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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优之我见

摘要：在文化类节目热播的当下，中华传

统文化的电视化呈现愈加细分，越来越多的垂

类题材被挖掘和创制成电视文艺节目并为大众

喜爱，其中《妙墨中国心》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从长尾理论来看，文化类节目具备强大的“长

尾效应”，因为文化题材的背后实则蕴藏着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蓬勃生命力。在“长尾效应”

视角下进行文化类节目的探寻，是在新时代传

播环境下一次有意义的尝试，有助于我们去思

考如何更好地创制出大众所需要的文化类作品，

更灵活地激发和利用好“长尾效应”。

关键词：长尾效应 文化类节目 传统文

化 节目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将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①摆在突出位置，站在时代的高点

上，深刻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

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化类节目在各大电视

网络平台不断涌现，并朝着更加细分和垂类的

方向拓展，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之路”可谓

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多元化阶段。伴随着这样蓬

勃的气象，有一个新名词从统计学领域跨越到

了文化领域并被加以引用，那就是“长尾效

应”。

一、长尾效应与文化类节目的关系解读

“长尾效应”是统计学的术语，由美国《连

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在2004年第一次

提出。“长尾理论”告诉读者：商业和文化的未

来不在热门产品，不在传统需求曲线的头部，

而在于需求曲线 （图 1） 中那条无穷长的尾

巴。②这里说到的尾巴，指的是曲线中相对平缓

的部分，从人们需求度来分析，集中在头部的

需求可称为“流行”，并占大部分；在尾部的需

求则比较个性化、零散化和少量。这部分需求

会在曲线上面形成一条长长的“尾巴”，故“长

尾效应”实则在其数量上，将这些非大流行的

需求市场累加，就会形成一个比流行市场还大

的市场，这块“蛋糕”不容小觑。

（图 1 长尾模型示意图）

从电视节目的角度来说，我们通俗地去类

比理解，譬如经常会看到的音乐、表演、户外

游 戏 真 人 秀 等 题 材 ， 就 属 于 长 尾 理 论 中 的

“头”，它们自带有与电视节目大众化传播相匹

配的属性，包括易表现、易创作等，被大众所

关注，不断地保持着头部题材的先天优势，并

进行持续性的推陈出新。近几年来越来越多出

现并不断被细分的文化类题材，譬如世遗、非

遗、宝藏、书画等方向的节目，其实就是比较

典型的“长尾”案例。它们此前很少被关注和

聚焦，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大众对精神文明追求

的不断提升和细分，得以进入到全新的迸发期，

陆续崭露头角。然而这些“尾巴”上的题材库，

其实直到现在依然处在初步开发的阶段，这条

“长长的尾巴”远比我们想象的更长。

“长尾效应”的根本是强调“个性化”“客

户力量”和“小利润大市场”，也就是要赚很少

““长尾效应长尾效应””视角下的文化类节目探寻视角下的文化类节目探寻
——以《妙墨中国心》为例

周路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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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钱，但是要赚很多人的钱③，将市场细分到很

细很小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细小市场的累计

会带来明显的长尾的效应。站在节目市场角度

看待“长尾效应”，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类节目

在个性化细分领域的深耕，譬如 《国家宝藏》

《万里走单骑》《国乐大典》《还有诗和远方》

等，在口碑和数据方面都获得了不菲的成绩，

形成了美誉度和破圈性。这些文化节目的成功

传播，为“长尾效应”在电视语境下的文化探

寻和发展进步，提供了较好的参考范例。

二、从《妙墨中国心》中分析“长尾效应”

作为聚焦“书法美育”的交互式电视文艺

节目，《妙墨中国心》是非常典型的“长尾”上

的一员，从“长尾理论”的角度分析该节目，

我们能更好地理解“长尾效应”在电视节目中

所具备的重要参考性和理论实践价值。

（一） 内容长尾化

《妙墨中国心》是全国首档以“书法”为垂

类切入的文化综艺节目。“书法”是中国传统文

化中非常“圈层”和“静态”的一类题材，似

乎离一般大众的文化娱乐诉求比较遥远，故此

前电视节目鲜少敢于将该题材作为主体。一般

来说，“书法”在电视上常以“辅料”出现，譬

如晚会中的书法视觉元素点缀、节目里的 VCR

呈现等。但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这看似“缺

憾”，实则是“契机”。首先，从题材新鲜度来

说，书法题材是保存基本完好的“原始油田”，

可开采的空间很大，搬到电视节目中容易做出

“新味儿”。其次，看似“阳春白雪”的书法，

内容的根基其实在于中华汉字的书写，以及围

绕汉字书写历史变迁而产生的各种内容分支。

对于中国人来说，汉字书写是必备技能，故书

法的内容受众根基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以上

不仅是“书法”题材，在“长尾”中的很多题

材，几乎都有差不多的特质。

内容上具备长尾效应，传播手段上进行合

理化尝试，更能推助长尾潜能的激发。在内容

制作上，《妙墨中国心》呈现出了一个基于书法

本身又不局限于书法本身的节目样态：以篆、

隶、草、行、楷五大书体为节目切入口，每一

期节目寻找该书体中最典型的历史名家名作，

从书法史、书法文化和美育互动的角度进行生

动呈现，以“妙墨”入手，以“中国心”立足，

从字到人，在点画之中探寻书法背后的传统文

化及人文精神，讲述中国人探索不息的故事。

首先是强人物，重“破圈”。节目在嘉宾设

置上竭力“去圈层化”，设置以书法名家和文化

名家为核心的“解墨团”，与从各行各业各个年

龄层的书法爱好者和书法小白组成的“寻墨团”

同台，甚至淡化“星素概念”，李玉刚、钟楚

曦、方文山等嘉宾在节目中也是单纯的书法爱

好者。他们真诚提笔，讲述自己与书法的不解

之缘。这样的人物架构，实现了多层次人群的

“以墨会友”，让书法美育“零门槛”，以便于让

观众寻找到相似的角色代入，从而形成共鸣，

争取到最广泛的受众基数的支持和理解。

其次是强视觉，重“活化”。每一期节目

都试图打造与众不同的“赏墨时刻”，大量采

用话剧、歌舞、朗诵、皮影动画等多艺术形态

融合展示历史书法名作。譬如，将草书和摇滚

音乐的韵律相较呈现，将“张旭观公孙大娘舞

剑”的草书典故进行武术重现，让大众从多感

官中感知和辅助对草书的欣赏。比如，行书篇

中，为让受众更直白地感知涂改潦草的 《祭侄

文稿》 书法造诣高在何处，节目打造了一个三

方平行时空：吴樾在泣泪独白中步入颜真卿先

生的精神世界；话剧演员古装情境演绎重现文

章背后的历史场景；西洋室内乐音乐铺陈辅助

激发情感。在时空对撞转换间，受众沉浸式感

受颜真卿先生的笔墨背后所包含的国仇家恨和

满腔悲愤。

再次是强场景，重“交互”。节目力求打破

文化类题材纯教学式的“单项知识输出”，重

视交互概念，希望做到“寓教于乐”。在“美

育场景”的设置上进行不同层次的架构，在户

外搭建一间用以供大众参与的第二现场“妙墨

赏习屋”，与演播厅主体互动、外景书法溯源

构成“立体三维空间”，较好地丰富美育场景。

而在美育形式上，提倡双向交流，充分互动，

书法趣味故事分享、书法知识竞猜抢答等方式

转化活用，避免了单项输出带来的枯燥教学式

输出。节目中还设置了一个“挥墨时刻”，有

名家教学互动，更有全场主题挥毫，写家书、

临百家姓、书扇面等等，提笔书心，呈现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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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心画的力量。

（二） 价值长尾化

在长尾效应视角下的文化节目探寻，不仅

仅局限于内容本身，关于文化节目题材的情感

价值、衍生价值等，实则都有较大的探寻空间，

在创作过程中应加以重视。

情感价值长尾化。一个传统文化类题材的

背后，与其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以及基于

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人群情感、精神气节息息相

关，而随着时间的变迁，后续受众不断进行情

感附加，从而这个传统文化类题材所具备的

“情感价值”会进行不断地加码。从《妙墨中国

心》 来说，一幅历史书法作品的背后所蕴藏的

书家情感是极其丰富的，例如“天下第二行书”

《祭侄文稿》 涂涂改改的书写背后，是国仇家

恨，是思亲之情。解读 《祭侄文稿》 不能离开

背后情感价值的分析。在后世流传中，《祭侄文

稿》 更是钤满中国历代藏家的印章和题跋。这

些墨迹背后是不断叠加的情感价值和每个时代

的情感累积，让这幅名作更具备无可比拟的

“情感长尾效应”，一篇窥世界，字字见真知。

基于此，在 《妙墨中国心》 中，每期节目聚焦

历史名篇，探寻背后的情感价值，将“情感价

值的长尾效应”力所能及地发挥到极致，吸引

受众情感投入，这也是节目成功所在。在创作

其他文化节目时，也应擅用“情感价值长尾效

应”。这往往能让文化节目以更亲近大众的姿态

激发更多共鸣和同理心。

衍生价值长尾化。新媒体时代，电视节目

的产品属性进一步增强，即从以往单纯地做节

目转变到做产品，从服务观众转变到服务用

户。④相较于其他电视节目题材，文化类节目题

材的“衍生价值”会更加有想象空间，包括文

创价值、文旅价值、教学价值等。究其原因，

与中华文明的传承滋养，以及中国人的同理心、

时代文化需求都密不可分。《妙墨中国心》其实

在“衍生价值”方面并没有将其“长尾效应”

做到充分开发和利用。譬如文创开发，譬如打

造“《妙墨中国心》同款书法研学路线”“跟着

书法去旅行”等研学开发等等。在重视资源整

合渠道互补的当下，我们在创制文化类节目时，

不应该只局限在对内容本身的深耕，而对其

“衍生价值”也要予以充分的重视和研判，多头

并行，方能更好地架构文化节目的“地基”，充

分挖掘和汲取节目题材背后的“长尾效应”，实

现该类题材节目价值的最大化。

三、结语

长尾的价值在于“只要存储和流通的渠道

足够大，需求不旺或销量不佳的产品共同占据

的市场份额，就可以和那些数量不多的热卖品

所占据的市场份额相匹敌甚至更大。”⑤长尾市

场不是新经济的独家特权，而是在各个传统行

业无所不在的现实存在。文化类节目火爆的背

后，蕴藏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旺盛的生命力，

以及中国人对文化的自信和情感寄托。《妙墨中

国心》 只是“汉字、书法”这个分支下的一个

产品，而中华传统文化五千年的传承所留给后

人数不尽的文化财产，都是“长尾”中的一员，

它们汇聚在一起，会成为一个大到无法想象的

“市场”，这条“长长的尾巴”能发挥属于它的

超级能量。

在新的传播环境下，我们从“长尾理论”

的视角看待文化类节目的研发创制，在这个

过程中，应充分重视在内容创作上以用户需

求为核心，以激发用户情感共鸣为着力点，

唤醒更多用户守护中华文明的热情，并充分

调研衍生圈价值实现资源破圈整合，更好地

探 寻 和 实 现 文 化 类 题 材 在 电 视 化 过 程 中 的

“长尾效应”，让滴水汇聚成江河，让中华丰

富优秀的传统文化，以更加澎湃多样的姿态

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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