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知从何时起，“磕CP（支持自己喜

欢的荧幕情侣）”成为综艺“显学”。恋爱

综艺更是将这一“流量密码”发挥到极

致，据不完全统计，各大平台2022年恋

爱综艺数量达到18部，通过节目走红的

素人CP人气堪比明星。

在这一背景下，《春日迟迟再出

发》作为去年口碑综艺《再见爱人》的

姊妹篇，却呈现出不一样的节目调性。

素人嘉宾没有偶像剧男女主般青春靓丽

的外形；没有刻意给嘉宾“配对”、强

行“撒糖”的环节安排，而是以温情视

角，呈现走出破碎婚姻的失意人，在旅

途中“先治愈后恋爱”的过程。透过这

群三四十岁离异男女的释怀与成长，让

观众慢品情感的苦涩与回甘。正是这种

成熟健康的婚恋观传递，与围绕情感、

家庭等议题的深刻探讨，也让观众从为

CP“上头”的观看爽感中脱离出来，

放下“磕CP”对美好结局的执念，秉

持着开放祝福的心态留言：“在不在一

起不重要，今后各自快乐就好”。

这档试图反其道行之的节目，也在提

醒恋爱综艺创作者，观众固然爱“磕CP”，

但“磕”的绝不只是颜值或是没有思想交

流情感铺垫的撒糖桥段。成为CP之前，

他们首先应当是拥有个人魅力与美好品

行的精彩独立个体；成为CP之后，他们则

透过互相欣赏、彼此成就的相爱相处，给

予观众温暖与力量，在现实中有能力、有

勇气拥有一段美好关系。而这，或许才是

恋爱综艺与“磕CP”的正确打开方式。

《春日迟迟再出发》延续了《再见爱

人》的“离婚”关键词与“户外旅游+观察

室”模式。只是这一次不为破镜重圆，而

是请八名尚未从前段失败婚姻带来的伤

痛中痊愈的单身男女，结伴开启四个周末

的“限定旅行”。节目提出“先治愈后恋

爱”的理念，是考虑到对于有经历有伤痛

的人来说，未必能立即展开新的恋情。因

此，比起“同病相怜”，节目更希望他们在

陪伴中收获“再爱一次的勇气”。

这样的用心，更需要对的人呈现出来。

“也许，你仍在人生幽谷中，挺直腰

杆地奋力往前走着，但你善良的心所散

发出的光芒，早已照亮了整片山坡”。

这是《春日迟迟再出发》节目临近尾声，

男嘉宾林承纬赠给女嘉宾吴雅婷的一

段话，写在他为对方手绘画像的背面，

被网友赞为“教科书级别的表白”。令

观众动容的，不只是送画像、写情话的

浪漫告白本身，而是林承纬送出这份心

意之时，西装革履的郑重对待，以及他

预判对方虽动容却难以立时回应因而

选择及时转身。看多了网络平台对成

年人感情遮遮掩掩、顾虑太多的抱怨，

这个40岁男人经历背叛仍能不留余地

坦诚表达爱意，同时拿捏社交分寸、充

分尊重女方的一系列举动，着实难得。

而作为被追求的对象，单亲妈妈吴

雅婷所展现的成熟、大方与自信，也同

样赢得观众的喜爱。节目组安排男女

嘉宾随机抽取守护对象，用自己的方式

温暖对方。抽到守护自己的吴雅婷，却

悄悄记下其他嘉宾的特点与喜好，给每

一位都送上用心准备的礼物。而面对告

白，她不讳言自己因为经历失败婚姻、独

自抚养孩子，因而对于爱充满怀疑与向

往。更进一步，她犀利地指出节目所营造

的特殊氛围，会给参与嘉宾一种“非要在

其中选一个人”的错觉。一旦离开了这样

封闭的环境回归现实生活，是否还会彼此

心动？面对她的理智与清醒，即便观众与

明星嘉宾为这对CP暂时没能走到一起感

到遗憾，但却反而感受到他们对爱的珍

惜与慎重。

吴雅婷的犹疑，也道出通过恋爱综

艺寻找真爱，本质上是一个伪命题。因

而，恋爱综艺的主题与其说是传递“真爱

至上”，不如说是如何学会爱人爱己。可

惜的是，当“磕CP”成为显学，打造CP更

成为当下恋综盲目追崇的关键指标，嘉

宾从参与节目之初，也就不自觉背负了

“凑CP”的心理暗示。在这一情绪驱动

之下，节目组与嘉宾共同走入了与甜宠

剧一样的误区，那就是一切围绕着嘉宾

颜值、吸引力和撒糖情节这几个要素打

转。将初识、试探、暧昧、相恋、误解，甚

至多角关系作为节目演进的模块化操

作、定期定点投放，“假”便成为这些节目

的通病——

《我们相爱吧》等明星嘉宾参与的节

目被质疑剧本痕迹严重。《奔跑吧兄弟》

这种户外综艺里出现的明星CP更是被

本人抗拒、被观众质疑炒作，各家粉丝更

是为偶像感情真假动辄引发骂战。而在

素人参与的恋综里，《怦然再心动》《怦然

心动20岁》等节目，更是爆出素人嘉宾

经历造假和情感纠纷，让刚播出甚至还

未播出的节目遭遇信任危机。海外同类

型节目更是彻底“跑偏”。韩国综艺《换

乘恋爱》拉来一众分手男女请他们自由

配对，本有复盘情感检视自身的初衷，发

展到最后却成了交换对象的刺激体验。

更离谱的是《单身即地狱》。节目将一众

出身富裕的俊男美女困于“地狱岛”自力

更生，只有速配成功的CP可以前往“天

堂岛”，享受优质食物和住宿。将情感和

物质体验与欺诈游戏画上等号，连同将

“渴望成名”写在脸上的嘉宾，如此无底

线的搏收视手段引发恶评。

如此工业化创作方式与流量至上的

思维模式下，恰恰忽略了恋爱综艺中最

重要的——人的因素。恋爱综艺里的

“人类高质量男女”既不在于颜值出身，

也不在于学历职业等外在精英标签，而

在于对待情感成熟坦诚的态度。八位素

人嘉宾的相处之中，不是没有摇摆踟蹰、

赌气误解的桥段，可随后的沟通、道歉、

剖白与成全，却冲淡了其他恋爱综艺里

矫情幼稚的“偶像剧感”，向观众示范着

一段健康情感关系中应有的相处之道。

出轨成性、赌博负债、性格极端、因病

抛弃伴侣，盘点节目中部分嘉宾所遭遇的

前任，每一个都可以在个别节目中大洒狗

血、炒作话题。令人欣慰的是，《春日迟迟

再出发》只是在第一期节目中，用信物展

览的方式作出告别过往的仪式感，而并未

渲染悲观情绪或者挑动观众猎奇探究。

相反，节目组将相当的篇幅留给了由失爱

伤痛所延展出的情感话题。

是什么样的家庭成长出了林承纬这

样的优质男性？长白山围炉夜话中，观

众和嘉宾才得知，原来他成长在一个长

期承受父母身体语言暴力的破碎家庭。

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成年后的

他没有被童年创伤所打败，而是让身边每

一个人感受着温暖与关怀。他说：“我想

要证明给我爸爸妈妈看，我是‘正常’地生

活着，我不会因为我在你们身上遭遇的

事情，而影响我对未来的计划或想法”。

这份善良与坚韧背后，也背负着无法自我

原谅的遗憾。林承纬青春期父亲出走后

重组家庭杳无音讯，直至死后才通过再婚

子女与他取得联系。年轻时因为憎恨选

择拒绝相见，可也就是这不成熟的倔强，

让那个问题成了永远扎在心底的刺——

我想要问我爸爸，怎样做一个好的男

人？也正是吴雅婷听懂了这份遗憾，建

议他去看望还在人世的母亲，与其说

是为亲情伦理，更是为与自己和解。这

也令观众了然，二人何以萌生情愫——

因为她懂他，也能支持他活出更洒脱的

自己。

人到中年回首童年，剖白何以成为

今天的自己，这可能是比展开一段新恋

情更需要勇气的事。林承纬的故事，也

令观察室的明星嘉宾备受触动。对于同

样成长于父亲抛弃妻女离异家庭的傅首

尔，一块蛋糕的甜蜜背后，捆绑着的是母

亲强调为此付出艰辛劳动的亲情负担。

“我希望以后通过付出得到快乐”，以此

弥补童年缺失的爱。母亲再婚当天，担

心再次被抛弃的她十分抗拒。母亲为安

抚她提议玩捉迷藏。可当她躲到衣柜中

后，再也没有人来找她。“我知道我长大

的很多时刻，我都活在那个柜子里。”

也正是这些脱离恋爱综艺主线叙事

的议题，为《春日迟迟再出发》在浪漫明媚

的底色上，画出更为深沉厚重的一笔。比

起其他恋综里“支招恋爱技巧”“预测CP

线”的观察室讨论，节目用更深刻的情感

议题去实现综艺的人文关怀。而这也给

予更多主创以启示，当“磕CP”成为显学，

尝试借此探索人何以去爱与被爱的命题，

或许是恋爱综艺摆脱同质化、庸俗化，进

而带给大众更多思考与感动、收获爱与力

量的努力方向所在。

▼《春日迟迟再出发》延续了《再见爱人》的“离婚”

关键词。只是这一次不为破镜重圆，而是请八名尚未从

前段失败婚姻带来的伤痛中痊愈的单身男女，结伴开启

四个周末的“限定旅行”。图为《春日迟迟再出发》剧照

▲去年口碑综艺《再见爱人》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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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磕CP”成为“显学”，
恋爱综艺应传递怎样的感情观？

不局限于婚恋议题，
恋爱综艺呈现出难得
的深刻与人文情怀

黄启哲

治愈比恋爱更重要，
呈现精彩个体比凑成
CP更重要

连陈奕迅本人也没想到，自己为
《英雄联盟》动画剧集演唱的主题曲《孤
勇者》，竟成了全国中小学、幼儿园内时
下最风靡的“儿歌”。
《孤勇者》的爆红，无疑是抖音等短

视频平台实现的又一次传播奇迹，而凭
借这首歌曲，陈奕迅也在出道近30年
后首次跻身“神曲歌手”的行列。

但这果真是一首“抖音神曲”吗？
从题材、风格、旋律、歌词的角度，《孤勇
者》并不存在颠覆性要素，也远不至于
格外夸张或绮丽；演唱者陈奕迅虽代表
作无数，口碑在业内名列前茅，但也从
未实现，当然也未曾尝试成为“幼儿园
歌神”。也正因为这首歌从制作到演唱
都循规蹈矩，它的破圈显得十分特殊，
而又耐人寻味。

严格来讲，将《孤勇者》定义为“神
曲”并不恰当，因为“神曲”这个词在流
行乐坛中即便不带贬义，也在某种程
度上暗示非主流，与“颠覆”“反叛”“魔
幻”等词挂钩。个人而言，提到“神
曲”，我会不自觉地联想到龚琳娜的
《忐忑》、朴载相的《江南Style》、伊尔
维萨克兄弟的《狐狸叫》，以及四年前那
首红遍大江南北的抖音初代“神曲”《学
猫叫》。

自《学猫叫》往后，以抖音为代表的
短视频平台就成为了“神曲”的温床。
四年内，大量歌曲实现现象级传播，在
各圈群内刷屏。据某平台统计，从

2018年到2022年，仅抖音上使用人数
超1000万的背景歌曲就有13首，包括
《小星星》《学猫叫》《灞波儿奔奔波儿
灞》《你笑起来真好看》《你的答案》《下
山》《少年》《我和你》《旧梦一场》《世界
那么大还是遇见你》《大风吹》《听我说
谢谢你》和《最美的瞬间》。

以上歌曲，涉及儿歌、说唱、流行、
国风等多个类别，加之风格迥异的演
唱方式，我们似乎很难将它们归入同
一张歌单。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除
个别外，大多数“抖音神曲”有着一些
共通点：意象简单、词句通俗、核心字
词反复出现、副歌节奏明快且重复多
次。

这些隐藏在词曲中的共同特征揭
示出“神曲”制作的内生动力：“耳虫”效
应。用通俗的话解释这个心理学术语，
即当你反复听到某段乐曲后，大脑里会
不自觉地单曲循环，又或者在看到某一
段歌词时主动脑补出旋律。几乎所有
人都经历过“耳虫”，因为这是一种普遍
且正常的心理现象。但如果音乐创作
者以“耳虫”效应为目标，通过字词、旋
律的反复刻意巩固听觉印象，那么这个
现象就变得不正常。一言以蔽之，就是
“洗脑”。

提到“洗脑神曲”，很多人立刻会想
到2004年流行的《老鼠爱大米》和《两
只蝴蝶》。诚然，就歌曲引发的跟唱浪
潮而言，它们与《学猫叫》《海草舞》并无

二致，但在制作流程上，“抖音神曲”相
较前作显然更为“科学”。以《学猫叫》
为例，制作团队通过大数据分析，为受
众群体贴上“可爱”“温柔”“傻白甜”三
个标签，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精准”创
作，以最大程度地迎合目标群体，促成
传播效应。侧写受众、精准制作、定向
分发，这一套内容生产分发逻辑并不是
抖音原创，今日头条等图文信息平台同
样以算法推荐为核心。

算法推荐本为智能的象征，但一旦
形成规模化、普遍化，而不加以人为干
预，那么算法所构筑的“信息茧房”终究
会对受众的信息摄取，乃至原创内容的
生产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以短视频
音乐为例，《学猫叫》等“神曲”的流行，
带动了一批草根音乐人以类似的手法
在短时间内炮制出大量同质化产品，看
似营造出火热的市场氛围，实则滑向了
劣币驱逐良币的边缘，对真正扎根创作
的音乐人造成冲击。

至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
短视频音乐明明耳熟能详，却因为集
体登上年度金曲榜而受到“太俗”“审
美品位滑坡”的非议。其实这不是一
个品味雅俗的问题，受众也并非诘难
短视频音乐这个门类。一边被“洗
脑”，一边哀叹华语歌坛的衰落，只能
说明受众对于“信息茧房”的叛逆、
对流水线产品的感知疲倦，以及对内
容生产者一味迎合的反感。

真正的金曲，并不是对“大众想听
什么”的讨巧，而是歌曲创作者、演唱者
对“自己想说什么”的艺术表达。“神曲”
与金曲的本质差异，不在于传唱度的高
低，不在于歌词的雅俗，也不在于歌手
的声望，而在于创作者、演唱者是否用
心，在于歌曲本身是否具有灵魂。

从这个意义上讲，《漠河舞厅》《孤
勇者》等歌曲在短视频平台的走红，虽
不符合“神曲”的传播逻辑，但更趋近于
金曲在民间的自发传唱。《漠河舞厅》取
材于真实事件，歌词“字字泣血”，吐露
作者的真情实感；《孤勇者》虽为游戏歌
曲，但词作者唐恬融入自身的抗癌经
历，写出了对病魔的不屈服，以及对生
命的渴望。在看似平凡的包装下，这样
的歌曲蕴含着鼓舞人心、传递真心的能
量。这股积极向善的能量，叠加短视频
平台的传播系数，无心插柳地缔造了破
圈奇迹。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神曲”，正如一
代人有一代人的金曲。我们无需对短
视频平台上反复播放的“神曲”痛心疾
首，因为口水歌本身就是流行音乐的有
机组成部分。我们有必要警惕的是“神
曲”泛滥对创作生态的扭曲以及对用心
创作者的冷落，因为如果一代人只有
“神曲”而没有金曲，那么一代受众的真
心将无处安放。不过好在，《孤勇者》的
出现、周杰伦的回归，暂时打消了这种
顾虑。

神曲与金曲，隔着一个“心”字
孙欣祺

 《漠河舞厅》

取材于真实事件，歌

词字字吐露作者的

真情实感，被民间自

发传唱

 《孤勇者》虽

为游戏歌曲，但词作

者唐恬融入自身的

抗癌经历，写出了对

病魔的不屈服，以及

对生命的渴望

流传千年的“百戏图”告诉你
古时的演艺活动有多丰富

技法娴熟的《掮客》
为何功亏一篑

古装剧《星汉灿烂》：
古风美学与现实价值的一次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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