

费者共商“头等大事”，是美丽背后的推手，亦

即当之无愧的手艺人。然而，在传统的社会认知

中，发型师常常被贴上了“不学无术”的标签，

美发也成了门槛低、没文化的行业。《手艺人大

会·发型师季》选取50位发型师作为行业代表，

通过同台竞技，带领观众感受发型师这一职业的

魅力，揭示行业中的种种面貌，消解大众对整个

行业存在的种种刻板印象的同时，力图让存在

“职业羞耻”的发型师们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

重新树立起行业自信。

（一）“归零”比拼带来多重看点

节目中亮相的 50 位发型师选手擅长的风格

迥异、背景也各不相同，他们中既有像潘于兰、

廖伟智一样站在行业巅峰的发型大师，也有像林

长青、韩晓一样的艺人造型师，还有像金大川、

可乐店长一样在短视频平台小有名气的“网红”

发型师，以及名不见经传的社区理发师夏鑫建、

初出茅庐的理发新人李广雪等。今年2月18日播

出的第 1 期节目，开场环节 50 个出场的发型师

选手根据自身的单剪定价，分别站在5个不同高

度的分区上。为了展示发型师选手的无限可能

性，本期节目将行业名望与市场价值“归零”，

让他们站在同一起跑线进行层层角逐。新与老的

交锋、经验与想象的碰撞，体现出节目的包容性

及对职业的尊重，看点十足。

（二） 通过观点碰撞、多维考察，打破大众

的职业歧视与职业偏见

2月25日播出的第2期节目，除了对于专业

技术的考量，节目还围绕治愈与陪伴，展开对匠

人匠心的诠释。面对因生病而发量稀疏的顾客，

楚皓一边为她量身打造合适的发型，一边轻声安

慰、疏导其心理压力。董笑儿以一款干练的短

发，让因从事户外运动而忽视容貌管理的世界皮

划艇冠军许亚萍重获自信与魅力。发型师是“手

艺人”、是“匠人”，节目为他们提供了展示自我

的平台。对工作的热爱、对技艺的执着、对客户

的负责，无不彰显着发型师用劳动创造价值、传

递爱与美的力量。

三、赛制多元多变，勾勒现实共鸣

为了在节目的综艺性与大众的获得感之间找

到最大公约数，《手艺人大会·发型师季》既有

悬念有互动，也有益有用。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认

为：“再现生活是艺术的一般性格的特点，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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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①也就是说，除了展现选手的技艺水

平，节目还注重联动现实生活，在节目中打造多

元赛制，聚焦大众关心的“头部”问题，由此引

起观众的情感共鸣。2月18日播出的第1期节目

呈现“限时发型复刻赛”，50位发型师需要在男

士背头、女士超短发、平头、波波头、公主切、

高层次动感狼尾等 6 款经典发型中任意选择一

种，在30分钟内完成对此发型的复刻。一方面，

限时模式考验发型师的速度和技艺熟练度等基本

功；另一方面，选择生活中最常见的6种发型作

为竞技主题，具有贴近性，而发评团在选手比拼

时的讨论及赛后的点评，则达到了美发相关知识

输出的目的。节目先后讲解了6种基础发型的技

术难度系数、特点、技术要点等，如男士平头需

要注重头顶比例与五官的平衡、背头最考验造型

功底、女士超短发则强调柔美感等，让观众看得

懂的同时，也让观众看得进。2月25日播出的第

2 期节目及 3 月 4 日播出的第 3 期节目打造发型

“解困”赛，本次竞技考验的是发型师的创造能

力和沟通能力。节目秉持问题导向，公开向大众

发起“6种发型困扰”的征集，关注现实生活中

男士脸型困扰、女士脸型困扰、发质困扰、发量

稀少、减龄/增龄、被上一个发型师剪毁等焦点

议题，并因此设置6大赛道。发型师选手们通过

攻擂守擂的方式，在180分钟内完成对一位素人

模特的发型改造。其中，首轮比赛的6位优胜者

担任赛道“擂主”，他们将接受来自各条赛道两

位“攻擂者”的挑战。如面对最具挑战的发量稀

少人群，陈嵘浩通过打造立体的头部轮廓，实现

“增发量”效果，最终守擂成功直接晋级；徐小

森则以一款优雅的短发，让发型困扰者成功“减

龄”。节目并非完全“炫技”，而是聚焦大众发型

困扰的通病，传递实用的美发小技巧。此外，为

了争夺 20 强中仅剩的 10 个晋级席位，3 月 4 日

播出的第3期节目还设计了“剪发接力合作赛”，

以此考验选手之间的合作能力。27 位待定发型

师被分成 6 组，通过接力的方式，在 30 分钟内

为同一位发模做造型。在赛后的团队阐述环节，

节目也为大众带来了阳光清爽发雕、雅痞男士风

格等可供参考的方案。

在《手艺人大会·发型师季》中，观众不仅

见证了激烈紧张的竞技比赛，也对发型师这个职

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不过，节目在制作上仍存

在一定的瑕疵，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一是专业程度有待进一步加强。作为一档以

特定技能为主题的竞技节目，《手艺人大会·发

型师季》 在导师阵容层面存在专业性不足的问

题。“发评团”的4位成员中，纽约沙宣学院艺

术总监、前上海沙宣学院院长罗美宝坐镇节目，

带来了较为专业的点评。其余3人分属演员、主

持人行业，他们通常从大众消费者的角度给出自

己的评价。导师点评团的权威性还不足以让比赛

结果完全令人信服。

二是淘汰机制的合理性有待进一步提升。2

月 18 日播出的第 1 期节目，“限时发型复刻赛”

选手自行选定发型开启比拼，每类发型比拼的最

后一名直接淘汰。然而，男士平头、波波头发型

仅有3人应战，高层次动感马尾发型的角逐人数

竟高达21人，在每类发型比拼仅有一人淘汰的

规则之下，不同发型之间的淘汰率失衡较为严

重。2月25日播出的第2期节目及3月4日播出

的第3期节目，选手们在6大赛道的竞技中存在

同样的问题。由于改造难度不同，“女士脸型困

扰”赛道中，3位发型师的改造均未成功，平均

分只有70多分。而“减龄/增龄”赛道，出现人

均90分以上的分数，高分之下仍遭淘汰，合理

性方面仍有待提高。

作为浙江卫视自制推出的以匠人精神为艺术

内核，以发型师竞技真人秀为外部形态的综艺节

目，《手艺人大会·发型师季》深耕小众文化的

垂直类节目创新，聚焦于手艺人的匠心精神，以

打破职业偏见为目的，带给观众别开生面的观赏

性和体验感。但同时创作者仍需积极思考如何在

保持节目内核不变、基调稳定的基础上，从各大

类型综艺节目中破圈而出，不断加大创新力度，

“创新节目的主导元素、主要风格和核心理念，

凸显节目的自主性，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和自主

知识产权的优质综艺节目”。②

参考文献：

①[俄]车尔尼雪夫斯基,周扬译，《艺术与现实

的审美关系》，《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78页。

②李岭涛、王艳、李冬梅等，《中国综艺节

目创新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9年

第38-40页。

（作者单位：浙江省广播电视监测评议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