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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为王，爆款一招鲜时代已终结
2017年第一季度并未出现收视过2的综艺节目

第23届 上 海 电 视 节 昨 天 正 式 开

幕。 “根据CMS71数据显示，今年第一

季度并未出现收视过2的季播综艺节

目，类似当年《中国达人秀》的爆款模

式缺席”。在电视节“中国模式日”论坛

现场，业内传出信号：中国综艺市场已

经走出了最初的市场红利期， 开始有

逐渐转冷的迹象。
面对这一变化， 业内人士却认为

未必是一件坏事———大众注意力的分

散， 恰恰能够帮助中国综艺人戒掉以

往“跟着模式走”“冲着明星看”的浮躁

心态。冷静下来的市场，其实也为中国

综艺迈向成熟、 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

提供了空间。

爆款模式让位创新精品意识

“《中国好声音》火了之后出现一

批良莠不齐的同款， 类似的歌唱节目

模式版权被疯狂抢购。盲从模式，向爆

款看齐的急功近利恰是中国综艺的一

大症结。” 世熙传媒总裁刘熙晨认为，
一些具有本土特色的创新精品、 垂直

型节目的抬头， 结束了爆款模式吃遍

天下的时代， 也是中国综艺逐渐树立

自己的品牌意识与文化自信、 迈向成

熟的体现。
传统文化类节目的崛起便是最典

型的案例。 《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
《见字如面》等节目在泛娱乐浪潮中杀

出重围，被誉为荧屏中的一股清流。更
令人惊喜的是它们不光是一档节目，
更成为一个个被观众津津乐道的文化

事件。 这些节目能够突围一方面是击

中了埋藏于每个中国人心底的那份文

化认同感， 更关键的是节目组通过创

意与匠心让文化的清流 “清澈而不寡

淡”。中国社科院新闻所世界传媒研究

中心秘书长冷凇将《朗读者》的创新总

结为 “把开放语境的诵读和私密语境

的内心剖白进行了成功结合”，经典文

本的意蕴与私人温度相得益彰， 让观

众在新鲜感中获得久违的感动。
来 自 荷 兰 的 综 艺 节 目 总 监 艾 蒂

安，其公司拥有《好声音》《唯舞独尊》

等多个超级模式， 但老牌模式的疲软已

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能够获得市

场的永远是创意与严谨的专业态度，而

两者相比较而言专业化的操作 更 为 重

要。 ”艾蒂安介绍，为了孵化出更多好看

的节目， 他的公司专门设立了一个40到

50人的创意智囊团，这些人年龄不一，拥
有各种各样的知识背景， 且都是各自领

域的翘楚，他们中有电影人、游戏人，甚

至还有专门计算各种节目中突发事件概

率的数学家。

战胜明星光环的是那些
“平凡感动”

“关注普通人”被圈内人士称为综艺

节目的另一大趋势。 《广电时评》主编高

琦认为，除了摆脱明星出场费带来的成本

压力外，耐心挖掘日常生活中平凡人的不

平凡，恰恰能消解现代生活中人际关系的

疏离感，以及冰冷的效率至上法则。
电视综艺《挑战不可能》以超过三亿

元的冠名费， 成为不折不扣的综艺 “标
王”。 与以往的“标王”不同，这是一个很

“素”的综艺，节目中一个个普通人通过

各种颇具看点的挑战项目展现自己的不

平凡。“这档节目中每个人的技艺展示其

实只有两分钟， 而人物故事讲述则占到

了八分钟”———成功的关键正是对普通

人自我突破精神的尊重。
在不少综艺节目中， 明星已经逐渐

退居为锦上添花的配角。综艺节目《音乐

大师课》 请来一批有话题且兼具有唱功

的歌星教孩子唱歌， 但最为观众津津乐

道的却是这些平凡孩子的故事。 节目中

一个片段广为传播。 十岁的小男孩泽禹

用纯净的天籁童声演绎了一首旋律改编

版的《我是一个兵》，送给一位新四军老

兵———自己92岁的曾祖父。 朴实无华的

小小录播舞台上， 穿着军装的太爷爷坐

在舞台一侧，聆听小曾孙的歌声，回忆了

当年战友们“重伤不哭，轻伤不下火线”
的奉献精神。那一瞬，歌声是孩子学习成

果的展示，也是对革命先辈的致敬。

干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名的人
听清华学长唱《我爱你中国》，无数人热泪盈眶：青春啊，当如此———

上周末， 央视 《出彩中国人》 迎

来 60 位老者， 他们是清华大学上海

校友会艺术团的成员， 演唱曲目 《我
爱你中国》。 让人震撼的， 不是他们

平均 72.3 岁的年龄， 也不是从指挥、
伴奏到演唱皆不逊专业之功的演出，
而是他们每一位用尽一生谱写的 “青
春之歌”。

87 岁的飞机设计师程不时 ， 他

的青春时常仰望天空， “要让我们中

国人设计的飞机翱翔蓝天！” 75 岁的

张利兴与同岁 的 朱 凤 蓉 ， 这 对 “将

军 夫 妻 ” 的 青 春 与 大 漠 戈 壁 相 伴 ，
无数个寂静夜 里 ， 他 们 耳 畔 回 响 起

的 是 一 声嘱托 “等你 们 搞 出 了 原 子

弹， 我们腰杆就硬了！” 77 岁的刘西

拉， 国家攀登计划土木、 水利工程基

础研究首席科学家， 他的青春是那句

“祖国哪里需要我， 就到哪里去” 的

真实写照……
熟悉的旋律响起， 当他们从灵魂

深处迸发出不再年轻却永如孩童般真

挚的歌声时， 观众落泪了， 网友沸腾

了： 青春啊， 当如是！ 就当如张利兴

将军平淡叙述的那样———为祖国， 干

惊天动地的事， 做隐姓埋名的人。

看看他们便可知，今天
的中国何以昂首挺胸站在
世界的舞台

华发， 但一丝不苟； 年迈， 却身

板挺直； 60 位演出者， 60 副精神矍

铄的容颜。 清华大学的校徽统一别在

胸前， 那是最靠近心脏的地方。 小小

校徽浓缩主人们一世的奋斗与奉献。
老者们都是毕业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的清华学子， 是共和国的高级知识分

子。 在中国最艰难的光景里， 他们去

西藏、 去新疆、 去云贵川陕甘宁， 把

个人最美好的年华， 悉数投入到了祖

国母亲无限广阔的怀抱里。
让我们穿过时间隧道去瞧瞧风华

正茂的他们。
在贫瘠的山区， 高材生刘西拉惊讶

于老乡家透风的窗户。 老乡搓搓通红的

手， 叹道， 糊窗户纸得用粮食， 可余粮

又在哪儿？ 那个冬天， 刘西拉萌生了念

头： “用我的双手和知识， 改变老乡的

生活， 哪怕一辈子在山沟里。” 何其平

凡的想法， 却成为了他贯穿事业始终的

执念———修水利工程， 为人民造福。
在 “大漠孤烟直” 的戈壁深处， 张

利兴和朱凤蓉刚刚为人父母。 新生儿带

来的喜悦尚未消散， 贫瘠的生活却打了

他们个措手不及。 婴儿需要营养， 可四

野茫茫， 连鸡蛋都是奢侈品。 趁着老乡

探亲， 张利兴托人从老家上海罗店带来

一些鸡蛋 。 从此 ， 自己孵小鸡 ， 种 蔬

菜， 用研究原子弹的缜密心思在荒原里

鼓捣出一小片绿地。 但生活的难， 在这

对年轻人眼里太微不足道了 。 张 利 兴

说： “我们不怕物质的苦楚， 只担心科

研陷入困顿 。” 一旦核试验遇到难题 ，
张利兴便赶一夜的汽车， 再坐四天三夜

的火车， 到北京查阅资料。 有了结果，
再昼夜奔袭， 回到扎根大漠的家。 那个

家名叫 “中国核试验基地”， 张利兴与

朱凤蓉一住， 便到白头 。 16 岁离家上

清华， 再回上海时， 两人已七十有四。
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时期， 程不时的

少年时光是在逃难中跌跌撞撞过来的。
从济南一路到广西， 亲眼看着日军的飞

机呼啸着过， “所以我初中三年级时，
就立下志愿 ， 将来要为祖国造飞机 ”。
考上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后， 程不时赶

上了开国大典的欢庆游行。 “我和同学

们 用 一 辆 车 载 着 亲 手 做 的 纸 飞 机 灯 ，
走遍大街小巷 。 很多人高喊 ‘希 望 你

们真能为中国设计出飞机来 ！’” 血与

火 铸 就 的信仰不会动摇 ， 被无数人鼓

舞的希望之火更不会熄灭。 新中国自行

研制的第一架飞机 、 第一架喷 气 式 飞

机、 第一架超音速飞机等， 程不时都是

参与者。 中国第一代大飞机运-10 研发

时， 他是副总设计师。 C919 项目上马

时， 他是专家组成员。 C919 首飞的伟

大 时 刻 ， 87 岁 的 长 者 像 个 孩 子 一 样 ，
舞起了小国旗。

担任领唱的黄雅岚今年 73 岁， 算

是团里的 “小妹妹”。 这位汽车拖拉机

专业的前辈毕业生说： “我的师兄师姐

们， 都是为我们今天美丽富强的中国无

私奉献过的人。 他们默默无闻， 却无怨

无悔。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选择唱 《我
爱你中国》。”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今天

的中国可以昂首挺胸地站在世界舞台。

真正的幸福是看到祖国强
盛时，知道自己曾为之奉献过

舞台上的刘西拉儒雅、 风度翩翩，
一手小提琴如泣如诉 。 陈陈就 在 钢 琴

边， 时时应和， 默契无间。 他们是佳偶

天成。 当初， 导演组偶然在上海交大的

校园里遇见这对夫妇 ， 心想 “琴 瑟 和

鸣， 岁月静好， 最美的画面莫不如是”。
可交谈下来方知， 刘氏伉俪身边， 还有

这样一群心怀家国天下， 又秉持浪漫信

条的老者。
2008 年 ， 这支艺术团组建成立 ， 刘

西拉任团长。 从此， 位于静安区石门一路

上的排练厅里， 总会时时传颂 “韶光一去

如流水， 岂忘风雨喜同舟”， 这是平生少

年老来伴的欢愉 。 时间的磨砺 ， 让他们

长成一代国之精英； 但岁月的雨打风吹，
只皱了皮囊 ， 这群老理工生的心 ， 饱满

如少年。
所 以 ， 歌 唱 、 弹 琴 、 画 画 、 远 足 ，

去他们曾经流汗流泪的地方看看今日如

歌的景象。 所以， 上海的几家养老院里，
他 们 会 去 看 望 也 许 比 自 己 还 年 轻 的 人 ，
“青山在， 人未老” 的生活， 值得每一位

曾经为之奋斗的人安然享受。 所以， 即便

生活难免苦难 ， 他们也愿笑对 。 所以 ，
今 年 平 均 72.3 岁 的 他 们 ， 还 心 存 梦 想 ，
期盼着平均 90 岁时再唱一首动人的 《我

爱你中国》。
什么是幸福？ 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

术团大概就是极好的代言人吧。 C919 冲

向蓝天时， 润湿双眼的程不时是幸福的；

中国的核研究每取得点滴进步， 一生

在远方的张利兴和朱凤蓉是幸福的；
中国的土木工程人才日益充盈时， 刘

西拉也是幸福的。
回 到 《出 彩 中 国 人 》 的 节 目 现

场。 年轻人为什么热泪盈眶？ 因为他

们听到了原创诗歌 《祖国不会忘记》
的字字铿锵： 在茫茫的人海里， 我是

哪一个/在滚滚的浪花里， 我是哪一朵/
在征服宇宙的大军里， 那默默奉献的

就是我/在辉煌事业的长河里,那永远奔

腾的就是我/不需要 ， 你知道我/不渴

望， 你记得我/我把青春献给祖国的江

河/山知道我， 江河知道我/祖国不会

忘记我！
更因为他们读懂了幸福的真谛。

那是一种不虚度———青春是用来奋斗

的， 不是用来挥霍的。 那也是一种不

悔———把自己的一生与祖国、 与时代

紧紧联系到一起， 不问付出， 只要看

到祖国强盛时， 知道其中有自己绵薄

之力。

加大扶持力度
优秀作品涌现

昨晚， 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主办、 上海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第五届

优秀国产纪录片及创作人才扶持项目

表彰活动在上海举行。 共有 11 类 65
项国产纪录片 、 人 才 、 机 构 入 选 了

2016 年度优秀国产纪录片及创作人

才扶持项目。
《永 远 在 路 上 》 《一 带 一 路 》

《本草中国》 等十部作品荣获优秀国

产纪录片系列 片 ； 《我 在 故 宫 修 文

物》 《孔子》 《中国春节———全球最

大的盛会》 等五部作品荣获优秀国产

纪录片长片； 《红色气质》 《我从新

疆来》 《让候鸟飞》 等十部作品荣获

优秀国产纪录片短片； 《筑梦路上》
《长征》 《重生》 等五部作品荣获优

秀理论文献片。 此外， 还有五档优秀

纪录片栏目、 六家优秀制作机构、 六

家播出机构和三家优秀组织机构获得

表彰。
获得表彰 的 作 品 也 展 现 了 我 国

纪录片的 发 展 趋 势 。 今 年 的 获 奖 作

品 题 材 多 元 ， 其 中 既 有 《 长 征 》
《永远在路上》 《一带一路》 等重大

主题作品， 也有 《我在故宫修文物》
《本草中国》 《人间世》 等引发热议

的 “网红”。

《城市之岛》开机
记录崇明“生态”

昨天下午， 由崇明区人民政府出

品 、 上海广 播 电 视 台 全 纪 实 频 道 承

制的大型 纪 录 片 《城 市 之 岛 》 在 上

海国际会 议 中 心 举 行 开 机 仪 式 。 共

四集的 《城 市 之 岛 》 是 崇 明 建 岛 史

上 第 一 次 以 大 制 作 的纪录片 手 法 展

现全岛形象。
纪录片 《城市之岛》 将以 “生态

立岛” 为主题，讲好崇明故事，展示崇

明绿色发展成果，凝聚各方共识，学习

传播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 ”的重要 思 想 ，贯 彻 落 实 上 海

《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三五”规

划》。 这对崇明、上海乃至长江经济带

的生态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谨防陷入新媒体“数据陷阱”
英国金牌电视人大卫·维南每天坚持读报

随着新媒体的崛起， “社交指数”
逐 渐 成 为 裹 携 节 目 创 作 的 重 要 因 素 。
制 作 过 《美 国 达 人 秀 》 《地 狱 厨 房 》
等节目的英国金牌电视人大卫·维南却

坦言， 自己对时下流行的新媒体与大

数 据 分 析 相 当 警 惕 。 “对 于 大 数 据 ，
节目人可以相信， 并总结出普遍的节

奏控制规律， 但不能迷信更不能为其

控制， 事实上很多新媒体信息与数据

并不准确。” 他说，“我还是保持每天看

报纸的习惯， 毕竟对节目人来说严谨

很重要。”
说到中国的综艺节目 ， 大卫坦言

中国综艺节目不差钱， 但在投资结构

分配上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 比如中

国 综 艺 喜 欢 聘 请 天 价 明 星 ， 甚 至 将

60％到 70％的成本都用到了明星身上，
这在欧美节目中实属罕见。 英国综艺

节目中， 拿 “大头” 的往往是 “金牌

制作人 ” ———有魄力 、 敢创新 ， 甚至

有点疯狂。 他们带动了节目内容与模

式的不断创新， 从而驱动了英国综艺

的良性发展， 好的内容创意才是市场

真正争抢的资源。
反观我国综艺节目一窝蜂邀请偶

像明星， 其实是迷信新媒体指数的表

现。 有些投资方甚至不了解节目的内

容制作规律， 投不投往往只问两个问

题———有没有明星 ， 有没有模式 。 对

于这一问题， 大卫的观点或许值得中

国综艺市场借鉴。 他指出， 大数据确

实能够帮到节目， 但有用的数据往往

需要时间的验证与综艺人基于个人经

验的专业判断。 比如， 竞赛类节目如

果 在 开 始 1.5 分 钟 内 还 没 进 入 正 题 ，
往往会流失大量观众 。 这个 1.5 分 钟

“生死线” 便是一个对节目制作有用的

大 数 据 。 如 简 单 拿 新 媒 体 点 击 指 数 、
话题指数或者是关注人数指数 ， 去判

断角色选择与内容走向， 很有可能会

陷入 “数据陷阱”。
事实上， 这样的 “数据陷阱 ” 在

目前的国内综艺市场上已经有所应验。
一 位 业 内 人 士 透 露 了 这 样 一 个 数

据———去年某国内一线卫视的综艺节

目中， 亏损的约占八成。 而某卫视近

期上线了一档全流量明星阵容的综艺

节目， 也没有获得预想中的关注度与

收视率。

已数不清，《我爱你中国》听
过多少回。 但余生一定会记得，
有一群可爱的中国人，他们用真
实的岁月唱着歌里的词———“我
要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你，我的母
亲，我的祖国”。

也或许很少想起，自己年少
时立下过怎样的宏愿 。 但这一
刻扎扎实实感知到了 ， 有一群
灰白了头的 “年轻人”， 他们用
朴素的豪情撞开了我们内心热
血奔涌的阀———“为中华之崛起
而读书”。

上图： 30 多年前的清华门前， 恰同学少年。
（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供图）

左图： “我把青春献给祖国的江河/山知道我， 江河知

道我/祖国不会忘记我”， 这群清华学长的告白， 润湿了荧

屏前多少双眼。 （节目组供图）

■本报记者 张祯希

■本报见习记者 姜方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综艺节目 《音

乐大师课》 请来一

批有话题、 有唱功

的 歌 星 教 孩 子 唱

歌， 但打动观众的

却是平凡孩子的故

事 。 业 内 人 士 认

为， 素人模式将成

为综艺发展的一大

趋势。
（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张祯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