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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耽误快直播和短视频的生产。杭州爱心冰柜

24 小时慢直播中，全网累计观看达到 1.1 亿人

次。但依靠慢直播的素材制作的系列短视频产品

播放量超过1.5亿，火爆全网。

可以说，慢直播与快直播、短视频正成为一

种组合、标配的传播手段，越来越多地被主流新

闻媒体所采用。相信随着未来科技的发展，特别

是5G、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的普及与发

展，VR、AR也将运用到慢直播的报道中来，实

现从单窗口的平面视频传播到真正沉浸式的场景

视频传播。

慢直播可以带来价值认同，且持续拥有社交

价值。地方媒体在塑造自己的新媒体品牌上，慢

直播与快直播、短视频等手段相互结合，能增加

用户黏性，强化自身影响力，并找到自己的品牌

定位。这是地方媒体的优势，也是讲好中国故

事，传递媒体声音的努力方向。

（作者单位：杭州日报报业集团都市快报社）

摘要：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整体呈现提质

增效态势，节目创新是综艺节目品牌保持长久

生命力的关键，本文以《奔跑吧》为研究对象，

分析其叙事创新所呈现出来的 3 个重要特征：

节目叙事主体的多元化、叙事主题以价值引领

为要义、构建多主体协同创造的叙事机制，以

期为后续综艺节目的叙事创新提供参考。

关键词：电视综艺节目 叙事创新

电视综艺节目因其与时俱进的主题内涵、灵

活多变的表现形式而为大众喜闻乐见。在经过市

场化转型之后，电视综艺节目更是以叙事多元

化、场景多样化、互动多维度的节目形态不断推

陈出新，成为收视市场中具有强劲竞争力的视听

节目类型。

浙江卫视综艺节目 《奔跑吧》 从2014年推

出至今，已走过 10 个年头。《奔跑吧》 已成为

电视综艺节目中的经典品牌，其流量密码是不

断与时俱进、自我革新的创新之力。近期热播

的 《奔跑吧》 第十一季，更是对节目制作手法

和创作思路进行了升级，特别是新上线的第 4

集青春歌会，节目组把镜头交给普通大众，让

其成为整个舞台的主角，同时聚焦青春话题，

用音乐唤醒那些渐渐远去的青春记忆，更凸显

节目立意高远的创新能力。

一、从“星素”到“素星”的叙事主体突破

早期竞技类电视综艺节目主要以明星为表现

对象，注重明星对流量的“导流”作用，节目创

作也以明星为主要表现对象做游戏创意、互动主

体的研发，表现重点放在了明星个性表现、互动

细节以及人设反差上，综艺节目的生产呈现以明

星为主要生产要素的“明星+”创意取向。纵观

《奔跑吧》这10年，可以说节目组在明星、素人

的结合上始终不断地在进行探索，围绕各种叙事

元素、场景设计，从最初的几个镜头，到后续作

为叙事主体成为节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叙事主

体的多元化不断在突破。由“明星+”到星素结

合，再到素星搭配的叙事主体变革，一方面是适

应新媒体时代传播生态变化引发的节目创意模式

革新；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电视综艺节目以人民为

中心的生产主旨，素人在节目中叙事主体地位的

体现是实现价值引领的路径之一。

今年 5 月 12 日播出的 《奔跑吧》“青春歌

会”，节目组通过街头采访的形式选出了10首歌

多元叙事多元叙事 价值引领价值引领 主体协同主体协同
《《奔跑吧奔跑吧》》综艺节目叙事创新分析综艺节目叙事创新分析

施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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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并选取400位热爱音乐的热心观众，让选出

的观众带领全场参演人员一起演唱歌曲《永远都

会在》。这期节目通过“素星结合”的形式让一

个个鲜活的平凡人成为镜头的焦点，从人民的视

角出发体现出节目的深度和广度，打通明星和平

凡个体间的界限，用“接地气”的明星嘉宾和

“会玩”“有料”的素人嘉宾营造综艺效果，用积

极向上、乐观奋斗的共性追求打通职业、行业的

壁垒，以建设性的方式包容个性差异，同时将娱

乐性和主题性融会贯通，贴近人、引导人、激励

人，展现综艺节目的主旨内涵，获得正向、积极

的传播效果。

二、关照现实下追求叙事主题的价值引领

电视综艺节目的主要消费群体是年轻人，这

一类型的节目往往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借助场景

构建叙事情境，在游戏互动中植入深层次的主题

内涵，并借助特定的文化元素和镜像情境引发共

鸣，完成对时代主题的刻画。同时也会通过青年

群体议题的挖掘、精神需求的回应，实现对青年

群体的价值引领。文艺浸润人的心灵，对年轻人

尤其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创意原则，《奔跑吧》在

对竞技场景的选择上往往呈现出较强的现场感，

通过真实场景的选择，结合当地文化习俗，在展

示当地风土人情的同时增强节目的代入感。户外

场景中，节目将书写祖国大好山河深植于节目

中，也展示现实生活中具有烟火气息的普通个

体。节目中将明星光环褪去，展现出一个个鲜活

的人。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提出了镜像

阶段理论，他认为，婴儿时期的儿童是无法辨认

出镜子中的人是自己的，而当他在做出各种协调

一致的完整动作之后，才惊讶地辨认出镜中人就

是自己，婴儿的自我意识由此建构。①观众观看

节目的过程就像婴儿通过照镜子观察自己，并结

合自身无意识地审视现实中的自己形成更强的代

入感。在代入的基础上，观众生发出对祖国山

河、城市风情的情感代入。在被丰富有趣的节目

创意吸引的同时，也生发出情感上的慰藉以及价

值共鸣，为 《奔跑吧》 建设性价值的实现打下

基础。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到：“一

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

种文化精神。”②电视综艺节目满足了受众业余生

活的娱乐文化消费需求，它表现为一种文化快

餐，讲求趣味性、流行性，依赖于大众文化娱乐

需求而存在，但其真正的生命力是其价值内核。

包裹在消费文化中的价值内核可以在内容上连接

受众，也可以在情感上引发共鸣。因此，文化价

值内涵才是综艺节目可持续传播的根本。

《奔跑吧》“青春歌会”从《青春纪念册》到

影响了几代人的《光阴的故事》，一首首经典歌

曲几乎成了埋藏无数思绪的青春代名词。在《奔

跑吧》“青春歌会”中，明星嘉宾与400位来自

社会各界的青年观众一起完成了一场“青春歌

会”，并通过身着仡佬族、苗族、布依族等民族

服饰的青年观众充分展示了贵州的多彩民族文

化。这期节目用“青春歌会”的形式，关注年轻

人，吸引年轻人，引领年轻人成长，富有青春气

息、时代气息。节目以包容、开放的方式提供了

一个和谐共生、共进成长的交往样本，展现了电

视综艺节目在追求短平快的快餐式文化消费环境

中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

电视综艺节目保持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

通过视听手段展现其对现实的洞察、发现，为观

众提供落地、有效、富有养分的精神食粮，同时

也是节目对现实生活价值引领的效力释放。电视

综艺节目内容创新应围绕青年流行文化，用新颖

讨喜的方式讲述故事，但落脚点则要放在叙事主

题的价值引导上，用有趣的内容连接人，用价值

引领塑造人，发挥综艺节目建设性的社会价值。

三、构建多主体协同创造的叙事机制

传播学者经过研究发现，受众有选择地接触

一种媒介，且往往只选择那些能加强自己信念的

信息，而拒绝那些与自己固有观点相抵触的东

西。③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受众的主动选择、

参与能力增强，对节目内容生产的话语权提升，

受众借助社交媒体将观看体验发布出来，形成意

见、态度，进而影响后续的节目再生产。充分考

虑受众当下的审美特点、文化需求是综艺节目创

作的关键点，也是创新的出发点。同时，积极将

受众纳入创新创意的主体中来，发挥其协同创新

的作用，也是推动节目整体生产传播生态迭代的

重要动力。

创新是文艺繁荣发展的驱动力。作为建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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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智慧广电在基层的公共服

务不断提质升级，渗透乡镇、街道、社区，深

入基层“末梢”。安吉为了加快推进智慧广电服

务乡村，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和进一步推动浙江共

富理念的基础上，利用智慧广电乡村一张图，

通过广播电视、视听网络等传播渠道，融合云

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科技，为乡村治理、

乡村生活、乡村经济、乡村文化等各个领域提

供了不可或缺的辅助性决策，全力推进安吉乡

村振兴的建设步伐。

关键词：智慧广电 数字乡村 数字公共

服务

一、以标准化建设为基础，打造特色服务

安吉县融媒体中心从2015年开始全面实践真

正意义的“智慧广电”战略，一期自筹资金2000

余万部署了大数据云计算中心，从2019年开始，

积极探索和尝试智慧广电服务乡村工作，多方征

集意见，并邀请专家审定批准发布的《智慧广电

服务乡村规范》，2022年7月7日起正式实施。其

中明确了智慧广电服务乡村的范围、规范性引用

文件、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基础设施及平台、

服务内容、安全保障、服务质量评价与改进，形

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利用智慧广电乡村一张图，通过广播电视、

视听网络等传播渠道，融合云计算、大数据、物

智慧广电智慧广电：：数智赋能助推乡村发展数智赋能助推乡村发展
王 鹏

日新月异的视听技术基础上的电视文艺形态，综

艺节目的创新最重要的是基于社会、立足现实，

通过节目内容与社会现实建立关联，在节目内容

和形式的构架中反映当下文化生态、发展实践，

形塑人、引领人。综艺节目叙事的有效创新一方

面需要吸纳更多主体，以更为多元的主体协同方

式参与创新，构建可持续的协同创新机制。这一

方面需要节目叙事元素连接多元文化主体，形成

文化性聚集；另一方面，也需要在聚集的基础上

激发多元文化主体的创新积极性，进而推动节目

创新的良性循环。

《奔跑吧》有相对稳定的叙事模块，但也在

不断突破模块化产生的审美倦怠，吸纳新颖的游

戏元素，改善综艺固定版块产生的刻板僵化问

题，以便达到既可以沿袭节目本身的互动游戏、

青春竞技等叙事传统优势，同时通过新元素的吸

纳呈现常见常新的节目样貌。“青春歌会”一反

撕名牌、游戏竞技等节目常规设计，充分发挥多

主体协同创新机制优势，通过嘉宾与素人观众的

互动、协作，共同完成节目内容，并再次强化了

节目立意，明确了节目属性，彰显节目的思想

性、文化性。这不仅体现了节目组对人民性创作

理念的一贯坚守，也是该节目一直以来不断创新

的明证。

新时代新征程，综艺应当继续以饱满的热情

和自我突破的勇气，奋力开拓文艺新境界，继续

唱响时代主旋律，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做出新的贡献。

广播电视从业者要秉持节目创作生产的初心与匠

心，以更多精品力作奉献人民，不断满足人民文

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创作出如 《奔跑

吧》这样洋溢着蓬勃朝气、创新锐气的综N代作

品以飨广大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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