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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从不缺乏话题关注的综艺，让人感慨在这个春天如同“日薄西山”。行业发展规律叠

加外部因素，让“砸钱就能砸出个现象级综艺”的时代一去不返，市场冷落，寒意丛生。业

内人士认为，这是行业在转型期内必经阵痛，而内容创新加模式创新，则是综艺健康发展

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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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不再、爆款难寻，“砸钱时代”一去不返，网络综艺在这个春天遇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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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评G

刘颖余

“每个中年人心里都驻留着一首港乐”，

堪称今年最热音乐综艺的《声生不息》，让不

少网友如是感慨。

是的，这场秀看起来又像是一场集体怀

旧，就像去年的《时光音乐会》，不同之处在

于，它细分到了“港乐”。所以，它不只是一

场怀旧，也像是一次科普、一种致敬。

为什么是“港乐”而不是其他？

献礼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当然是最

为高大上的理由，它奠定了节目的基本格

局和立意。但也不必讳言其他包括市场

因素，比如《披荆斩棘的哥哥》火爆出圈、

《大 湾 仔 的 夜》风 靡 一 时 、《中 国 好 声 音

2021》伍珂玥夺冠，这些事的发生并非孤

立、偶然。主办方显然有着敏锐的市场嗅

觉，于是，“港乐”概念横空出世，《声生不

息》应运而生。

什么是“港乐”？《声生不息》的文案太精

彩，我索性当回文抄公：“‘港乐’是东方之珠

温润的光华，‘港乐’是少年驰骋江湖的侠

气，‘港乐’是高楼大厦间匆匆的浪漫，‘港

乐’是一个时代华丽的回响。”

对于人心而言，没有比音乐更柔软的抚

慰了，音乐伴随着每个孩子的长大，所谓岁

月如歌，歌中亦有岁月，初闻不知曲中意，再

听已是曲中人。时光永远流转，唱歌的人和

听歌的人都会变老，但那些心口相传的歌声

不会老，因为岁月永远也偷不走那些动人的

旋律。

总有一段旋律，能抚慰心灵；总有一阕

歌词，能道破心境。所以，“食面暖胃，听歌

暖心”，大家就一起听港乐吧，让歌声唤起温

暖的记忆，也用音符给一个时代作注。中年

人集体怀旧，年轻人温故知新，人心由此相

通，代际借机融合，这样的音乐盛宴，又怎能

不引起人们的共鸣？

不少人认为，《声生不息》缺少竞赛，可

能会削弱它的观赏性，但我倒以为，不搞竞

赛，才更能体现节目的立意。因为它本来就

像歌手的联欢和“团建”，男女分队对抗，看

似“剑拔弩张”、互不相让，但内里是宽松、欢

乐的氛围，观众隔着荧屏，也能感受得到。

而几期节目下来，最动人、最煽情的通常都

是节目最后的全场大合唱，这本身也很能说

明问题——或许人们就是愿意借机集体怀

个旧，又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节目在歌曲改

编方面会小心翼翼。既不能不改，又不能大

改，在小心翼翼中寻找一种巧妙的平衡，这

自是对经典应有的一种温情和敬意。好在，

不同的歌者对歌曲有不同的表达，如果当观

众多年以后重温经典时，对歌曲有新鲜的感

受，这无论对于歌者还是听歌人，想来都是

一件美好的事情吧。

还有大方之家尖锐地指出，对“港乐”的

怀旧印证了“港乐”黄金时代的落幕，当人们

齐齐向过去回望，那是对一个时代的缅怀，

也是对现实沉重的纾解。我倒不这么悲观，

对过往的怀念，并不意味着对现实的否定。

华语音乐陷入低谷，或许是残酷的事实，但

正因如此，我们今天才更需要向传统吸取养

分。从这个意义上讲，《声生不息》似乎又不

止于怀旧，尤其对音乐人而言。

有趣的是，在第一场竞演中，夺得全场

最受欢迎金曲的竟然是《初恋》，演绎者是顶

着“爆炸头”的年轻歌手曾比特。

这样的结果不“尊老”，却很“爱幼”，其

实蛮好的。经典需要在传承中创新，没有比

这更好的注脚了。

岁月偷不走那些动人的旋律

刘兵

近日，电视剧《风起陇西》在央视八套晚间黄金档首播结

束。带着台前幕后的“豪华”阵容而来，该剧的播出备受期

待。然而尴尬的是，它创下了央视八套黄金档收视率的近年

新低，并以此登上热搜。

该剧讲述了在英雄辈出的三国时代，两个“小人物”在惊

心动魄的谍战中爆发出各自光辉，于历史之外谱写出一段小

人物传奇的故事。

意外的是，在低收视率下，不少观众却给了该剧较高的评

价。他们认为，该剧以实景拍摄为主，注意历史细节，较好地

还原出三国时代的风物与生活方式；情节上一环扣一环，不拖

泥带水，算得上还不错的作品。

不少影视作品创作上不可谓不用心，也花费了大量人力

和物力做宣传，但偏偏收视率一直走低。笔者认为，制作方和

观众们对收视率不妨看开一些，看远一些。

事实上，不少优秀影视作品最初播出时，并未赢得口碑，

没有溅出水花，有的甚至招致批判。这可能是因为有些主创

人员的想法和创意可能要超前于观众，所以本来拍出来非常

具有创意的影视剧作品，却因为当时大多数人无法理解，而票

房或者收视率惨淡。直到多年以后，作品才会被重新解析，重

新定义，焕发出本来的光彩。

1995 年的香港电影《大话西游》刚开始上映时，票房惨

淡，甚至被很多人视为“文化垃圾”。然而 1997 年至 1998 年，

随着家用 VCD 的普及，该影片突然成为“宠儿”。或许“后现

代主义”“无厘头表演风格”“解构主义主题”等契合了当时年

轻人的心理。2000年以后，《大话西游》在全国年轻人中形成

了奇特的火热风潮。

2007 年，历史剧《大明王朝 1566——嘉靖与海瑞》播出

后，收视惨淡，更不用说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但近年来在网

络平台上播出后，该剧获得了非常高的评价，甚至被封为“历

史剧第一”。这部电视剧将明朝嘉靖后期严嵩党、清流党以及

皇帝之间的权力斗争刻画得颇深。但或许由于过于“烧脑”，

对于明史背景内容知之甚少的话，很难看得下去，所以人们在

最开始并没有认为它是精品。

互联网时代初期，很多好作品由于缺乏宣传等原因容易

被埋没。在观点日益多元，更容易发生碰撞的今天，也不乏低

开高走的影视剧作品。

2018 年播出《最美的青春》讲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塞罕

坝上一群造林人的故事。这样的现实题材主旋律作品刚开始

并未取得好的收视效果和观众反响。然而，这部剧剧情真实、

感人，演员演技在线，展现出那个年代的人的特有的真挚、纯

朴和善良。沉寂一段时间后，终于受到观众热追，获得了流量

与好评。《风起陇西》会不会也是这样的作品，尚不得而知。

一时的“不叫座”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希望真正优秀的

作品最终都能受到关注，赢得口碑。

不妨对收视率
看开一些，看远一些

视 线G

深圳市第二届职工音乐节启动
本报讯（记者刘友婷 通讯员杜南星）近日，由深圳市总工

会主办的深圳市第二届职工音乐节暨深圳职工唱作大赛正式

启动。大赛主题为“唱作深嘹亮 奋斗圳青春”，旨在选拔一批有

才艺、有精神、有情怀的唱作优秀人才，建立职工文艺骨干队伍

和深圳职工原创音乐曲库。

此次大赛分为歌唱大赛和创作大赛两部分。歌唱大赛面向

全市爱好歌唱艺术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职工，经过初赛、复

赛、决赛，评选出冠军、季军、亚军各1名，优秀奖7名。

据悉，2021年，深圳市总工会整合以往职工文体项目和内

容，全新推出“深圳职工音乐节”“深圳职工文化节”“深圳职工体

育节”三大文体品牌活动。在搭建职工才艺展示平台、展现职

工精神风貌的同时，发掘了一批优秀人才和文艺节目，建立职

工文艺骨干队伍和文艺节目库。据统计，首届“三大节”各类比

赛参赛队伍遍布深圳各区各行业，参赛基层工会近2000家，参

赛职工4360人，活动传播受众逾200万人次。

日前，广州粤剧院下辖广州红豆粤剧团根据传奇剧本《桃
花扇》改编的粤剧《桃花扇传奇》在广州江南大戏院公演。该剧
由青年戏剧人才主要担纲创演，是广州粤剧院与广州文学艺术
创作研究院合作的又一部“广州市戏剧创作孵化计划”剧目。

许建梅 摄/中新社

粤剧《桃花扇传奇》在广州公演

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经济开发区建立起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培育了宣化国玉陶瓷有限公司、河北雪圈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等文创龙
头企业，设计开发出“雪如意”、冰雪运动、冬奥景观等系列文创和旅游商品300余款，搭乘“后奥运”经济快车为文化产业发展壮大注入新的活
力。图为5月10日，观众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经济开发区参观文创产品。

陈晓东 摄/中新社

发展文创产业
搭乘“后奥运”快车

本报记者 邓崎凡

换作以前，谁也不会想到，制造话题的综

艺节目竟以“没有话题”而引起人们关注。

前两天，这样的事情就发生了。编剧汪

海林发微博说，长视频平台的“精品综艺”已

经日薄西山了。他同时披露，今年腾讯的头

部综艺《半熟恋人》直到播完，也没有拿到品

牌赞助。

这几天，汪海林的微博连同这个春天里

“寂寞”播出的几档综艺，一起引发了业界的

讨论。

市场遇冷

为什么汪海林的微博能够引起业界如此

广泛的共鸣？答案是今年第一季度综艺市场

的冷意。

根据云合数据，第一季度全网网综有效

播放量过亿的，只有《哈哈哈哈哈》第二季、

《半熟恋人》《大侦探》《一年一度喜剧大赛》4
部，比 2021年同期少了 5部，总体播放量同比

下降了 33%。

就单部节目而言，《半熟恋人》在全网收获

了超10亿次的播放量，作为对比，2020年的《乘

风破浪的姐姐》，当年的播放量超过了51亿次。

相比这个数据，让业内更直观感受到寒

意的，则是招商困难、“金主”难寻。《半熟恋

人》作为腾讯视频的头部恋爱综艺，题材、制

作均“自带话题”，是一季度讨论度最高、热度

延续最久的综艺。但是，就是这样一部综艺，

竟一直处于“裸播”状态，没有拿到品牌赞

助。另一个破亿综艺《哈哈哈哈哈》第二季，

也没有冠名，只收获零星赞助。

这和市场红火时形成了鲜明对比。2017
年被认为是“超级网综”时代的一年，点击量

破亿的网综节目数量开始赶超电视版权综

艺。当年爱奇艺打造了《中国有嘻哈》，迅速

成为广告商的“香饽饽”，到了第二季，招商金

额就超过了 10亿元。数据显示，从 2017年到

2019 年，我国网络综艺市场规模始终维持着

高于 20%的增速，而网综 90%以上的收入来

自广告招商。

转折从 2019 年开始，第三方广告数据平

台击壤洞察公布的数据显示，从 2019 年到

2021 年，国内综艺市场有植入的综艺节目数

量连年下滑，从 635档减少到 513档。今年以

来，各行业综艺合作项目数量则全线减少。

“砸钱砸出个现象级网综的时代一去不

复返了。”汪海林说。

风向变化

专业人士感受到的市场寒意，在普通观

众这里则是“综艺越来越不好看”的直观感

受。“和过去动辄 8 分以上的评分相比，现在

能发现一部及格分数的综艺，就不错了。”看

着“台综”长大，经历过网综疯狂年代的李冉

这样感慨，“不知道是观众‘见多识广’了，还

是综艺内容质量下降了。”

相对于观众审美需求的提升，节目制作

质量的低下同质，多年来一直被大家讨论。

而诸如行业发展规律的“风向变化”叠加疫情

影响和政策变化等因素，则引起了越来越多

的关注。

去年，“国民综艺”《快乐大本营》在播出

24 年后停播。这引发了大家对综艺节目生

命周期的讨论。国产综艺一般四五年热度就

会消耗殆尽，即便是娱乐产业高度发达的国

外市场，综艺新鲜感也很难维持超过 10年。

同时，综艺节目长期以来存在的过度的

娱乐化和商业化倾向不仅备受观众诟病，也

让监管进一步加强。去年 9 月，国家广电总

局开展的“清朗行动”，是一系列监管措施的

延续，要求不得播出偶像养成节目，坚决抵制

“饭圈”文化，反对唯流量论。这也让流量大

户“选秀类”综艺在今年销声匿迹。

一方面是综艺载体从电视到网络自然更

迭。另一方面，观众年龄由长到幼，荧屏审美

周期一轮轮变化，传统综艺的节目模式正被

残酷淘汰。随着网络发展，背靠短视频的“微

综艺”相比动辄几小时的“长综艺”，似乎正在

逐步被更多观众接受：在短视频平台，与微综

艺相关的话题轻松收获百亿级的点击量。

如何创新

综艺如何健康发展？悲观者认为，“困惑

是长期的”，乐观的人则看到，国产综艺发生

着种种激烈、细微的变化，或许能培育起一个

更加健康的未来。

行业共识是，综艺现在以有限资源的合

理配置，尽量满足用户多元且多变的需求，实

现途径是创新。

去年下半年，一项 80后 90后占比超过八

成的调查显示，九成以上的受访者期待国产

综艺节目出现更多精品。对于一部精品综艺

节目应该具有怎样的特点，65.5%受访者认为

是不断创新，节目质量高有特色，64.2%受访

者认为是坚守底线，弘扬正向价值观。

“创新”不仅是内容创新，还包括模式创

新。基于互联网社区概念，当下，综艺的社区

模式引起了很多关注，在年轻人云集的 B站，

《说唱新世代》《舞千年》等综艺被认为是这种

模式的体现。有人也将这种模式概括为，通

过社区洞悉用户审美趣味，有效指导内容创

作，通过平台内容发酵优势，借助自发传播、

二创玩梗等稳定的用户习惯，助推作品传播，

实现持续传播。在抖音、快手和 B站等平台，

这种模式的发展值得关注。

汪海林认为：“创造高质量内容，包括高

端需求和通俗趣味的分层打造，可能是接下

来的方向，如何将娱乐性、商业化在目前的管

理机制下发挥作用，也是摆在平台面前的一

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综艺导演赵浩则认为，整个综艺行业面

临的这次危机，同时意味着机会出现，“泥沙

俱下、内容良莠不齐的时代正在慢慢过去，观

众在验证着好内容的可持续发展，良币最终

会驱逐劣币，淘汰劣质的综艺，保留优质的内

容，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他认为，当下网络

综艺面临的困境，恰是行业在转型期内必经

的阵痛。

“焊武帝”出书了！
本报讯（记者柳姗姗 彭冰 通讯员孙畅）日前，西南交通

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焊接技能培训教程》，寰球吉林化建工程

有限公司培训中心的教练武永志是主编。由此，这位焊工出

身的“焊武帝”，又开始被工友们称为“作家”，大家都羡慕他

“文武双全”。

1982 年出生的武永志师承国内响当当的焊接专家郑秋

林，焊接技术高超，有丰富的国内外项目施工经验，曾获得过

国际技能大赛金奖，是特种作业考评员、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

裁判员。

另据悉，《焊接技能培训教程》正由吉林化建职工培训中

心，进行中英文、阿拉伯语、法语版本的翻译。


