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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杂谈

戏曲文化节目的创新融合探索戏曲文化节目的创新融合探索
——以《中国好声音·越剧特别季》为例

陆阳洋

摘要：2022 《中国好声音·越剧特别季》

突破以往传统戏曲节目的固定范式，首次结合

经典综艺选秀模式，运用多种电视化呈现技术、

影视化表达手段，创新打造了一档传播效力佳、

受众范围广的新型文化类综艺节目。本文从赛

制创新、曲目创新和品牌创新三个角度，讨论

传统戏曲文化节目的创新研究。

关键词：越剧 中国好声音 文化类节目

2022 《中国好声音·越剧特别季》 是由浙

江卫视出品的越剧文化传承推广节目。节目联合

浙、沪、苏、闽等地专业越剧院团、戏曲院校，

邀请到茅威涛、方亚芬、陶慧敏、郑云龙4位艺

术名家作为导师，以新时代的视听手段展现百年

越剧的无穷魅力。《中国好声音·越剧特别季》

采用了《中国好声音》导师转椅盲选的赛制，首

次将戏曲文化与经典的选秀模式相结合，展现了

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最新成

果，展现了百年越剧蓬勃的生命力。

一、赛制创新

《中国好声音》是浙江卫视于2012年推出的

一档励志专业音乐评论节目，至今已经播出 11

年，成了国民经典综艺 IP。节目原模式引进自

《The Voice of Holland》（荷兰之声）。选手初

次登台表演时，所有评委都坐在转椅上背对选

手，对于选手的选择标准只有声音。当评委听到

自己喜爱的声音，即可拍下转椅的按钮，视为对

选手的选择。而选手对于多位评委的转身，也可

以反选其中一位心仪的评委，加入其战队成为该

评委的学员。

传统戏曲节目大多数以明星体验学习、戏曲

名家展示或民间票友交流为主，节目内容主要聚

焦于戏曲知识的普及和推广，节目受众较为局限。

在《中国好声音·越剧特别季》研发初期，

部分导演组成员曾对越剧演员参加盲选这一模式

提出过质疑，认为传统越剧舞台上的演员不仅要

通过演唱和表演传达人物情感，还要运用戏曲服

装展示越剧的身段功法，若是采用盲选赛制，则

演员无法更好地展现自己的越剧功底。但越剧与

其他传统戏曲有所区别的是，唱腔是越剧的灵

魂。越剧13个主要流派包括剧目、唱、念、做

等各种艺术因素，其中唱腔所具有的独创性最

强，特点最突出。最后导演组确定了沿用盲选赛

制，将越剧唱腔这一特点放大，聚焦于导师对学

员声音唱腔的选择，巧妙地将越剧和好声音模式

相结合。在盲选阶段，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院、

上海越剧院、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福建芳华越剧

团等专业院团、专业艺术院校以及民间剧团的不

同流派的青年演员登上舞台，接受4位导师的考

核。导师们转身之后争抢学员的戏码，也给节目

增添了娱乐性和话题度。

在之后的导师战队赛阶段，与 《中国好声

音》不同的是，因为越剧演员无法依靠个人完成

一折越剧选段的表演，因此战队内学员互相配

合，由战队导师参与指导创排，在好声音的舞台

上演了一出“越剧演员的诞生”。在最后的越剧

颁奖盛典中，节目组本着弘扬优秀传统民族文化

的初衷，向老一辈越剧艺术家致敬，对所有为越

剧发展作出贡献的青年演员进行嘉奖鼓励，打造

了一场越剧嘉年华。

二、曲目创新

越剧的优势是与越剧的风格紧密相连的。孕

育越剧的江南秀丽山水，造就了越剧秀美的特

点，体现在舞台上就是她的抒情性以及追求艺术

的整体美。纵观越剧的优秀剧目，都具有善于抒

情的特色。越剧离不开抒情，因此越剧的题材要

能够充分抒发人物感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

力。①在本季 《中国好声音·越剧特别季》 中，

除了创新融合好声音转椅的赛制，还出现了一些

让人耳目一新的越剧作品。

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赵心瑜在盲选阶

段表演了一首袁派经典唱段《断肠人》。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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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剧伴奏乐器鼓板、越胡以及其他打击乐不同的

是，她采用了吉他作为伴奏，自弹自唱完成了整

段表演。她在创新的基础上，坚持传统的四工

腔，将越剧唱出新音。同样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

年演员张艾嘉邀请自己的朋友，合作演唱了一首

原创歌曲《江南江南》。歌曲中以R&B的流行音

乐为基调，结合了说唱、越剧念白以及嘉兴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嘉善宣卷的元素。茅威涛点评他在

流行歌曲的演唱中，依旧能够展现出张派老生的

韵味。可见创新并不是一味地抛弃传统，创新需

要资本，这个资本便是足够扎实的传统基本功。

战队赛阶段，创新的舞台作品更是层出不穷，

特别是跨界导师郑云龙指导创排的两部原创越剧

作品——《四时有佳人》和《生旦脱口秀》。《四

时有佳人》是郑云龙为了战队中4位花旦量身定制

的曲目，结合中国古代4大美人的历史故事以及相

关越剧选段，重新编曲作词，展现了越剧中吕派、

金派、袁派和王派花旦不同流派的唱腔特点。《生

旦脱口秀》则是由来自上海越剧院尹派小生张杨

凯男和南京越剧团的周派老旦张珊维合作表演完

成。脱口秀融合越剧，几乎是戏曲舞台上从来没

有呈现过的表现形式。方亚芬战队学员演绎的现

代题材越剧片段《十二角色》更是体现了守正创

新的特点。《十二角色》是上海戏剧学院2013级越

剧首届本科班毕业大戏，改编自经典电影《十二

怒汉》，将现代话剧和传统越剧融合，对于当下传

统戏曲传承创新发展进程中如何实现现代化转型

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启示。

随着时代发展，越剧生存环境、接受客体的

文化心理和审美满足、人们情感的抒发方式均相

应发生巨大变化。这些变化要求越剧积极探寻更

为适合当今社会和大众审美需求的表现形式，探

寻与现代节奏相对应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手法。②

《中国好声音·越剧特别季》中涌现的创新剧目

在情感的叙述和表达上贴近观众，形式更为新

颖，并且导入现代情感元素，使观众与剧中人能

够形成强烈的情感共鸣，使越剧剧目焕发出新的

生命力。

三、品牌创新

一个节目品牌的知名度提升与持续性影响是

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其中媒介因素的影

响往往较大。不同的媒介有着不同的宣发优势和

受众群体，只有通过整合多媒介平台资源进行商

业化运作，才有可能实现节目扩散和传播效果的

最大化。③

在《中国好声音·越剧特别季》播出期间，

节目组联合选手个人社交媒体账号，在抖音、微

博、微信视频号，持续更新节目片段，将时长近

两个小时的节目进行碎片化传播，让更多没有接

触过越剧的观众能够在短时间内了解越剧。2022

年11月10日，浙江卫视联合新华网发起了“越剧

盛典抢先看——《中国好声音·越剧特别季》收

官录制特别直播”探班彩排现场，揭秘幕后制作，

采访导师和人气学员，和网友共同讨论节目话题，

全网在线观看人数达630万+。对于节目而言，不

仅及时收到了受众反馈，也充分利用了自身平台

宣发资源实现了多媒介营销和二次传播。

品牌形象的塑造只是文化综艺品牌在目标受

众心中建立认知的第一步，在之后进一步的发展

中，还需要进行品牌形象维护，提高小众文化综

艺品牌的美誉度和忠诚度。首先，要关注节目相

关话题走向，及时获得受众反馈，进行话题引

导；其次，要掌控消费者需求变化，收集受众建

议，适时适度对节目呈现、内容编排及话题设置

等进行调整。同时要将节目进行深层次转化，除

了与其他相关品牌进行跨界合作，共同宣传或开

发相关周边、衍生品等，还可以向线下活动进行

创新性转化。

《中国好声音·越剧特别季》节目收官之后，

浙江卫视推出了《2023越剧春节联欢晚会》，打

造集群化节目，扩大品牌影响力，延续越韵之

声。晚会邀请了蔡浙飞、王滨梅、吴凤花等各路

越剧名家展现越剧优雅唯美的唱腔身段、四功五

法，让人看到了传统艺术的表现力。来源于《中

国好声音·越剧特别季》中的创新节目再次登上

舞台，在晚会舞美的重新包装下，焕发了新的生

机。创意越剧秀《江南江南》将越剧与流行音乐

结合在一起，碰撞出了独特的韵味；越白民谣

《声声慢》 则用越剧腔调对歌曲进行了再创作，

结合了琵琶与吉他，带来了全新的感官体验。晚

会中还设计了游戏环节，巧妙地结合越剧中的身

段功法和唱腔流派。比如，朝天蹬踢气球、水袖

灭蜡烛、听一秒前奏猜越剧等游戏，在使晚会气

氛更加活跃的同时，也让更多年轻人通过不一样

的形式来接触越剧。

对于平台来说，推出集群化的综艺节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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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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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