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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杂谈

摘要：近年来，在多元媒体发展趋势中，

受脱口秀、“慢综艺”等新型综艺节目的冲击，

人物访谈节目也在不断创新。在人物访谈的基

础上，叠加不同的节目形式或访谈模式，笔者

将这种创新称为“访谈+”。在笔者策划制作的

节目 《方锦龙谈民乐》 中，对视听叙事进行了

“访谈+”式的创新。笔者希望就叙事场景、叙

事主体、叙事模式和视听手段等方面的创新提

供一些经验，并且让作者思考如何在人物访谈

类节目的实践中践行“访谈+”创新。

关键词：人物访谈节目 “访谈+” 叙事

创新

人物访谈节目从来都是电视荧屏中不可或缺

的节目类型之一。从本世纪初的 《实话实说》

《鲁豫有约》等阳春白雪式的严肃访谈，到《康

熙来了》等港台“麻辣地道”味儿的综艺娱乐访

谈，传统媒体时代可谓室内演播厅人物访谈节目

的“黄金年代”。近年来，在多元媒体发展趋势

中，在脱口秀、“慢综艺”等新型综艺节目的冲

从从““访谈访谈””到到““访谈访谈++””
——以《方锦龙谈民乐》为例看人物访谈节目的叙事创新

徐晓丽

流量的大明星 （粉丝经济的效应）。这三种人群

的引入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纪录片的流传度与

接受度。

（二）融媒跨屏推广孕育纪录片 IP
纪录片 IP 在开发之初就必须具备多平台

思维。通过区别不同媒介的媒介属性及其受

众特点，进行不同内容的分发和经济价值的开

发，使优势互补，实现传播效果。实现纪录片

IP 的深度开发需要依靠强大的内容分发和社交

平台进行传播扩散，不断强调和曝光，刺激受

众了解产品，使纪录片作品直达用户，提高关

注度，形成印象和记忆。这是 IP 深度开发不

可或缺的一环。纪录片 IP 的形成要在做好产

品的基础上通过传播扩大影响力，提高内容

营销的效率。

（三）数据思维打造爆款纪录片 IP
纪录片制播机构需要兼具传播平台和社交平

台的双重功能，配合其他社交媒体资源，整合优

势在各环节深度融合，通过多场景、全流程、多

终端的整合互动，抓取更多受众注意，提升 IP

知名度和影响力。通过多渠道联动，立体化信息

传播，不断重复、强调、曝光，使纪录片 IP 突

破性别、年龄、媒体性质等限制，实现跨人群传

播和跨渠道传播，摆脱单一平台的束缚，收获多

平台流量红利，实现粉丝圈层扩张。如爱奇艺与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社教节目中心、西安广播

电视台等联合出品的百集微纪录片《从长安到罗

马》，该片于 2020 年 1 月 28 日在爱奇艺播出，

而后被制作成中文、英文、意大利文等多语种版

本，在意大利国家电视台网站、YouTube等多家

海外主流视频网站上线，并在意大利、英国、南

非、阿联酋等各国电视台播映。同时在Twitter、

Instagram、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做宣传。

纪录片产业的 IP 热潮让人们看到了纪录片

新浪潮的一种可能。纪录片 IP 的打造需要聚合

各种资源，从播出平台、内容制作、互动营销到

用户社群，打破不同受众之间的壁垒，以此实现

资本增值和商业变现。当然，由于纪录片的文化

属性，加上用户行为有待培养等因素，纪录片IP

化运营现状与纯粹的商业产品之间还存在一定距

离，仍处于尝试与探索中。

（作者单位：华数求索纪录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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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杂谈

击下，人物访谈节目也在不断创新，或者在节目

话题和情绪爆点上“大做文章”，或者在访谈模

式和节目形式上寻求突破。笔者认为，无论哪一

种选择都可以归于叙事上的变革，都是从过去低

成本、单一的访谈叙事，即室内演播厅、主持人

与访谈对象、设置话题议程，转变为如今的“访

谈+”叙事，例如，叠加情境任务，与“真人

秀”等节目形式融合等。《方锦龙谈民乐》就是

笔者在人物“访谈+”上的一次创新尝试，希望

能提供一些有效的反思与经验，以供商榷。

《追梦人之无界人生》是浙江卫视推出的一

档人物访谈节目，通过访谈走进“追梦人”的内

心，旨在用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感悟启迪更多人，

传递正向价值。其中的第4期节目《方锦龙谈民

乐》走进国乐艺术家、民乐收藏家方锦龙的追梦

人生，既传递出积极追梦的价值观，更展现出其

“大乐与天地同和”的艺术观。如何创新艺术人

物访谈的叙事形式和内容？如何避免陷入程式

化、套路化的叙事模式？笔者将主要探讨这两个

问题。

所谓故事，是选择对一件事或者一系列事件

的富有趣味的讲述。这一系列事件具有一个意义

体系，能够激发情感，传递具象的世界观。①人

物访谈节目在讲述人物故事时，将该人物的一系

列事件串成有意义、有价值的故事，从而引起观

众的情感共鸣，传递价值观念。讲故事便离不开

叙事手法，电影通用的叙事规律涉及人物、情

节、情境及场景等，笔者认为，在访谈节目中可

以借鉴运用。

一、多样化叙事场景

不同于以往只在室内演播厅进行的人物访谈

节目，这期节目设置了更多样的场景，以期走进

访谈对象的日常深处，尽可能给受访者以舒适、

自然的体验，自然地牵引出受访者的倾诉欲和表

演欲，从而丰富人物侧面，拓展人物的纵深。

（一）现实场景

现实场景部分选择在方锦龙的家、国乐传习

馆等地点，便于深入受访对象的日常生活。从主

持人与嘉宾走进“曲径通幽”的院落，到三人围

坐吃饭闲聊，从走进国乐传习馆，再到三人在练

琴的露天小院现场学艺。这些场景无一不是方锦

龙的熟悉之地，更是其人物侧面的映射之处。

现实场景中的访谈不是完全由主持人主导内

容，而是因地、因时抛出一些话题引起讨论。从

而自然地引出方锦龙的表达与表演。比如，在餐

桌闲谈时，主持人谈起方锦龙所擅长的乐器之

多，方锦龙就地拿起一个牙签盒吹奏，又以“脸

皮”为乐器现场表演。环节衔接无雕饰痕迹，且

呈现出方锦龙将民乐融入生活的艺术观念。在露

天小院的现场学艺场景中，二人的配合消解了高

高在上的艺术门槛，激发观众的兴趣和探索欲。

看似没有任何任务，实则是将访谈、授艺、表演、

讲解等任务恰如其分地融入现实场景当中，带动

观众沉浸式体验方锦龙的人生经历和艺术感悟。

（二）影像场景

过去，受限于单一场景，传统访谈节目往往

大篇幅地使用影像材料。然而，比重太大难免喧

宾夺主。这期节目并没有完全回避影像材料的使

用，而是以精心选取的影视片段或照片来展现人

物经历。且在节目最后方锦龙弹唱自作曲时，将

其成长经历以短片形式展现，从而提高影像场景

的使用效率及效能。

二、多元化叙事主体

（一）主持人身份转变

传统人物访谈节目主要是主持人与受访对象

之间的人际互动与沟通，间或加入观众的提问互

动。这个过程主要依靠主持人的专业素养与亲和

品质来消融受访对象的隔阂，从而触及受访者的

深层意识。②传统访谈节目对主持人的提问技巧

和沟通艺术要求较高，容易陷入固定式的问答，

难有出人意料的表现。同时，主持人的单一身份

也容易引发访谈对象的防御心理，导致折戟

而返。

在《方锦龙谈民乐》中，主持人不再只是提

问者，同时也是陪伴者、观察者和参与者。主持

人有“追梦大师”和“追梦助力官”两人，两人

的年龄差距、风格和任务差异为访谈拓展出更多

的空间。例如，在方锦龙带二人参观国乐传习馆

那一段，既有“追梦大使”蒋昌建的拓展发问，

将话题引入观众熟知的诗句“犹抱琵琶半遮面”，

又有“追梦助力官”池长庚的逗趣配合，二人仿

佛参观博物馆的普通观众，这大大拓宽了方锦龙

的话题和表演内容，同时也给观众更加深切的代

入感和沉浸式的体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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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叙事主体

在《方锦龙谈民乐》节目中，引入方锦龙的

老友、儿子、粉丝三个人物，且以三人的闲谈、

评价引出方锦龙的出场。三人既是不同身份，又

与方锦龙有不同的关系。三个人物的加入分别从

人生经历、艺术传承、艺术影响这三个方面拓展

了方锦龙的形象，且没有安排他们同场对话，这

种刻意设置的“隔阂”增加了主要人物方锦龙的

丰富性和立体感。

三、多向度叙事文本

所谓的“访谈+”并非简单的叠加，而更像

是“累积理论”中的量变引起质变。通过使用纵

向、横向交织的叙事文本，拓展出“舒适区”和

“争议区”的话题空间，从而多扩展人物访谈节

目的文本向度。

（一）纵向梳理人生故事

从纵向看，节目从他人之口谈起方锦龙，到

主持人寻访方锦龙，深入方锦龙的生活，然后回

到演播厅进行访谈，最后以“每位嘉宾留下一句

人生感悟”的固定环节作结。从侧面视角到主体

视角，从表层生活到深层心灵，从现场表演到艺

术观念，文本嵌套层层深入。由繁到简，由浅入

深。这既符合人们认知的普遍规律，又如同“剥

洋葱”一般逐层深入，触及人物核心。

在本期节目中，从方锦龙拿起生活用品吹奏

乐曲，到他在传习馆中熟练拨弄琵琶，再到演播

厅内的“轮指功夫”展现，技艺的难度在递增，

艺术家的专业性在不断提高。这是一个由浅入

深、由杂到精的过程，同时也完成了由快乐的乐

器玩家到专业的民乐演奏家的递进式转变。在观

众跟随主持人亲历这个过程之后，结尾得出“大

乐与天地同和”的感悟，则水到渠成。

笔者认为，访谈节目中的文本不应是单调的

叠加或持续不断的情感冲击，而需顺应思维的规

律进行建构，从而呈现给观众一个有过程、有意

思、有意义的人物故事。从而使观众顺理成章地

感知人物的情感和价值观念。

（二）横向补充民乐知识

人物访谈节目固然不是文化科普类综艺，进

行非正式的专业知识教育并非其任务。如果谈方

锦龙时避开国乐知识，难免失色不少。但专业知

识往往是扁平而枯燥的，难以触动观众的感官体

验和情感共鸣。在本节目中，笔者尝试将方锦龙

的人生经历与民乐知识、艺术体验和人生感悟立

体地交融在一起，在以人系事的同时，做到以人

传艺。

例如，在传习馆一段中，从《琵琶行》谈到

琵琶中的“拨子”，现场的一段演奏令观众穿越

到白居易所见琵琶女的秋夜演奏中。方锦龙信手

拈来，将 《琵琶行》 中拟声、拟态的句子视听

化，文艺功底之深厚、技艺之娴熟，熔于一炉。

（三）从“舒适区”到“争议区”

传统人物访谈曾被诟病“作秀”。近日也有

真人秀类访谈节目被指是为明星特制的“洗白节

目”。人物访谈如果一直围绕人物的正面话题、

突出亮点进行不遗余力的宣传，始终在“舒适

区”里打转，也难怪观众批评节目“作秀”。当

然，访谈节目也不可能全程刁难受访对象，只求

话题热度而罔顾现实。只有既正面展现，又不回

避争议点，才能为观众展现出一个更加全面和真

实的人物形象。

如果说走进受访对象熟悉的场景，以轻松自

然的方式进行访谈是为了降低受访对象的防御心

理，鼓励他在“舒适区”内尽情表达，那么在室

内演播厅采访阶段，则是将受访对象置于众人凝

视的目光之下，踏出可以自洽的“舒适区”，而

来到一个公共评价的场域之中。《方锦龙谈民乐》

节目中，就提出“哗众取宠”和“杂而不专”两

个典型的争议点。方锦龙对此也给出得力的回

应。针对前者，他说自己“不甘于寂寞”，更不

希望国乐寂寂无闻，“哗众”不是为了取宠，而

是为了传播，让国乐真正做到与民同乐。针对后

者，则用轮指技术自证专业水平。

笔者认为，一味地回避争议话题其实有损访

谈人物的人性弧光。正面回应反而能给访谈对象

更宽阔和深远的叙事空间，从而拓展其人物叙事

中的文本向度。方锦龙的回应恰是其“民乐就是

与民同乐”的艺术观念的变奏，同时还提供其与

业界专业声音对话的空间。

四、多模态视听手段

视听节目通过运用多模态话语，也就是图像

模态、文字模态以及声音模态，调动了观众的视

觉、听觉两大主要感知通道，从而使观众对意义

的解读更加全面、更加准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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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像模态

《方锦龙谈民乐》在常规叙事框架中设置小

情景、拍摄短视频。例如，方锦龙与“追梦大

使”蒋昌建合奏《沧海一声笑》、配乐朗诵《相

见欢》 等。再比如，用琵琶弹奏不同年代的影

视歌曲、表现不同地区音乐的韵味等。这类时

长在 3 分钟以内、情节完整且具有话题性的短

视频，既是环节中的亮点，又为节目的传播提

供更多素材，方便节目在多个平台进行多链条

传播。

在长节目中设置短小精致的短视频环节，暗

含新媒体思维，且符合当下流媒体平台的传播规

律，从而为节目片段在短视频平台进行次级传播

提供更多可能性。

（二）声音模态

声音模态包括同期声、画外音、音乐、音效

等。本期节目中，考虑到民乐大师的音乐风采，

笔者在音乐上以民乐乐曲、自然音为主，在介绍

人物和地点时均未选择冷硬的画外音进行解说，

而是代之以简洁的文字。音乐构成和谐的背景，

简洁的文字减轻视觉压力。这是为了给观众以优

美、流畅的视听享受。

五、策略小议

从“访谈”到“访谈+”，近年很多人物访

谈节目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这种创新尝试。

其中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精彩之作，也有的是

“画虎类犬”。究其根本，笔者认为以何种创作心

态给叙事做加法是其中关键。

（一） 从仰视到平视，看见访谈对象的更多

侧面

在策划制作节目时，我们很容易陷入仰视的

视角中去。在叙事呈现中，访谈对象越来越高高

在上、完美无瑕，但同时也就越来越失去了其复

杂性和立体性。因此，转变创作理念，以平视的

视角去看待访谈对象尤为重要。

平视视角原本是摄影机与被拍摄对象处于同

一水平高度，与人们的日常视觉习惯一致的摄影

方式。笔者在此处的挪用是为了说明一种逼近真

实、不虚饰、不浮夸、不变形、不杂糅过多主观

色彩的叙事态度。正是以这种叙事态度去讲述人

物故事，才能避免被访谈和受访中的某一方“牵

着鼻子走”，才能避免陷入高高在上、凌驾一切

的狂妄心态，才能避免访谈节目陷入“作秀”的

泥淖。

笔者认为平视视角可以应用于人物访谈节目

的各个环节，内容取材、叙事方式、叙事腔调、

叙事视角等。在这个过程中，创作团队可以挖掘

出访谈对象的更多侧面，也可以将人物的各个侧

面以“散点透视”的形式一一展现，从而有别于

传统访谈节目中对一个特质进行聚焦凝视式的

呈现。

（二）“因人造境”，避免套路化、泛娱乐化

继人物访谈+真人秀的 《奇遇人生》、人物

访谈+脱口秀的《吐槽大会》、人物访谈+慢综艺

的《向往的生活》火爆之后，类似的节目形式层

出不穷。一味模仿，难免泥沙俱下。同类型节目

的套路化、泛滥化容易使观众陷入审美疲劳。高

度同质化的节目类型、对访谈对象某个特质的过

度消费、套路化制作访谈流程，这些都是扼杀人

物主体特色和个性以及观众审美兴趣的因素。

笔者认为，依据访谈对象的人物特色、人生

经历，“量体裁衣”设置叙事场景、主体、文本、

技术等，充分挖掘人物品质、感悟、经历和特

色，避免过分透支对象身上某一个特色——陷入

套路化、程式化的呈现，是“旧人出新意”，“新

人出奇效”的有力保证。人物访谈的加法不能是

节目形式的简单相加，也不能是多元素的无脑叠

加，既要看到访谈对象在身份类型、所属领域的

共性，同时更要看到访谈对象在专业领域、人生

经历中珍贵的个性色彩，因人造境、因事设境，

才能常有新意，常出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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