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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25 日，以华语流行音乐人

“合作竞演+社交分享”为主题的音乐综艺 《闪

光的乐队》 在浙江卫视开播。节目邀请了26位

华语流行音乐唱作人、歌手、乐队成员，以

“乐队”为节目表演形态，每期不同的音乐人按

照规则组成乐队竞演歌曲，并在赛后共同入住

音乐社区，分享和音乐、成长、情感等相关的

话题。节目将音乐竞演综艺的竞技性、真人秀

节目的场景化和脱口秀节目的话题性相结合，

凭借实力音乐人的注意力吸引、优质音乐作品

的持续输出、音乐人真诚的情感分享等看点迅

速推动了节目的热度和口碑，为华语流行音乐

的发展和音乐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浙江方案。《闪

光的乐队》 的开播，显示出浙江卫视在音乐综

回归创作初心回归创作初心 打造融合舞台打造融合舞台
——评浙江卫视音乐综艺《闪光的乐队》

施 羽

色鲜明，或突飞猛进的学员，更脱颖而出了王

靖雯、时尚、苏志尹、step.jad依加，以及发条

月亮、迷你机等具有突出创作实力的学员和乐

队。由此，沧海遗珠得以发光发亮，原创佳作

破圈登陆大众歌单。

2021 《中国好声音》“巅峰之夜”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在浙江国际影视中心成功举行，

标志着“好声音”10 周年圆满落幕。10 年来

多位导师与世界各地学员冲破时差和疫情的

束缚，隔空演绎了充满正能量的 《春暖花开》

《稻香》《龙的传人》 等歌曲，不仅将“巅峰

之夜”定调为一场华人音乐盛会，展现出世

界华人的紧密连接，还将节目“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的精神和“枝繁叶茂”的硕果绽

放在观众面前。10 周年的“好声音”凭借着

真诚和努力唱进了人民群众心里，飘入了寻

常百姓人家。

四、结语

《中国好声音》 是经历了 10 年卫视“大

战”、互联网兴起的大浪淘沙之后留下的唯一一

档大众节目，成为了国内最“长寿”的音乐综

艺 IP。《中国好声音》 的 10 年，是华语乐坛在

变革中不断求索、融合突破的10年，也是国富

民强、文化自信不断高涨的10年。亿万观众与

浙江卫视一起，共同伴随着 《中国好声音》 的

成长轨迹，见证了祖国飞速发展的时代印记。

要创作属于人民的综艺，就需要走进人民、

发动人民、让人民成长，这是中国综艺的底色。

“从全球范围来看，音乐类节目是综艺节目发展

最主要的支撑样态。”⑤作为党的喉舌，站在

“好声音”第 2 个 10 年的起点，浙江卫视将继

续心系民族复兴伟业、坚守人民立场、坚持守

正创新、讲好中国故事、坚持弘扬正道，用

《中国好声音》唱出百姓心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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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02版。

④李红艳，《“好声音”能否反哺音乐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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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浙江卫视节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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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领域开发的持续创意能力。

一、基石：优质音乐作品的持续输出

音乐综艺节目出圈和赢得口碑的基石是音

乐作品，音乐作品的艺术性、美誉度和生命力

决定了音乐综艺节目的质量底色。2021 年 12

月25日的节目中，在表演舞台，国内三代摇滚

乐主唱张楚、周晓鸥、梁龙的 《孤独的人是可

耻的》《爱不爱我》《仙儿》 组合演绎，呈现的

是内地摇滚乐的历史与现实、经典与传承、坚

守与创新的风貌。2022 年 1 月 1 日的节目中，

在竞演舞台，3 位新生代音乐人唐汉霄、马伯

骞、王靖雯演绎歌曲 《漠河舞厅》。作品将念

白、说唱、钢琴演奏融入舞台效果，使作品氤

氲着老电影般的艺术质感。1 月 8 日的竞演舞

台，中生代流行音乐人杨坤和杨丞琳合作 《萱

草花》，赋予作品以角色感和情节性，即将出嫁

的女儿的倾诉和不舍的老父亲的呢喃使作品充

盈着饱满的情感。不仅仅是这 3 首作品，整体

来看，《闪光的乐队》 3 期节目中演绎的音乐作

品，不但诚意满满，而且是具有较高艺术性和

审美价值的佳作。

作品的出圈源自于节目的设计和赛制的保

证。首先是人的因素。《闪光的乐队》 聚拢的

26 位优秀音乐人，为节目持续输出优质音乐作

品奠定了基础。这26位音乐人的组合从音乐类

型看，有摇滚、流行、嘻哈、国风等不同曲风

唱作者；在年龄层次上将处于当打之年的中生

代音乐人、具有较高音乐素养的新生代音乐人

和业已取得一定艺术成就的前辈音乐人相结合；

在音乐素养上既有声乐实力出众的实力唱将，

也有技术精湛的乐队乐手，还有精通制作的唱

作人。不同性别、不同经历、来自两岸三地和

华语文化圈的音乐人组合，遵循流行音乐本身

的创作规律和演绎要求，规避流量、市场等因

素对人员构成的影响，回归音乐综艺的初心。

跨圈层的音乐人组合为音乐作品创作提供

了可能性，节目规则设计则将这种可能性转化

为现实。《闪光的乐队》 以“乐队”为设计中

心，打破了音乐人人际关系和演绎风格的舒适

区，给26位音乐人自由组合营造空间。因此在

节目中，可以看到吴莫愁和梁龙对国际化和本

土风格相结合的舞台演绎；看到李玉刚和符龙

飞对昆曲和摇滚的梦幻融合；看到品冠和焦迈

奇跨越年龄鸿沟的风格统一。变化塑造了可能

性，为节目带来可看性。

二、模式：融合带来看点的多元

《闪光的乐队》是一档以音乐竞演为核心的

节目，优质音乐作品的持续输出成为吸引受众

的直接来源。不仅于此，节目将竞演、真人秀

和脱口秀相融合的模式设计为节目叠加多元的

看点，而这些看点又有效地协同在作品的整体

风格当中。

首先是真人秀。节目要求音乐人共同入住

音乐社区，规避了赶场式、程序化的表演形态，

将表演回归为音乐人的生活日常。第一期节目

中，作为室友的萧敬腾和王琳凯合作演绎 《美

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镜头记录了两

人如遇知音，晚上通宵练习的场景。这一场景，

既真实还原两位音乐人痴迷音乐的日常状态，

同时补充叙述了两人为呈现完美表演舞台的前

端过程，又展现音乐人之间纯粹又炽热的交往

关系。

其次是脱口秀。节目中音乐人在竞演之后

回到社区围炉夜话，真诚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

第一期节目，梁龙跟大家讲述自己从东北一路

奋斗打拼的历程。第二期节目，杨坤深情回忆

陈琳对他的提携和帮助。情感故事的分享弥合

了观众对于音乐人“台前”和“幕后”的身份

想象，能够产生更多的共鸣和对节目的黏性。

同时，音乐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也给大家提供了

互相交往的机会。无论是真人秀、还是脱口秀，

均与竞演统一于一个主题，就是回归音乐人音

乐合作的初心，以音乐的方式交友，为音乐创

作实现更多的可能性。现代语汇中，常常说

“双向奔赴”，而在传统语汇中，则是高山流水

遇知音。

三、文化：音乐综艺的气质养成

《闪光的乐队》 节目的竞演环节，当两组

PK的乐队表演完毕后，其他音乐人组成的乐队

要对其进行投票打分。音乐人在认真分析评价

完两首表演曲目后，以实名的方式进行投票。

作为专业的音乐人，以实名的方式严肃投票，

他们的选择凸显了节目的追求：什么才是更好

的音乐作品。周晓鸥、张碧晨的 《我还年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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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业态飞速发

展，职业分工越发细分，职场题材剧创作维度

也愈加立体、多元，涌现了不少荧屏佳作。本

文以近期热播剧 《输赢》 为例，从题材选择、

人物构建和主题表达等方面进行分析与思考，

探究在新时代背景下职场剧类型创作领域内的

新突破。

关键词：职场剧 《输赢》 创新表达

职场剧是以某一职业从业者为主要讲述对

象，以职场关系和职场伦理为主题，探讨人物

命运、情感经历为内容的电视剧类型。观众也

从剧中获取行业专业信息，获得对职场人命运

的思考和观照。近年来，职场剧创作逐渐多元

成熟，经历了几个较明显的创作发展阶段：从

早期以职场生活为背景，讲述个人成长，代表

作如 《杜拉拉升职记》 等；到探讨职场道德，

还年轻》与杨丞琳、杨坤的《萱草花》PK。周

晓鸥和张碧晨作为实力唱将，高音惊艳、低音

浑厚，歌曲诠释真诚，但仍输给了 《萱草花》。

原因就在于音乐人在评价时说的，前者仅有音

乐性，而后者更叠加了情感性和故事性。将专

业的领域交给专业，《闪光的乐队》抛掉了负载

于作品创作之上的众多元素，仅保留音乐创作

本身。

正是在这一理念下，音乐界的新人、前辈

才能共聚一堂。上世纪80年代“魔岩三杰”之

一的张楚和两位新人乐手合作打磨作品，仍能

保持谦卑之心；作为队长的张震岳、王琳凯、

萧敬腾在选择队员时遭遇拒绝，是音乐人在名

气、流量之外更多考量合作的可能性和音乐风

格的匹配性；金润吉、朱星杰在组队获胜之后

仍然选择分开，因为匹配的音乐理念远大于输

赢和得失。以音乐的名义聚合，寻找音乐跨界

融合的可能性，磨砺更具音乐性的音乐作品，

就是这档音乐综艺的气质养成。

近年来，尽管音乐类综艺节目层出不穷，

但音乐生产的浮躁和快餐化、音乐人的流量追

求等因素减缓了华语流行音乐发展的脚步，也

使音乐作品失去成为经典的土壤。《闪光的乐

队》 重启了情感的意义，无论是音乐人的情感

叙事，还是音乐作品的情绪表达，又或是团队

间的惺惺相惜，节目希冀与观众产生更多的情

感共鸣。其中，作为种种符号化呈现的音乐类

型代表着不同的风格，而这些形式各异的风格

又体现出不同代际音乐审美的差异。可以说，

真正能够打动观众、触动观众的节目离不开情

感共鸣的激发、情感力量的延展，而节目正是

做到了这一点，它为观众构建了与音乐感知、

沟通、相连的空间，使得不同代际的群体均能

从中找到情绪同频共振的音乐作品，实现个体

与群体的认同感，以满足情感的双向交流。《闪

光的乐队》 在融合的名义下，积极寻找创新的

可能性，寻找流行音乐迭代的路径，回归音乐

创作本身，并且持续挖掘共情的价值，是这档

节目最大的文化意义。

不过从前 3 期节目的口碑来看，节目名为

《闪光的乐队》，实则并未完全突出“乐队”二

字。从观众对于乐队固有的理解来看，主唱、伴

唱、乐手、乐器演奏共同构成了乐队的内涵。而

节目中所呈现的一些音乐组合，更多的是强调音

乐人的演唱合作，通过音乐社交碰撞新的音乐灵

感，淡化了“乐队”的集体感和标识性，有名不

副实之感。因此，挖掘乐队的整体性，回归乐队

真正的模式，强化乐队之间的互动性和凝聚力，

才能有助于节目后续口碑的进一步提升。

（作者单位：浙江省广播电视监测评议中心）

从电视剧从电视剧《《输赢输赢》》
看职场剧类型创作的创新突破看职场剧类型创作的创新突破

李 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