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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综艺节目一向是电视节目创新的重要阵
地，这里有说学逗唱，有喜怒哀乐，也有知识
观的传达与再造。当下综艺节目发展一个引
人瞩目的现象是，文化类综艺节目中的中国
文化特性得以不断张扬，“想象的共同体”得
以在这个场域成立，最终成为一种强有力的
知识观体系输出，使得综艺节目走出娱乐“丛
林”，走上一条风光无限的创新之路。

1983年，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在中央电
视台开播，节目编排开创了中国电视综艺节
目的先河，引发了中国电视传媒表达内容和
表达方式的重大变革。在那个时代，综艺节
目令人耳目一新的形式，获得了充分的社会
关注度，在娱乐大众、塑造生活方式、传递文
明价值等方面均体现出独特的意义。20世纪
90年代，电视台节目制作能力显著提升，中
央电视台推出《综艺大观》《东西南北中》《曲
苑杂坛》等节目，丰富了综艺节目形态，使得
综艺节目再上一层楼。此后，湖南卫视的《快
乐大本营》把娱乐推上了巅峰，江苏卫视的
《非诚勿扰》把婚恋社会学大众化，电视台
“得综艺者得天下”一度成为风尚。但综艺节
目的繁荣，也一路伴随着相关各界的冷峻审
视与批评，诸如“陷入娱乐陷阱”“趣味低俗”
等评论声时有出现。自2011年起，“限娱令”
推出，削减综艺节目的播出时长，在政策上
对综艺节目进行调控。

一方面，综艺节目经多年的发展已有其
深厚的收视基础；另一方面，综艺节目制作
的市场化使其生机勃勃，明星嘉宾和广告品
牌都需要在这个平台登场以获取关注度。简
言之，综艺节目早已在平台内容体系中不可
或缺，它的持续创新与发展在底层逻辑上动
力充沛。那么，在此时代背景下，综艺节目该
如何良性发展？

电视人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近年
来，电视荧屏上文化类综艺节目蓬勃发展，口
碑和社会影响力相当不俗，多个优秀原创文
化类综艺节目引发破圈层传播，“不但打破了
文化节目曲高和寡的传统印象，也改变了以
往娱乐综艺节目占据荧屏的情况”。在这份长
长的答卷上，《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成语英
雄》《中华好诗词》《中国诗词大会》《中国灯谜
大会》《国家宝藏》《典籍里的中国》《中国礼 ·

中国乐》《长城长》等节目各具异彩，展示了文
化的美妙力量。创新设计、精心编排、生动演
绎的文化类综艺节目，成了电视综艺节目跨
越“娱乐陷阱”的主力类型，也是综艺类型迭
代升级的一个明证。这些文化类综艺节目依

靠其深厚的人文价值底色、丰富的节目表现，
赢得了观众的审美认可，并在建构知识观、普
及人文与科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积极
作为。

二

纵观世界范围内的电视综艺发展，最
早的综艺节目是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的
《德克萨科明星剧场》和《小城大腕》。在这
两档节目中，演艺界明星的表演被引入电
视，编导将镜头场景进行组合并加入解说，
被认为是电视节目形态的一大突破，电视
节目娱乐性的发展路径就此开始。尽管综
艺节目在各国经历多次形态更迭，但直到
现在对娱乐性的追求万变不离其宗，这使
得综艺节目的创新性发展停滞不前。

中国电视综艺节目近年来则努力走出
了一条本土化道路，形态不断更迭升级，且
找到了创新之道。2013年，央视《中国汉字听
写大会》、河南卫视《汉字英雄》等节目热播，
掀起了一股原创文化节目热潮。随后，河南
卫视《成语英雄》、河北卫视《中华好诗词》、
云南卫视《中国灯谜大会》等节目又接踵而
至，分别以画漫画猜成语、古诗词记诵、猜灯
谜等形式，生动展示传统文化的丰富魅力，
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电视文化现象。文化类综
艺节目的兴起，让综艺节目的内容不再停留
在娱乐表达层面，而是立足文化导向、知识
赋能。

2013年，《关于积极开办原创文化节目
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通知》发布，呼
吁各广播电视机构特别是电视上星综合频
道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学习借鉴《中
国汉字听写大会》等节目的有益经验，不断

迸发创造智慧，积极开办以弘扬和传承优秀传
统文化为主旨的原创文化节目，并对创作要坚
持正确导向、体现文化品位等方面提出了要求
和期待。这个通知，成为推动文化类综艺节目
蓬勃发展的重要推力。

央视聚焦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通过“文
化+综艺”的模式，持续打造以汉字、成语、诗
词、民俗、相声、器物、文学为主题的新型综艺
节目，广受好评，爆款频出。优秀传统文化以
一种全新的方式不断被观众接受，促进了优
秀传统文化传播范围的扩大与传播效力的提
高。2014年元宵节期间的《中国谜语大会》引
发全民猜谜热，为期3天的节目吸引了2.8亿
电视观众。2014年4月开播的《中国成语大
会》邀请众多文化名人担任评判嘉宾，吸引了
全国各地的500位成语高手参赛，在收视上战
胜了众多明星娱乐节目……以央视为代表的
媒体不断探索电视综艺节目的创新之路，走出
娱乐“丛林”，让“综艺荧屏上出现了一场不期
而遇的文化风潮”，古老的中华文明在新时代
熠熠生辉。

三

一个个爆款节目的背后，是以文化自信与
文化自觉主导的文化创新。把阳春白雪的文化
类节目做成普通观众喜闻乐见的爆款综艺，背
后是创作者对难题的挑战、对文化的致敬、对
创新的探索。回溯近10年来央视文化类综艺
节目的创作形式，可见其创作理念与手法均呈
现出鲜明的特征：知识观建构、传统与现代共
存的平台创设、人文与情感交流的桥梁搭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系列“央视出品”为中国
电视综艺节目蹚出了一条新路，也给文化类综
艺节目的创新提供了母本。

这些文化类综艺节目牢牢抓住文化与知
识传承，不断强化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观众
的文化认同感。对观众来说，观赏这样的节目，
也是在强化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与认
同。从《中国诗词大会》《中国成语大会》在你
来我往之中对中华博大智慧的“考问”，到《中
国礼 ·中国乐》通过对礼仪流程的搬演以见中
国作为“礼乐之邦”的文化血脉，文化类综艺
节目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以新兴的姿态传递给
观众，承担起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山东卫视
的《中国礼 ·中国乐》六期节目相继展示了中
国的“相见礼”“婚礼”“饮食礼”“尊师礼”“成
人礼”等传统礼仪。湖南卫视的《美好年华研
习社》以“把有传承价值的东西变得有传播价
值”作为节目宗旨，通过音乐剧、戏剧等多种
形式，对先人留下的宝贵文化进行“青春研
习”，表演后还设置了“答辩”环节，让观众在
嘉宾与专家的一问一答中深入了解历史背景
与文化内涵。

文化综艺节目通过中国文化这一共同的
基因，将男女老少观众吸引聚集到媒介平台，
完成一种仪式化的建构。在此过程中，实际上
双方都参与了节目的生成，在交流互动的过程
中实现了文化的共享和意义的重构。文化类综
艺节目所要表达的内容抵达观众的最好途径，
不是发送、传递，而是共享、参与和互动。而媒
介技术的发展，则为这种共享空间和场景的建
立提供了条件，所以文化类综艺节目并不是仅
仅要传递信息，而是以文化为基础共享情感与
信仰，以此来巩固社会的共同价值。

四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既拥有语言文
字、文化典籍、科技工艺、文学艺术等有形物质

文化，又兼容哲学宗教、道德伦理以及民族气
质在内的无形精神文化。受制作能力制约，传
统文化在综艺“娱乐为王”的时代未能光芒四
射。而电视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一方面加强
了电视视听感观的延伸，另一方面打造了电视
艺术新的审美景观。由此，文化类综艺节目将
技术与文化创新性地融汇在一起，带领观众在
科技美学中鉴赏艺术之美，打造出一个个视觉
上的文化盛宴。

央视早期的文化综艺节目，如《百家讲
坛》，现场的布置只有一方讲台，现场或电视机
前的观众都只是静静地聆听嘉宾们的讲述，并
依靠想象力进入他们描绘的世界，获取知识与
观点，其形式如同听书。如今的观众无须再借助
想象力，科技的力量带领他们沉浸在故事里，享
受电视技术带来的多元体验。例如，河南卫视的
“节日奇妙游”系列，以中国传统节日为切口，采
用抠像、3D、VR、AR等技术，将传统文化的瑰丽
美好在大荧幕上展现，有龙门石窟前的龙门金
刚，有《千里江山图》上的唐宫仕女……

央视推出的众多文化综艺节目中，科技与
文化的有机融合屡屡展示出不寻常的魅力。
《诗画中国》运用了XR、CG、3D、全息影像等技
术，融合中国古典美术形式如水墨画、写意画
等，将节目舞台变成了诗画中的“奇观世界”。
《中国诗词大会》的诗词竞技环节中，舞台背景
会呈现出一幅幅富有诗情画意的画卷，让观众
“亲临”诗词之地，真切感受诗词之美。《国家宝
藏》中，媒介技术将以往难以看到的国宝文物
通过技术手段再现，将国宝的前世传奇呈现出
来，“沉浸式”的情景体验有助于观众对共同文
化记忆的建构。

除了将观众聚集到集体空间，文化类综
艺节目在互动和交流环节中也为观众提供了
共享的互动平台。比如《见字如面》选取相思、
陪伴等热门话题，在播出前便引发观众在微
博、知乎等平台展开讨论，观看时观众可通过
弹幕评论发表观点，节目结束后各大社交平台
相关热门话题的设置，更是引发观众的广泛参
与和讨论。

受“剧本杀”与“狼人杀”娱乐新形态的启
发，文化类综艺节目在制作上有意识地争取年
轻观众，在跨界联合的路上推陈出新。如山东
卫视今年7月将热门话题“元宇宙”与中华传
统艺术瑰宝的戏曲相结合，推出节目《戏宇
宙》，在节目打造的“空间站”中感受戏曲文化
的魅力，传播戏曲文化。河南卫视于今年9月
推出首档“推理式文化综艺”《闪耀吧！中华文
明》，以历史中的“未解谜团”作为线索，深入三
星堆、唐长安城、秦始皇帝陵、敦煌、南海一号、
殷墟六大文明考古现场，寻找历史谜题中的真
相。节目中融入CG特效、国漫动画等技术手
段，用技术呈现艺术，为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
开拓了新边界；致力年轻化的叙事方法，在节
目质感和叙事逻辑上进行影视化升级，用年轻
的语言致敬中华文明。

总而言之，当下电视文化类综艺节目的旨
趣切合传统文化复兴的历史大势，也寻找到了
符合自身独特的表达体系，一定程度上跨越了
曾经“娱乐至上”的制作路径，带来了电视综艺
令人耳目一新的繁荣，并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鲜活生命力。
（作者单位分别为杭州师范大学、上海大学）

文化类综艺节目，文化认同是쓚在싟벭
张富坚 文言

电视剧《大考》引发了广泛的观众共鸣。对
许多中国人来说，高考是人生的第一道试卷，
谁不是全力以赴？那么，在一个特殊时期，疫情
袭来，洪水袭来，高考生面临着什么？这些又如
何辐射到每一个考生家庭？
《大考》结构小巧，从一个小县城着眼，通

过一个县城、两所中学、六个应届考生的备战
高考过程，辐射到家庭、社会及生活的方方面
面，折射出特殊时期的社会氛围和百姓的精神
风貌，是近距离反映生活的一部作品。艺术越
是贴近生活，对作品的真实性要求越高，好在
《大考》的真实性很地道，没有矫饰，无须滤镜，
原色调，原味道，散发出生活本身的魅力。

可以说，《大考》受到观众青睐，首先得益
于作品所呈现的生活色调的本色真实，给人一
种朴实感和亲和力，使人不知不觉置身其中，
看剧中人物言行，投射出自己的生活经验。这
真实性来自哪里？来自人间烟火气息、家庭亲
情、人性的尊严和温馨，当然还有家庭里的矛
盾冲突，父子之间、母子之间、夫妻之间、爷孙

之间。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亲人也不例外，就
像老话说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对艺术创
作而言，把难念的“经”念真了、念通了、念活
了，就念成了艺术。

剧中几个考生家庭的故事为该剧打下了
坚实的生活底色，也是该剧饶有意味的一个个
侧面。

周博文的父亲常年沉浸于网络游戏不能自
拔，对家事不管不问，全家靠周母一人支撑。周博
文长大了，看不下去了，与父亲发生了冲突，是他
教育和帮助父亲回到正常人的轨道上。“父之过，
子来教”，看起来不合常情，但符合生活逻辑，符
合周家的特殊家情，周博文这个形象一下子就鲜
明起来了，他让观众看到一代新人在成长。

自小跟奶奶生活的田雯雯，父母常年在外
做生意，很少回家。奶奶去世后，她独自一人守
着老屋。她渴望父母的关怀，但疫情来临，回来
过年的父母在隔离之中，近在咫尺，不能团聚，
这令人遗憾，也使人坚强。

相反，吴家俊的母亲全职照顾孩子的生

活、营养、学习，过度关照却对吴家俊形成了无
形的限制和压力，尤其是在高考志愿上母子相
左，陷入互不相让的困境。家长的过度关照，过
犹不及，也会造成伤害。好在，母亲最终想开
了，人各有志，不可强求。

家境贫寒的高铭宇来自农村，父母早亡，
与年迈的爷爷相依为命。他过于敏感而自尊，
怕别人看不起他，不喝学校的免费牛奶，不接
受别人的帮助，一心要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
运。过分要强和自尊，加上爷爷的病情令他焦
虑，导致他言行的某种变形和偏激，幸亏王校
长引导和帮助他走出了阴影。

再加上富家子弟潘小宣、教育局局长的女
儿秦思瑶，这六个来自不同家庭的孩子，不同的
成长经历，决定了他们不同的性格和价值目标。
他们都走在迎接高考的路上，却境况各异。《大
考》刻画了这种差异，通过考生延伸到家庭，也就
延伸到社会，描画出一幅具体的、富有时代特征
的生活画卷，这是该剧耐人寻味的一个看点。

当然，《大考》的时代性主要体现在疫情来

袭时教育系统以及全社会的各种应对。如，应届
生留校过年进行封闭管理，克服各种困难开设网
课，等等。更重要的是，人们看到，在这特殊时期
人与人的关心、帮助和支持，形成的一种共克时
艰的团结友爱。田雯雯的邻居大妈对田雯雯家的
照护，李老师对病中的田雯雯的关怀；高铭宇的
爷爷高烧昏迷，村民们帮助送往医院；王校长与
潘小宣同吃同住，形同父子，王校长的女儿王倩
志愿去武汉支援抗疫；市民对被洪水所困的高考
生的救助……这是特殊时期的一次高考，实际上
也是对社会的一次大考。而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交出了答卷，师生情、同学情、亲情、友情、
邻里情，存在于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之中，形成
了一种共情——相互支持扶持，没有过不去的
坎。这些普通人身上散发出来的精神，是一种人
间的善意和温暖。

少年强则国强。从该剧塑造的中学生群像来
看，他们有主见，有理想，有上进心，有拼搏精神。其
实，“大考”不仅仅是考他们的书本知识，更是考他
们的品质、意志和人格。塑造新一代青年形象，为青

少年成长提供健康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是当今文艺
创作的一个重要责任。该剧引人注目的地方之一，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做出了新的尝试。

文艺，也面临着“大考”，要向时代交出合格
的答卷，就要发时代新声，弘扬中国精神。《大考》
有鲜明时代特色，循着高考生、普通家庭、社会由
点及面的线索，展现了高考这个特殊时期被许多
人重新思考的家庭关系、师生关系以及素昧平生
者的关系。期待有更多的优秀作品绽放出新时代
的色彩，为时代留下具有艺术特色的注解。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由高考展开的生活画卷，洋溢着时代性
张德祥

品评

今年颇受关注的文化类综艺节目《典籍里的中国》海报

文化新观察

这些文化类综艺节目牢牢
抓住文化与知识传承，不断强化
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观众的文
化认同感。对观众来说，观赏这
样的节目，也是在强化自己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与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