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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文化类综艺火爆的
一年，从央视到各地方台，多
档文化类综艺节目的热播让人
们看到了文化与综艺结合这种

“文化清流”模式所蕴含的巨大
潜力。综艺节目亲民的特性拉
近了传统文化和公众之间的距
离，唤起了大众对优秀传统文
化的热情，中国传统文化的力
量，借助综艺的形式，再一次
直抵人心。文化类综艺节目想
要继续维持热度，扩大传统文
化的影响力，还须在形式和内
容上多下功夫。

在形式上，要自带个性亮
点，贴近现代审美。朗读、背
诗、写字，文化类综艺的爆款
似乎总是似曾相识，长此以往
必然招致观众的审美疲劳。因
此，文化类综艺必须跳出套路
化的陷阱，寻找更为丰富多样
的形式保持节目的新鲜感，提
升节目的可看性和趣味度。互
联网时代观众的口味早已不复

以往的单调，文化领域的各种
混合跨界更是大势所趋。

在内容上，要取材现实生
活，寻找情感共鸣。相较于单纯
追求高收视数字的娱乐化综艺
节目，文化类综艺的目标更偏重
于追求文化影响力。文化并不
是说教，应当以大家喜闻乐见的
方式，在愉悦中进行传播、传承。

文化类综艺节目走红的根
本原因，在于触碰了观众深埋
内心的文化基因，契合了公众
对于有价值、有内容的优质公
共文化服务的需求。到目前为
止，文化类综艺已经成功地将
娱乐节目模式和文化传播结合
起来，消弭了观众的距离感；
而放眼未来，还需要形式与内
容并重，大胆创新，探索更多
年轻态却不失传统文化格调的
节目形式，继续扩大节目的影
响力和传播度，成为文化传承
的有力推手。

晚综

文化类综艺要火起来更要活起来

文化综艺 靠啥引关注
《国家宝藏》《朗读者》《上新了·故宫》受热捧

近两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文化类综艺节目《国家宝藏》可谓亮点突出。每集
以一个博物馆为主题，展示三件文物，每件文物绑定一位与之气质相符的嘉宾，或娓娓道
来文物的历史，或扮演成古人演绎国宝故事，串起了国宝的前世今生。许多观众表示，在
《国家宝藏》中看到了文化自信。

据近期发布的《中国文化
综艺白皮书》 显示，在关于

“文化综艺节目的什么要素最
吸引你”的调查里，“精神内
涵/价值导向”成为受访者的
首选，选择“节目创新性”的比
例也接近六成。白皮书还显
示，相比娱乐综艺，观众对本土
原创的文化类综艺节目满意度
更高。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文
化类综艺迎来了最好的时代。

2016年开播的《中国诗词
大会》，推动了国内文化类综
艺节目的热潮。借着“小成
本、正能量、大情怀”“台网
同标”等利好政策，文化类综
艺节目在 2017 年出现了井喷，
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强。据统

计，2017年约有50档文化类综
艺节目播出，2018 年突破了 70
档。《一本好书》《见字如面》《朗
读者》《上新了·故宫》等相继涌
现，实现了从重数量到重质量、
从“高冷”向“亲民”的发展。

当不少人将文博、古诗词
等作为文化类综艺的标签时，

《上新了·故宫》 总导演毛嘉
却表示，综艺节目关涉生活方
式、美学规律和文化底蕴，因
此，文化类综艺也应该涵盖更
广泛的内容和更多样的形式。

当下，“文化+旅游”催生
了《魅力中国城》等聚焦城市
发展、挖掘城市内涵的节目，
甘肃庆阳的“剪纸”和“千岁
香包”、云南德宏的葫芦丝、

广西崇左的花山岩石等都在节
目中得以展示；“文化+科技”
缔造了 《加油！向未来》《机
智过人》 等科技类综艺节目，
高冷枯燥的科学知识也具有了
趣味性和人文气息……

《见字如面》《一本好书》
总导演关正文认为，在日益扩
大的市场中，文化类综艺的崛
起是人们向着传统文化、精神
需求的必然回归。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
综艺频道总监、大型节目中心
主任郎昆看来，要想在电视创
意中冲出重围，综艺节目除了
提供茶余饭后的娱乐消遣功
能，更要为观众带去正能量和
满足感。

满足人们内在的精神需求

每当谈起文化类综艺，不
少人往往认为只有文化水平较
高、年纪较长的人才会关注。
但近年来，“90后”“95后”观
众日益成为文化类综艺节目的
主要观众。“年轻人同样非常
喜欢有质感的东西。”《国家宝
藏》制片人、总导演于蕾说。

面对年轻受众，如何吸
引、留住他们，是文化类综艺
节目面临的重要命题。在娱乐
化泛滥的时代，需要创作者在
严谨之余，寻找生动有趣的表
达方式，而不是板起面孔说
教。

“喜闻乐见不只是这个时
代才有的传播需求，也不是这
批年轻人独有的消费需求。某

种意义上，所谓节目就是对优
质资源的视频化翻译转换。”
关正文认为，文化类综艺节目
并不是站在娱乐节目的对立
面，而是需要举重若轻，找到
新的表达方式，“对创作者而
言，文化类综艺节目的输出需
要寻找一个大众可以接受的方
式，把‘硬知识’软化，确保
节目的文化表达流畅而轻快。”

但是，文化类综艺节目也
有其生存和运营上的烦恼。不
少从业者指出，虽然文化类综
艺广受关注，但在经济效益方
面还无法跟《奔跑吧兄弟》等娱
乐类综艺相比拼，依然会遭遇
被定位为小众节目的质疑，这
需要一个必经的市场确认过程

才能突破。
关正文还记得，三年前

《见字如面》刚启动时，“等广
告销售都等烦了，没法跟广告
商进行有效沟通”。然而，两
季《见字如面》全网播放总量
突破12 亿，并凭借第三季的播
出破除了“综艺节目播出难有
三季”的魔咒。“只要你有足够
的真诚和努力，创新就能具有
影响力，就会有市场价值。”关
正文说，“这个行业有自身的特
殊性，选择做文化，更大的成就
感是享受传播，而不是一味扮
演经济英雄的角色。文化类综
艺节目确实艰难，但只要稳步
提升质量，生命周期会比浅娱
乐要长。”

寻找生动有趣的表达方式

文艺作品、文化产品既是
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也会对社
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文化
类综艺节目的热播，也对当下
的社会文化建设产生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

几年前，为了让更多人接
触书、多读书，关正文发起了文
化类综艺节目《一本好书》。节
目被他形容为大众阅读的“试
衣间”，以视觉的方式激发观众
阅读的兴趣。《一本好书》收官
时，在腾讯视频的播放量将近
4.75 亿，在微博主话题阅读达
1.8 亿人次。在节目演绎的 11
本书中，不少在网店和线下书
店的销售排名都有明显提升。

与此同时，《国家宝藏》的
播出也助推了国内的文博热。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说：
“一年前，故宫决定与《国家宝
藏》合作时，应邀的博物馆很多
都打来电话询问，说故宫参加
他们才参加。而在第二季筹备
阶段，反倒有不少没被邀请的
博物馆打来电话，追问什么时
候能上。”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
社会文物司司长罗静说：“《国
家宝藏》连接了电视综艺、博物
馆和公众，它为博物馆开创了
藏品阐释与展示的新方法，吸
引了新观众，更增强了博物馆
之间的联系和交流。”

虽然文化类综艺节目已经
聚集了大批忠实粉丝，但随着
社会关注度的增加，不少跟风
模仿、同质化严重的节目也相
继出现。对此郎昆认为，综艺

节目要寻求良性发展，最关键
的就是要强化自主创新，打造
中国特色的原创节目。

除了内容形式上的创新，
传播渠道和方式的创新也很重
要。郎昆谈道，《国家宝藏》
是一个在电视端制作播出的节
目，但却在互联网、新媒体端
引爆了点击量，观众、网友通
过弹幕、视频短片等进行二次
创作和传播，给节目带来了更
高的关注度和话题效应。

关正文认为，文化类综艺
节目正处于文化产业的风口，
但风口就意味着有起有落，

“创新和创作是文化产品的翅
膀，只有始终抱着敬畏、谨慎
的态度，才能真正获得观众的
喜爱，实现长足的发展。”

打通线上、线下和银幕、荧屏

日前，北京卫视“上新了·国
潮”推介会在北京郡王府举行。
刘嘉玲、蒋欣、郑元畅、刘涛等众
多明星到场互动，宣布将启动北
京卫视“独播计划”，推出《我们
都要好好的》《时间都知道》

《神探柯晨》《半生缘》《霍元
甲》等多部独播大剧。

不过，比到场明星更令人
兴奋的是，北京卫视宣布故宫、
天坛、颐和园、长城“接受”了邀
约将一起“上”综艺——《上新

了故宫》第二季、《我在颐和园
等你》、《天坛》、《长城》等重
量级文化节目将在2019年陆续
与观众见面。

《上新了故宫》第一季作为
现象级文化综艺，在 2018 年掀
起了国潮热，使故宫文化产品风
靡世界。2019 年，北京卫视盛
邀故宫、天坛、颐和园、长城，重
磅推出《上新了故宫》第二季、

《我在颐和园等你》、《天坛》、《长
城》等重量级文化节目。

天坛、长城、颐和园都将“上”综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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